
扫 描 二 维 码 进 入
商 丘 日 报 公 众 号 阅 读
完 整 版 文 字 、 收 听 相
关音频

5社会周刊 2022年6月30日 星期四
编辑：董 娜 E-mail:dongna4689@126.com

社会广角

本栏目友情支持

荣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当 《宁陵政协志》《宁陵县林场志》《潘集村史》《苗岗
村史》 几本书稿摆在面前时，记者怎么也不敢相信它们出自
一位年逾古稀且重病缠身的老人之手。

这位老人叫屈效东，今年 78 岁，家住宁陵县阳驿乡苗
岗村委会焦林坡村。他酷爱写作，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
艺作品，被省曲协吸收为会员。后来他被几家单位聘为新闻
通讯员，从此走上了新闻采访写作之路。

2015 年 5 月中旬，宁陵县政协一位领导找到屈效东说：
“你当了 23年的政协委员，又是咱县文史资料研究员，有一
个写作重任交给你，就是编写 《宁陵政协志》。”他欣然应
允，没有提一句要求。从此，他带领两位助手没日没夜地整
理资料、撰写内容，经过半年努力，一本 74 万余字的 《宁
陵政协志》 面世。

2017 年年底，省司法厅驻阳驿乡潘集村第一书记都弘
泽找到他，请他为潘集村写一部村史，记录该村在扶贫攻坚
中的巨大变化。撰写村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耗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屈效东先着手组建编委会，依靠他们的力
量深入走访，获得第一手资料。然后，他列出村史的编写提
纲和文稿体例。经过半年努力，他们写出了潘集概况、潘集
大事记、潘集历史典故、潘集组织结构沿革和党的建设，又
记录了该村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
重点突出潘集的扶贫工作获得的成绩，洋洋洒洒超过 10 万
字。

2019 年夏天，屈效东又接到一项任务：宁陵县国营林
场场长侯波请他写一部 《宁陵县林场志》。屈效东首先找到
当了 17 年场长的老场长侯明山了解情况，按照他的介绍，
撰写了林场基本情况、地理位置、古迹文物，又撰写了 38
位林业英模人物，把住地窖不误干工作的董克祥、北京林业
大学毕业生王绍欣、公私分明的李邵青、一心爱场的孔维
芝、业绩突出的黄彩霞全写到纸上，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2020 年春，屈效东主动找到村委会领导说：“我们苗岗
村历史久远，人才辈出，我愿义务为咱村编写一部村史，给
后代子孙留住根和魂。”村委会领导为难地说：“村里经济紧
张，可拿不出钱来给你发辛苦费啊！”屈效东呵呵一笑：“义
务编写，就是一分钱也不要。”

可天不遂人愿，当他全身心投入到《苗岗村史》的编写中
时，身体却出了变故。2021 年年初，他因咳嗽加重到县人民
医院做检查，结果查出肺部有大块肿瘤。他奔赴焦作市第二
人民医院诊治，被确诊为恶性肿瘤，需要住院长期化疗。住院
期间，他心牵梦萦的还是《苗岗村史》的撰写。“我没有把病放
在心上，生老病死，人之常情。我只想在有限的生命里给世人
留下点东西。”治病、写史他两不误，在医院的病床上，屈效东
完成了 6万多字的《苗岗村史》初稿。

老骥伏枥写春秋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通讯员 闫占廷

汪太银是用书法募资做公益而闻
名的“中国好人”，多年来，他以

“ 书 ” 会 友 走 遍 了 全 国 500 多 个 城
市、1 万多个企事业单位，累计募集
公益资金 400 万元。细算起来，汪太
银因此写过的书法作品有 15万余幅。

最让汪太银难忘的是对一名重病
大学生的捐赠，当孩子获救、妈妈给
他跪下的那一刻，坚定了汪太银高调
做“中国好人”的决心，因为他要尽
己所能帮助更多遇到困难的人。

网络上关于汪太银的资料照片很
多，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着装，挺

“鲜艳”的。汪太银的女儿胜男评价
老爸的穿衣是“乱七八糟”，根本不
懂搭配，女儿说父亲除了执着于通过
书法做公益，生活几乎不能自理。

汪太银是“商丘好人”里最“高
调”的一位，微信签名、头像照片都
有“中国好人”字样，自我标榜要把

“中国好人”当成事业来做。
汪太银不太善言辞，从他女儿胜

男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大家眼里
“高调”的“中国好人”和作为普通
父亲的许多细节。

胜男说她很佩服父亲，他没有背
景、没有天分、没有学历，情商不
高，也不善人情世故，就是靠勤奋刻苦，一路坚守，以

“书”会友做公益。胜男受父亲的影响很大，继承了他
的坚忍不拔，对目标和信念的执着，性格独立自信。

汪太银的公益计划是：走遍全国，用书法弘扬传统
文化，用书法所得做公益，帮助更多的人。为了心中的
那份信念和使命，以笔墨为剑走天涯。从汪太银身上我
们看到了自信和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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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良勇 通讯员 张召伟）6月 28日，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新城中队执勤交警在站岗期间，
遇到一位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侧翻路边，老人和孩子被
困在三轮车里，他们及时救助，让受困老人备感温暖。

当天 14 时 30 分许，该中队执勤交警王博、李东辉等
人正在辖区神火大道与珠江路交叉口时，忽然听到“砰”
的一声，他们循着声音望去，看到一位老太太骑着的电动
三轮车发生侧翻，老人被困在三轮车里，车里还有小孩的
哭声。

看到这一情况，王博、李东辉等人来不及多想立即上
前救助。他们首先将车里的小孩抱出，又意识清醒，询问
老人身体未受伤后，民警又将老人扶起，并将侧翻的车辆
扶好。随后，他们赶紧询问老人受伤状况，老人表示并未
受伤，后经老人查看，车里的小孩仅受到惊吓，并未受
伤。他们将老人和小孩搀扶到路旁稳定情绪，并与其家
属取得联系，家属对执勤交警的及时救助连声致谢。

老人骑车发生侧翻

商丘交警及时救助

本报讯（记者 吴海良）这两天，
一则上海公交车失控坠河，两位商丘
小伙抢先下水救人的视频在微信朋
友圈广泛传播。6 月 29 日上午，记者
辗转联系了在现场救人的商丘小伙
周振魁，并对他进行了采访。

据周振魁介绍，6月 28日 10时 40
分左右，他正在店里忙着干活。只听
见一声巨响，出门便看见一辆公交车
失控撞上红绿灯滑向河道。他和表
哥徐振立刻上前追赶，没想到追到一
半时公交车就坠河了。在不确定车
内有没有人的情况下，他们破窗进入
公交车，发现司机在驾驶座上已经昏
迷。随后，又上来三四个人，大家一
起把司机拖到了后座没有被水淹的
位置。由于担心司机被划伤，他们不
敢将其拉出公交车，就在原地等待救
援。谈及救人的举动，周振魁说：“当
时并没有想太多，只想着能尽快救
人。如果真的考虑很多的话，也就不
会那么着急下去了。现在想想，还是
非常危险的。但当时没想这么多。
如果下次遇到这样的事，我肯定还会
冲上前去。”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周振
魁心里有些后怕，但是热心的他表明
了自己的想法。

记者了解到，周振魁今年 28 岁、
徐振今年 32 岁，两人是表兄弟，都是
虞城县人，他们平时都很热心，乐于
助人。现在两人一起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惠南镇人民东路与南祝路交叉
口附近开店，从事餐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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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 冰 梁 晓 晨 通讯
员 刘 军 宋信严）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
人喜欢使用社交软件聊天交友，不少人希
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令自己心动的“白
马王子”，一些犯罪分子便抓住年轻人的
这一心理实施诈骗。近期，一男子伪装成

“高富帅”，通过社交软件与 12 名女子交
往，打着恋爱结婚的幌子，一年内骗取

“女友”钱财 71 万余元。日前，睢阳区人
民法院依法审结了该起诈骗案，该名男子
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1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 10万元。

1987年出生的张某是安徽泗县人，初
中文化，无业。早在 2016 年就因犯诈骗
罪，被判刑四年五个月。刑满释放不久，
本应痛改前非的张某重操旧业，干起了

“老本行”。离异单身，艺术院校毕业，目
前从事艺术教育培训工作，有多处住房，

经济条件优越……张某给自己精心打造了
“高富帅”人设，用于吸引单身女性关
注。自 2021年年初开始，张某在精心伪装
下，频繁通过手机交友 APP （陌陌、伊
对、抖音等） 添加多名受害人 （均为离
异、丧偶单身女性） 为好友，以婚恋为
由，逐步骗取受害人信任。在建立“男女

朋友”关系后，张某通过虚构培训机构招
生有提成、给员工发工资、资金周转困
难、购车购房等事实，先后对中招的 12名
女子实施诈骗活动，涉案金额 712351.99
元，其中最多的一人被骗 18.25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

财，数额特别巨大，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根据犯罪事
实、情节、性质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
法以被告人张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同时责
令其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宣判后，张某
认罪认罚，未上诉。

睢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杨建波告
诉记者，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网恋作
为一种新的择偶方式逐渐受到人们的认
同，网恋群体也在不断壮大，一些不法分
子将目标瞄向了这一群体。法官在此提
醒，网恋有风险，交友需谨慎，若有人打
着“爱情”的幌子以各种理由提出借款、
转账、汇款要求，或者以高额投资回报频
繁让你“掏钱包”，千万提高警惕，谨防
掉入不法分子设计好的爱情骗局，以免落
得人财两空。

“白马王子”巧布爱情骗局
一年诈骗 12名女性 71万余元 获刑 11年

“古城的荷花开了！”近日，被商丘市民誉为
“最美荷塘”的商丘古城凤池的荷花盛开，吸引许
多摄影爱好者和市民冒着酷暑前往打卡。莲叶何田
田，粉色的花剑亭亭玉立，在巍巍城墙映衬下，给
夏日的古城增加了一抹荷风雅韵。

从地图上看，凤池仿佛一块翠绿的玉石镶嵌在
古城内城东南角城墙根的位置。6 月 28 日傍晚，趁
着雨后初晴，记者赶到凤池。傍晚的晚霞绚烂多
姿，三五成群的摄影爱好者早早占据了有利位置，
架起“长枪短炮”，以古城的城墙、落日为背景，
对着凤池内错落盛开的荷花进行拍摄。“我们是摄
影爱好者，今天专门趁着傍晚云彩好来拍拍这个荷
花池。俗话说‘有水则灵’，咱们古城的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把水鸟、燕子都拍进去，非常灵动清
新。”摄影爱好者陈先生告诉记者。

“翠钿红袖水中央，青荷莲子杂衣香。”连日
来，还有不少汉服爱好者身穿汉服前来这片荷塘打
卡拍照。凉风习习，芦苇招展，燕子低飞，水鸟悠
闲觅食……沿着凤池周边步道行走，随时能感受到
这一片荷塘生机勃勃的野趣之美。据古城上年纪的
老居民介绍，这片坑塘原名叫“萧家坑”，原是解
放前城中一名姓萧的富户盖房子取土所形成，后来
逐渐成为城内一个污水坑。古城进行改造时，市政

部门对这片坑塘进行了清淤、修整，在保持原有野生
风貌的基础上增加了凉亭、步道、石桥等游览设施，
并大量栽种水生植物对水体进行持续净化，生态环
境很快恢复到如今水清鱼跃、植被茂盛的情况。

“凤池属于环古城文化广场景观的一部分，设
计构思源于古老的‘玄鸟生商’神话传说，结合凤
池历史遗迹，运用古典的设计元素和现代的设计手
法，结合古城风貌，重塑凤池。”睢阳区市政建设
局旧改办主任张建立告诉记者。

绕凤池一周，除了欣赏美景，记者还注意到一
些不和谐的现象。由于凤池周围坡度较为平缓，很
多市民来到池塘边与大自然进行亲密接触，池边盛
开的荷花被采摘一空，留下光秃秃的断头茎秆非常
煞风景。“荷花魅力静心赏，注意脚下心不慌”，正
如一旁的提示牌所写，美景只需用心用眼观赏，切
勿动手摧花，“留得残荷听雨声”也是一种美。

“ 最 美 荷 塘 ”看 凤 池
本报融媒体记者 司鹤欣

6 月 29 日，一辆雾炮车在神火大道进行降尘作业，抑制
扬尘污染，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坤 摄

6 月 29 日，环卫工人使用高压水枪，对平原路人行道进
行冲洗，提高道路洁净度，靓化城区环境。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坤 摄

清洁家园 靓化环境

市民冒着酷暑来到商丘古城凤池赏荷花。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栋 摄

百姓故事

家住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安街道办事处
四营社区的史爱晶与妻子赵沙沙是商丘市众人志愿
服务队的成员。在这几年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夫妻
齐上抗疫战场，积极参加四营社区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工作，累计投入 6万多元为疫情防控点购买各种
食品等物品。在夫妻二人的带动下，社区报名参与
志愿服务工作的居民越来越多。

2020 年春节，疫情突袭，在得知商丘市众人
志愿服务队召集志愿者的消息后，史爱晶夫妇第一
时间报名，积极开展义务消杀、为居民免费送平价
菜等活动。在餐香“疫”路活动中，史爱晶一家人
配合默契，每天 11 时前就将饭菜分装完毕，夫妻
俩开车送到平安街道办事处四营社区周边 3个疫情
防控卡点，把热气腾腾的饭菜分发到工作人员手
中，整个活动开展 50 多天，史爱晶夫妇从未间
断。不仅如此，史爱晶夫妇还捐款 5万元为商丘新
区南高速口、归德路高速口、平原路高速口三个站
点的交警及服务人员购买牛肉、火腿肠、面包等物
品，为平安街道办事处 6个核酸检测采样点购买了

200 余箱纯净水，紧急采购了 10 箱火
腿肠、30 箱方便面、新鲜蔬菜以及打

包餐盒、口罩等暖心物资。
在这两年频繁开展的全民

核酸检测中，夫妻俩定点在四营社区开展服务，维
持现场秩序，确保核酸检测采样有序进行。许多医
护人员、居民对这对“抗疫夫妻”早已非常熟悉，
面对居民的称赞，史爱晶说：“一切都为抗疫服
务，有需要，咱就上！”夫妻俩还自费制作横幅，
购买桌椅，夏天从家里带来驱蚊水，冬天为大家提
供御寒衣物等物品。

在父母的影响下，史爱晶的孩子也积极参与到
抗疫中。女儿史新悦捐出了自己积攒下来的 5000
元压岁钱，为抗疫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夫妻俩在抗
疫一线忙碌的时候，史新悦主动担起了照顾弟弟史
新乐的担子，默默支持着父母的抗疫工作。

面对疫情，史爱晶夫妇积极行动，慷慨解囊；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倡导环保，节约用水用电、减
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他们还坚持绿色出行，公交
车、自行车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

史爱晶一家人在疫情防控中的奉献温暖着这座
城市。

志愿服务肩并肩 绘就抗疫同心圆
——记市“抗疫最美家庭”获得者史爱晶家庭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岩 实习生 葛雯晴

传承好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