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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蜘蛛网” 城市“颜值”升
记者 王伟宏 王慕晨 文/图

走进我市中心城区人民路良苑小

区，曾经杂乱的“飞线”变了样。 “蜘蛛
网”不见了，各种线缆捆扎整齐、排列
规范、横平竖直，随处可见的是整洁的
街道和洋溢着幸福的笑脸。

杂乱无章的“空中飞线”如同一张
张 “蜘蛛网 ”，看着不美观 ，用着不安
全。 今年以来， 我市着手向这一顽疾
“开刀”，净化城市空间，助力文明城市
创建。自杂乱线工作整治开始，由市工
信局牵头 ，联合电力 、移动 、联通 、电
信、 国安等单位不定期召开工作推进
协调会 ，按照 “谁经营 、谁主管 、谁负
责”原则，利用观摩、学习、研判、现场
办公等多种方式开展工作。 他们以勇
于尝试、永不放弃的务实精神，不畏困
难、善作善成的实干作风，迅速在全市
掀起整治杂乱线高潮， 在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道路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飞线”少了 市容好了

在良苑小区，记者发现这座老旧小
区改造得令人眼前一亮，各种线缆被排
列得整整齐齐，私拉乱扯的现象不复存
在（如图）。 “以前抬头就是密密麻麻的
线，还有下垂的线头，不知道有没有电，
路过时总是心惊胆战。 现在好了，所有
的‘飞线’都被捋顺了，看着整洁有序，

安全感增强了。 ”在小区门口乘凉的居
民说道。在现代城、翔宇花园、幸福花开
等小区，所到之处皆是线路整齐。

“主干道已经清理完毕，老旧小区
排查一遍整治一遍， 就目前整治情况
来看，‘飞线’减少了。 ”市工信局工作
人员说。记者在走访中看到，人民路与
中州大道交叉口杂乱线整治工作正在

进行中。工作人员登上高梯，对线缆进
行归集整理， 用工具逐一清除断头废
缆和无用设施， 再对留用的多条线路
重新捆扎固定，一番操作后，原本杂乱
无章的“蜘蛛网”变得规范有序。

据市工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川汇区 80 条背街小巷
“飞线”整治已完成提升 63 条，完成率
为 78.75%；245 个需整治的小区已完
成 223个，完成率为 91%。开发区一些
主次干道“飞线”整治工作基本完成，
背街小巷 “飞线” 整治正在推进中。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背街小巷“飞线”整
治和小区 “飞线 ” 整治完成率均为
100% ；港区道路 “飞线 ”整治和小区
“飞线”整治完成率均为 100%。

迎难而上 标本兼治

在国槐街与人民路交叉口的房产

局家属院，“整改前这所老旧小区所有

的光缆交织在一起， 经过几家运营商
的共同整治，把一些废弃有线电视线、
废弃电话线都清理了， 现在已经焕然
一新……” 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说。

“居民‘飞线’充电整治是难点，许
多老旧小区居民就近私自扯线解决电

动车充电问题，而修建新车棚，既牵涉
到资金问题，还牵涉到场地选址，工作
很难推进。 ”市工信局工作人员说。 9
月 19日，记者在汇林凤凰苑等小区采
访时发现，这些小区有电动车车棚，但
是充电桩设置较少， 一些居民冒着危
险推车上楼充电， 还有居民从楼上扯
线给电动车充电。

良苑小区在老旧小区改造中首先

考虑到了居民充电安全这一问题。 据
七一路街道办事处周滨社区工作人员

付华介绍， 良苑小区共改造小区住户
274 户， 邀请电业局工作人员给每家
每户都安装了充电桩。

整治“飞线”任重道远

近日，由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
牵头组织召开了 “飞线 ”治理工作的
推进会， 会上通报了 11 条道路线缆
捆扎标准不高与川汇区第三方捆扎

效果形成明显对比 。 如何将标准统

一，下一步工作如何推进 ，相关部门
给出了回应。

移动周口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们把整治杂乱线缆作为 ‘我为
群众办实事’ 活动的具体实践， 坚持
‘去除废线、归并散线、檐下走线、管线
成景、弱电入地’原则，成立工作专班，
抽调精干力量，制订整治方案，明确整
治标准。 下一步， 我们将树立标杆典
范，以广电欣苑小区为试点，对‘飞线’
的整治标准进行统一规范。 ”

“有困难也要上， 要保质保量完
成任务 ，为了城市更加美好 ，为了助
力 ‘创文 ’，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 ”
电信周口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在
治理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最
突出的就是老旧小区因线缆使用年

限久远， 需更中断业务更换新光缆，
部分小区群众表示不理解。我们对因
受杂乱线缆整治影响的用户提前宣

传告知，赠送流量保障紧急用网需求
等措施 ， 化解群众矛盾 ， 把好事办
好。 ”

国网周口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针对‘飞线’治理，我们先后投入
资金 150 余万元， 全力打造国槐街以
东、大庆路以西、滨河路以南、七一路
以北范围为标杆的文明路段。 9 月 13
日下午开始， 工作人员现场排查并明

确整治标准，在保障抢修力量的同时，
抽调多方人员，按照安全、有序、美观
原则， 对空中线缆存在的问题进行摸
排， 保证当天勘查现场， 当天制订方
案。 ”

“整好就漂亮了”“整好看着就舒
服了”，周口国安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
限公司的施工人员总是这样给自己鼓

劲儿。 “自接到‘创文’工作任务以来，
我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成立‘创文’
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在公司收入
紧张的情况下，设立专项资金，施工保
质保量，完工经归口部门验收，全力保
障工作顺利进行。”周口国安广播电视

网络传输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整治杂乱线不是一天两天能完

成的，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市工信局
工作人员说。下一步，市工信局将继续
联合移动、电信、联通、电力等单位，建
立常态化管理机制， 继续加大对 “飞
线”的整治力度，提高施工质量，并协
调配合各通信公司捋清 “蜘蛛网”，最
大限度保障“飞线”整齐划一，推动“飞
线”整治落地，强化对空中线缆“杂乱
密”的日常巡查，切实保障安全，使城
市面貌焕新， 为辖区群众提供高品质
宜居环境， 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添砖
加瓦。 ②16

������红色文物背后一定隐蔽着鲜为
人知的故事，随着时间推移，后人能
否找到事情的真相？ 它的价值能否
得到发扬光大？

8 月 11 日，记者转告河南项城
市德高民俗博物馆红色文化爱好者

李洪东， 他收藏的革命文物被湖南
平江党史专家认定为真品时， 李洪
东显得很激动很兴奋。

2000 年的一天，李洪东出差到
沈阳，他来到一家旧书摊，习惯性地
翻阅面前的书籍，不禁眼前一亮：面
前几本发黄的手写笔记， 应该是土
地革命时期， 署名高咏生用毛笔抄
写的。 尽管那时并不知道高咏生是
红军的师长，但一晚上他睡不着觉，
凭感觉，他坚信这些笔记是真品，具

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于是，他重金收购，小心珍藏至

今。
这些红军笔记之所以引起记者

注意，因为高咏生家乡在平江。而高
咏生的战友、周口籍著名红军将领、
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严图阁也牺牲

在平江。反“围剿”斗争中，他们受命
掩护红军长征， 共同指挥红十六师
保卫湘鄂赣省机关，前仆后继，书写
了一段惨烈悲壮、 可歌可泣的英雄
壮歌。

2022 年 6 月底，周口报业传媒
集团《周口红色记忆》采访组一行带
着这些红军笔记复印件奔赴平江，
揭开了高咏生和战友严图阁的一段

战斗往事和革命情谊。

核心提示

红军笔记诉说苦难辉煌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70多年间，几本红军笔记从湖南平江辗转多地，最后落户河南项城，历经坎坷，迷雾重重

“咏生县苏区旧址”拜谒英雄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
花。红色平江，一片浸透着烈士鲜血的
热土。

记者来到平江后， 受到平江县委
党校有关人员的热烈欢迎。 为详细了
解当地历史， 平江县委党校罗精华老
师特邀当地党史专家， 一同前往位于
平江县加义镇咏生村的 “咏生县苏区
旧址”参观。 如今，这个红色景点是平
江县党史学习教育基地、 湖南省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一路上， 大家聊起了红十六师师
长高咏生。 高咏生，又名高伯坚、高化
愚，化名余伯庚。 1908 年 11月 4 日出
生于平江县张市乡（现余坪镇）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 。 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27 年任工农革命军平江游击队
第四支队队长。 1928 年 3 月，参加平
江扑城之役。 1932 年任湘鄂赣红军第
五分校校长。 1933年任红六军团十六
师师长。 1934 年 6月 7 日牺牲。

高咏生牺牲后，1934 年 11 月，中
共湘鄂赣省委决定，将平江县的谈岑、
南江、梅仙、钟洞、虹桥、谢江、大桥等
地设为咏生县， 县政府驻地就是现在
的加义镇咏生村， 这里还曾是中共平

江县委、咏生县委、红十六师驻地。
咏生村是离加义镇最远的村庄，然

而，再远的路，再高的山，也遮不住深山
老林的美。 远处叠嶂青山，近处流水潺
潺，白云生处静谧清凉，漫山遍野山花
烂漫。记者一行沿着盘山公路驱车来到
这里，竟然找到了“世外桃源”的感觉。

通往苏区旧址的路边横亘一条溪

流，越过五根树桩搭成的小桥，前面就
是保留了当地建筑风格的 “咏生县苏
区旧址”。此情此景、此山此水，正是记
者眼中的“诗和远方”。

旧址前广场上， 有高咏生烈士的
石刻雕像。 他头戴红军帽，目光如炬，
深情地望着远处的苍茫青山， 流露出
欣慰的笑容。记者轻轻抚摸着雕像，此
时此刻，沉默是最好的表达。

高咏生烈士雕像旁边住有一家农

户，主人是 70 多岁的钟稳根夫妇。 听
说记者来自河南， 淳朴的山里人热情
地为记者一行倒上了清香的茶水。 尽
管他们浓郁的湖南话让记者听起来十

分吃力，但从爽朗的笑声里听得出，他
们是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老两口对高咏生的故事很熟悉，
旅客多时还能当义务讲解员， 老两口
都感叹高咏生英年早逝、 壮志未酬。
“应该感谢像高咏生这样的革命前辈
为我们创造了美好幸福的生活。”钟稳

根感慨地说。
“咏生县苏区旧址”展厅内，记者

一行怀着崇敬之情重温了高咏生的一

生。 一段段文字、一张张图片、一件件
实物， 让人肃然起敬。 革命前辈抛头
颅、洒热血，为人民翻身得解放而拼杀
的壮烈场景就在眼前。

如今， 村里依托红色资源和自然
风光，已是当地很有名气的红色景点，
不断有旅游团队前来参观。 这里群众
的日子，也像这个红色景点一样，越来
越红、越来越火。

字里行间传递革命初心

“咏生县苏区旧址”展览馆负责人
胡璋琳与罗精华经过认真鉴定， 认为
记者带来的复印件里的字迹、内容，的
确是高咏生本人书写， 具有很高的史
料价值。

李洪东收藏的高咏生手写笔记共

有四本， 包括高咏生用毛笔抄写的公
文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 文件上集和下集、《湘鄂赣省工农
兵苏维埃政府土地法 》、1932 年书写
的文件 《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
文件上面都有“高咏生肄”几个字，盖
有“高咏生印”大红印章。

罗精华分析说，“肄” 就是学习的
意思。从笔记内容看，“高咏生肄”就是
高咏生学习、 抄写中革军委文件时留
下的内容。

其中，《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上集和下集文件，落款是公
历 1930 年 6 月 20 日，包括“革命高潮
前长江军区的总任务”“加紧武装工人”
“猛烈扩大红军， 集中进攻”“扩大游击
战争， 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士兵暴动”
“厉行党员军事化”“建立军事技术委员
会”“长江军区工作的建设”等内容。

《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土
地法》，书写于公历 1932年 4月 28日，
内容包括 “土地之没收亟分配”“废除
债务”“土地税”“工资”。 除此之外，还
有 “苏维埃组织的原则”“苏维埃组织
法”“苏维埃区域中党的组织”“苏维埃
区域的扩大”“肃反条例”“农民运动”
“枪会运动”等内容。 可以说，这就是湘
鄂赣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一个缩影。

《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书写

于 1932 年 8 月 10 日，包括“扩大红军
的策略”“发展方向”“联络方法”“六大
红色区域的布置”“赣东北红军”“暂行
劳动法”等内容。

这些笔记字迹工整，笔法苍劲，虽
经过近百年洗礼，但字体清晰，浸润着
英勇无畏的精神， 散发着永不磨灭的
光芒， 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
的坚定意志。认真读来，这是后人和革
命先辈们进行的一次心灵对话， 让人
感受到了战争年代高咏生刻苦学习中

央文件的满腔热情。即使是战争年代，
他仍然利用闲暇时间刻苦学习， 字体
写得那么自信洒脱， 充满了革命的乐
观主义精神。

在高咏生铜像前， 罗精华老师按
照笔记落款日期进行了分析。

1929 年 9 月，彭德怀率红五军到
达平江。 湘鄂赣边区游击队根据上级
指示，编入红五军。高咏生辖部编为第
一纵队第一支队， 他任党代表。 1930
年 5 月， 红五军配合平江赤卫队开始
攻打县城。不久，红五军将纵队改编为
师，支队编为团，高咏生任第一师第一
团政委， 此时的红五军正筹划攻打长
沙。高咏生 1930 年 6月书写的笔记应
该在攻打长沙之前， 因为攻打长沙的
时间在 1930 年 7 月。

1932 年 3 月，为培养红军军事和
政工干部， 湘鄂赣省委和省军区决定
在江西修水成立湘鄂赣红军第五分

校，调高咏生任校长。 也就是说，落款
时间为 1932 年 4 月的那份笔记应是
高咏生担任湘鄂赣红军第五分校校长

期间所书。因为当年 5 月中旬，高咏生
又奉命调回红十六军七师任师长兼湘

鄂赣西北作战分区司令员。
在 1932 年 3 月初，严图阁已从中

央苏区瑞金调到湘鄂赣苏区， 不久任
湘鄂赣省军区参谋长。从时间来看，从
这年 3月起， 高咏生和严图阁就在湘
鄂赣苏区工作，开始了反“围剿”的浴
血奋战生涯。

战斗往事见证生死情谊

“咏生县苏区旧址”展厅里的一件
件展品让人心潮澎湃，在这里，既看到
了敌人的凶残，更看到了红军的无畏。

高咏生的战友严图阁， 也是一位

叱咤风云的人物。严图阁，河南周口沈
丘县刘庄店镇人，生于 1903 年。 宁都
起义后参加革命， 先后任湘鄂赣省军
区参谋长、 湘鄂赣省军区参谋长兼红
十八军首任军长、 湘鄂赣省军区司令
员。红军长征期间，留守湘鄂赣坚持南
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6 年牺牲在平
江。 当地在严图阁牺牲处———湘鄂赣

军区鹰嘴岩指挥部附近建有严图阁墓

景区。 20 世纪 70 年代，严图阁遗骨迁
回家乡沈丘，安葬在沈丘县烈士陵园。

在展厅内， 记者见到了在保卫湘
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高咏生和
严图阁带领红十六师突围时最后一次

战斗经历。
1934 年 5 月下旬，高咏生和严图

阁率红十六师进驻江西修水桃树港。
不久，由于叛徒出卖，红十六师被敌人
重兵包围。 高咏生和严图阁率部队与
敌人展开了五天五夜的激战。 高咏生
在一个山头左峰指挥部队突围时，突
然被敌弹击中，鲜血直流。警卫员赶来
扶他， 高咏生命令警卫员去保护军区
参谋长严图阁， 要严图阁赶紧收拢部
队，从右边突围。

为掩护战友撤退， 高咏生艰难举
枪将敌人吸引过来， 边打边从桥上撤
退。 他刚到桥心，不幸又中一弹，跌在
河里，被国民党保安队员捉住。

一开始， 敌人并没有弄清高咏生
的身份，以为是普通士兵，把他关在桥
头一间房子里。当夜，高咏生假称要上
厕所，两个看守信以为真，提着马灯跟
在后面。刚走不远，高咏生突然一脚将
马灯踢灭，夺路而跑。

因天黑辨不出路， 没跑多远，他
不慎失足掉入一片竹林。 这片竹林长
在悬崖边 ， 下面是一丈多深的脚鱼
潭。 高咏生抓住一根竹竿，本想稳住
身体探个究竟， 不想竹竿折断，“啪”
的一声，高咏生跌入深潭，不幸牺牲。
天亮后，国民党兵将高咏生尸体打捞
上来 ，残暴地割下其头颅 ，送到修水
县监狱辨认。 当证实是红十六师师长
高咏生后，敌人又把他的头颅送到南
昌城“示众”“请功”。 严图阁突围后，
继承高咏生遗志，继续率领红十六师
官兵开展游击战争。 1936 年，因缺医
少药加上肺病，严图阁牺牲于平江鹰
嘴岩指挥部。

如今，湘鄂赣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高咏生和严图阁征战的地方，
人们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作为红军烈
士，他们受到后人永远怀念和爱戴。

笔记之谜仍需继续研究

高咏生手书笔记为什么会流落民

间？在河南周口人李洪东收藏之前，又
有哪些曲折的经历？

罗精华认为， 应当是红军第五次
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前夕，
这一极端动荡时期遗失的。那时，红军
部队需要不断转移， 有些东西不得不
藏到群众家中。至于此后岁月里，又有
哪些来龙去脉，还需要继续考证。

行程万里，不忘来路；饮水思源，
不忘初心。 “咏生县苏区旧址”展览馆
负责人胡璋琳表示， 高咏生烈士手书
笔记内容十分丰富， 将来要专程到项
城德高民俗博物馆参观， 研究笔记内
容，让红色文物“活”起来，让红色精神
代代传……

红军笔记收藏者李洪东则认为，
不论烈士笔记以前命运怎样坎坷，今
后都要让它享受和平的阳光。 自己只
是这些文物的保管者， 它的主人是国
家，是老区人民。

返程时， 记者一行路过罗霄山深
处平江县的红色广场 “光辉起程”广
场。这里竖立有革命烈士严图阁、高咏
生等人巨幅画像和简介。冥冥之中，严
图阁和战友高咏生在这里 “重聚”，或
许就是一种难舍难分的革命情缘！

高咏生烈士的手书笔记，70 多年
间不知经过多少次转手，身处多少次厄
难， 现在平安落户到严图阁的家乡，或
许是以特别的方式与老战友相守，以特
有的价值讲述中国革命苦难的辉煌。

他们是战士，更是红军将领。在反
“围剿”的艰苦岁月里，各自抛家舍业，
南征北战。

他们是战友，胜似一家兄弟。在掩
护长征的惨烈战斗中， 率留守红军冲
锋陷阵，前仆后继。

高咏生和严图阁， 是红军反 “围
剿” 和长征期间留守后方保卫湘鄂赣
苏区先后牺牲的烈士， 是人们心中永
远的英雄。他们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
辉。 ②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