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红色记忆》采访组深入宁都采访

寻找宁都起义周口籍将士的红色故事
������本报讯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文/图）1931 年著名的宁都起义，有 8
名周口籍将士参加。他们在起义中发
挥了哪些作用？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
动人故事？ 5 月 10 日至 12 日，周口
日报社《周口红色记忆》采访组深入
江西宁都等地采访、 召开座谈会，与
当地党史专家、红色文化爱好者共同
缅怀宁都起义周口籍将士的不朽业

绩，追忆那段风雷激荡的岁月。
宁都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县份、前

期的政治军事中心。 1931 年 12 月 14
日， 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
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县城
发起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 起义中，
第二十六路军 1.7 万余人加入红军，
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
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最

大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武装起义，影响
深远、意义重大。 毛泽东曾为宁都起
义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是战无不胜
的。 ”

在追寻光明的道路上，第二十六
路军中的 8 位周口籍将士王广建、严
图阁、理琪、鲍德新、卢子美、云宗连、
于朝俊、杨百让，响应党的号召参加
起义并加入红军。

王广建等 8 位周口籍将士起义
后， 就将一生义无反顾地交给了党。

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无所畏
惧，在大是大非面前无比忠诚、立场
坚定。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他们中，
有的阵亡在反“围剿”战场上，有的牺
牲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有的长征
途中倒下，有的在抗战中殉国；革命
成功后，幸存者继续为党的事业兢兢
业业、鞠躬尽瘁。 周口籍将士和众多
宁都起义参加者一起，在中国革命史
上写下了伟大光荣的一页， 留下了
“铁心向党、坚持真理、爱国爱民、敢
于斗争”的宝贵精神财富。

采访组一行先后参观宁都起义

指挥部旧址、宁都会议旧址、红五军
团诞生地、 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部
旧址、 于都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等
当年周口籍将士战斗的地方， 挖掘
有关的红色故事,寻找更多有关他们
的史料， 希望将周口红色故事广为
传播。

对宁都起义有着深入研究的《雄
师铁军———宁都起义将士录》作者李
学文、宁都县博物馆副馆长曾晨英和
记者一行共同参与采访。 他们表示，
目前已知这 8 位周口籍起义将士，高
举爱国主义旗帜， 为革命流血牺牲，
在人们心中树立起永恒的丰碑，值得
后人敬仰和学习。 此行采访，得到了
宁都县人大、政协，宁都县博物馆的
大力支持。 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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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永康：用诚信践行爱的承诺
□记者 田亚楠

“我非常庆幸选择了周口康喜月
月子中心，在这里我和宝宝顺利度过
了一个愉快、舒心的月子生活。 ”5 月
7 日是市民姜女士出月子的日子，离
开月子中心前，她用心将自己的切身
感受写在“客户意见反馈表”上，感谢
所有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

周口康喜月月子中心总经理邵

永康在经营过程中始终坚持诚信原

则，赢得了顾客的信任，树立了良好
的口碑，带领企业一路向前发展。

“月子中心这一行业对信任度要

求很高，因为你的直接服务对象是产
妇和婴儿， 如果不是对你绝对信任，
是不会到你这边坐月子的。 ”邵永康
介绍，周口康喜月月子中心自成立以
来，始终以消费者为中心，一直恪守
诚信经营的原则，用优质、专业的服
务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践行对新妈妈
和宝宝爱的承诺。

冷静、沉着，是同事们给邵永康
的标签。 2022 年 11 月 28 日凌晨 1 点
左右， 一位年轻的产妇突然发烧，瞬
间让整个月子中心的工作人员紧张

起来。 邵永康得知情况后，立即开车
将其送往医院，排队、检查、拿药，最

终确定发烧是积奶所致，这也让邵永
康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次日清
晨， 邵永康将情况通报给月子中心，
打消了所有人的顾虑。 “信息透明也
是诚信的一种，只有诚信才能让我们
更具有公信力。 ”

“诚信经营是我们的理念 ，即使
你离开我们月子中心， 我们也会践
行爱的承诺。 ”今年 3 月 16 日，邵永
康和工作人员到一名产妇的家中做

回访。 这名产妇是第一胎 ， 没有经
验， 工作人员便将一些婴儿护理知
识教给她。 在聊天过程中，邵永康发
现孩子有些气喘， 便让工作人员拿

出听诊器给婴儿做个检查 ， 结合婴
儿平常有半夜哭泣的现象， 邵永康
提醒产妇，孩子可能有肺炎，应该到
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随后，邵永康开
车带产妇和婴儿到医院， 检查结果
婴儿确实有轻微肺炎， 便留院做治
疗。

人无信不立，企无信不兴 ，诚信
经营是企业的生存之本，更是企业长
足发展的无形资产。 邵永康表示，作
为“2022 年度诚信文明商户”，康喜月
将继续秉承诚信理念，重信用、讲信
誉，把诚信经营当作对客户不变的承
诺。 ②16

王梅荣：言传身教树家风和谐美满大家庭
□记者 苑美丽

她身材柔弱却内心坚强 ；她把
自己的疾苦深藏心底 ，承担着十余
人的家庭重担 ；她以孝为先 ，几十
年如一日用真情温暖着这个曾经

不幸的家庭 ，感动着邻里百姓 。 她
就是淮阳区刘振屯镇白庄梁墓村

81 岁的村民王梅荣 ，34 岁守寡 ，独
自一人养育子女和 5 个未成年的
婆弟妹 ， 伺候卧床不起的公公 7
年 。

2016 年，王梅荣先后获得了淮阳
县（现淮阳区）乡村好媳妇标兵、淮阳
县（现淮阳区）最美家庭、周口市孝顺
媳妇、周口好人、河南好人、河南乡村
好媳妇、 中国好人等荣誉，2017 年 3
月被推荐为全国最美家庭，她的事迹
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人们心目

中的品行道德榜样。
一个人扛起一个家

1942 年， 王梅荣出生于一个农
民家庭 ，18 岁嫁到刘振屯白庄梁墓
村。 她性情朴实，与公婆关系融洽，
是村里出了名的好媳妇。 天有不测
风云，1976 年，王梅荣的丈夫白登山
因突发心肌梗塞病逝。 突如其来的
噩耗让王梅荣难以接受， 看着孩子
最大的 14 岁 ， 最小的仅有半岁 ，看
着因痛失儿子伤心欲绝的公婆 ，看
着 5 个未成年的婆弟婆妹……她擦
干泪水， 忍住悲痛操办了丈夫的丧
事。

从此，她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
家庭的责任， 悉心照顾公婆孩子，打
理一家人赖以生存的 11 亩田地。 有
人劝她趁着年轻改嫁， 被她一口回
绝。

2002 年，王梅荣的公爹因患脑中
风卧床不起，王梅荣与婆婆齐玉兰一
起， 悉心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公公，
直到 7 年后公公去世。

2004 年， 王梅荣 34 岁的婆弟白
银山也因心肌梗塞猝死，婆婆接连送
走两个儿子， 心理承受不住打击，一
度卧床不起。 王梅荣拉着婆婆的手
说：“妈，我是你闺女，也是你儿子，我
伺候你一辈子。 ”

一声婆婆一生牵挂
村里人都说，从未见过王梅荣和

婆婆红过一次脸。 融洽的婆媳关系
就在于她对婆婆的孝顺和真诚 。 她
说：“婆婆就是我妈， 我妈说啥就是
啥。 ”

今年已 81 岁的王梅荣， 本应该
是受人照顾的年纪，却还在为这个家
默默付出。 她关心子女，却从不愿意

给子女添麻烦，自己还总给孩子们种
菜磨面， 逢年过节也会做上一桌好
菜。 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婆婆：“俺妈
习惯了我照顾， 换别人她不习惯，我
也不放心。 ”

五世同堂其乐融融
王梅荣的两个儿子在城里做生

意，都秉承了她的善良、真诚，一直坚
守诚信经营的理念。 三个婆妹也都以
大嫂为榜样，虽在外地工作，却时常
抽空回家团聚。

王梅荣一生的故事里，没有惊天
动地荡气回肠的情节，她却用最朴实
的心态，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了几十
年来奉行孝道，为后代树立榜样。 如
今，这个曾经不幸的家庭，在王梅荣
半生的操劳下，已是五代同堂，每逢
节假日，一大家人相聚一起，和睦融
洽。 ②2

我市首届家风家教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 沈铎）家是最小
国 ，国是千万家 。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在全社会倡
树新时代家庭观 ，推动全市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高质量发展 ，5 月 15 日
上午 ，由市文明办 、市妇联 、市民政
局 、市文广旅局主办 ，川汇区妇联 、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群团服务中心 、
市家庭教育学会承办的周口市首

届家风家教文化节启动仪式在周

口市实验学校举行。 近 300 名社会
各界人士齐聚一堂 ，共话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
生的第一所学校。 家庭的文明进步
关系到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
在此 ，我向大家发出倡议 ，争做 ‘传
家训’引领者，争做‘立家规’的参与
者，争做‘扬家风’的践行者……”启
动仪式上，承办单位代表、市家庭教
育学会会长李彩霞向大家发出倡

议。
李彩霞告诉记者， 我市首届家

风家教文化节以“激扬家国情 奋斗

新征程 ”为主题 ，市家庭教育学会
将抓住 5 至 6 月 “家风家教主题宣
传月 ”的有利契机 ，在市妇联和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全市广泛开
展 “最美我的家 ”家风家教故事短
视频征集 、《家庭教育促进法 》线上
有奖竞答 、《习近平走进百姓家 》读
书心得和好家风故事分享 、最美家
庭评选颁奖 、家庭亲子阅读和公益
相亲联谊等系列活动 ，持续深化家
庭文化的内涵 ， 培育家庭幸福因
子 ，弘扬家风正气 ，展示我市家庭
的最美风采。

为进一步健全家庭、学校、社会
“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体系，活动主
办方还在启动仪式中设置了周口市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站）授牌环节。周
口市图书馆、川汇区七一路街道办事
处文明社区、周口市实验学校、周口
市七一路二小等 11 家单位被授予
“周口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站）”。

启动仪式后，全国“五好家庭”获
得者、周口市文昌小学首任校长李纪
龙为参会嘉宾带来了题为《好家风涵
养好儿女》的主题分享。 ②16

������为普及营养健康知识，5月 15日上午，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积极在康
湾社区开展“合理膳食，食养是良医”为主题的全民营养周活动，旨在推进合理
膳食行动，提高全民营养健康素养。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条幅、展出版面、现场咨询、发放宣传单和健康干预工
具等多种形式，为居民答疑解惑，让营养科普走进广大居民身边，让营养健康
意识变成居民的自觉健康行为。 ②16 记者 刘伟 摄

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

母亲节当天，烈士许献伟的父母收到赵金豹送去的鲜花和礼物。

持续 30年的帮扶情
———退役老兵赵金豹用奉献续写军人荣光

□记者 李瑞才 文/图

从脱下军装那一刻起，他就一直
冲锋在慈善公益的新“战场”，累计为
家乡免费培养技术人员 1 万余名，优
先为 600 多名退役军人提供就业岗
位；设立“金豹奖励基金”，先后为困
难学子捐款 50 余万元， 各类公益事
业捐款 300 多万元，用大爱善举实现
人生第二次精彩启航。

为了一份承诺，他替太康籍 “九
八抗洪烈士 ” 许献伟尽孝 25 年 ；持
续帮助退伍老兵吴兴旺治病 、 照顾
家小； 照顾 6 岁时因车祸致残的张
二锋直至成家立业。 面对洪灾疫情，
他主动请战 ，出人出车 ，冲在一线 ，
被网民称为“摆渡人”。 他以军人的
血性、品德，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
答卷。

他叫赵金豹，太康县人。 1981 年
10 月入伍，曾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
功 3 次，连续两届当选驻地市人大代
表。 1992 年光荣退伍。

一一个个决决定定
打打破破““铁铁饭饭碗碗””走走上上公公益益路路

1981 年 ，18 岁的赵金豹来到向
往已久的军营。入伍后有一天收到父
亲的来信：“你的排长给咱家来信了，
说你在部队被树为自学成才标兵，立
了功、受了奖，还学会了修理摩托车。
咱家穷，你妈有病，排长想得周到，给
咱家寄来了 40 块钱……” 看完这封
字里行间流淌着温暖的信，赵金豹当
即决定，向排长学习，去帮助人，为社
会奉献更多温情。

服役期间，赵金豹利用休息时间
帮助战友修手表、收音机；免费为驻
地公检法修理摩托车 300 多台次，编
写了 4 万多字的摩托车战地维修教
材，为部队建设及军地两用人才的培
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部队转业后，赵金豹被分配到
太康县交通局， 端上了人人羡慕的
“铁饭碗”。 工作仅一年，他就积极响
应政府号召，放弃铁饭碗创办金豹摩
托车维修中心，从一名摩托车维修工
做起。 靠着精湛的技术和诚信经营，
赵金豹逐步将事业做成太康乃至河

南的知名企业。他没有忘记排长的教
诲，致富不忘回报社会。每逢过节，他
总会拉着米、面、油、肉去慰问伤残军
人、孤寡老人。2016 年 6 月，赵金豹筹
资 4800 万购置校车 200 余台， 成立
校车服务公司， 为复转退役军人、下
岗职工提供 210 个就业岗位，每天接
送学生幼儿 9200 余人次。

一一份份承承诺诺
替替抗抗洪洪烈烈士士许许献献伟伟尽尽孝孝 2255 年年

������今年母亲节当天一大早，赵金豹
就订购了一束鲜花，前往烈士许献伟
家中看望其父母。 看到大门紧闭，与
许献伟的父亲联系后得知，许献伟的

母亲因病住院了，赵金豹马上赶到医
院看望。

据赵金豹回忆，1998 年 8 月 1 日
建军节，他和以往一样，准备带上书
籍、礼品到驻地军营慰问，与官兵联
欢。 一条电视播报拨动了他的心弦，
当晚 8 时 30 分左右， 位于湖北嘉鱼
县■洲湾大堤突然溃口，正在武汉空
军某部服役参加抗洪抢险的许献伟，
在生死关头， 用生命拯救群众生命，
献出了年仅 22 岁的生命……

虽然是同乡，但赵金豹却没见过
这位抗洪烈士，看着电视上反复播放
的生死瞬间画面，同样参加过抗洪抢
险的赵金豹眼里闪着泪光 ， 脱口说
道：“献伟兄弟放心吧， 家里还有我
呢！ ”赵金豹当即决定，今后经常去照
顾英雄的父母，承担起烈士未尽的孝
心， 这一坚持就是 25 年……把烈士
父母当成自己父母孝敬， 每年为他
们体检，过节给他们送钱、送物。 河
南电视台还为此专门拍摄一段 “暖
新闻”，真实记录这“一家人”的幸福
生活。

一一场场接接力力
坚坚守守慈慈善善事事业业续续写写军军人人荣荣光光

2018 年 6 月，为解决退役军人创
业就业难，赵金豹利用金豹职业中专
免费培训退役军人，率先在太康县成
立退役军人创业联盟， 先后吸纳了
40 多名退伍老兵、民兵加盟公司，累
计为家乡免费培养技术人员 1 万余
名，运用吸收、推荐、联合等形式，优
先安排 600 多名退役军人就业。

退伍老兵吴兴旺患有严重的糖

尿病， 在儿子吴帅 6 岁那年撒手人
寰。 临终时，吴兴旺抓住赵金豹的手
久久不愿松开。 “老吴， 你就放心走
吧，还有我呢！ ”吴兴旺松开了手。 屋
漏偏逢连夜雨，一年后，吴帅的母亲
又得了急病去世，赵金豹于是就把吴
帅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把他抚养
成才。

张二锋 10 岁那年， 因车祸右腿
被截肢，拄着双拐的张二锋曾几度轻
生。 赵金豹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边给
他治病，边教他维修摩托技术。 到了
结婚年纪，他又四处找人给张二锋介
绍对象。 张二锋结婚后，赵金豹还出
资给他办了个摩托维修中心，让他过
上了小康生活。

除了吴帅、张二锋 ，翻开赵金豹
那本发黄的笔记本 ， 常海鹏 10400
元， 王艺博 5000 元……一连串的名
字和数据真实再现了他的帮扶济困

历程。 26 年间，赵金豹帮助了无数孤
儿，为困难学子捐款 50 余万元，各类
公益事业捐款 300 多万元。

一一份份责责任任
战战疫疫情情勇勇担担当当 传传承承军军人人情情怀怀

2018 年，在脱贫攻坚中，赵金豹
主动帮扶了板桥镇大陆岗村李联

营、 姜山等三户贫困户 ， 为他们送
钱 、送物 、送技术 ，直至这三户贫困
户脱贫；向大陆岗村捐款 1 万元；免
费向全县 35 户贫困户发放价值 3
万元的优质小麦种子 11000 斤 ，还
聘请农业专家 ， 指导科学种田 ；充
分发挥校车公司的优势 ， 对 200 名
贫困家庭的小学生和幼儿免费接

送 。
2021 年 7 月 20 日， 郑州遭遇极

端强降雨，赵金豹主动请战，出动校
车 100 辆、 退役军人 86 人、 志愿者
120 人奔赴抗洪抢险第一线。 郑州接
人期间， 赵金豹了解到中原火箭军
急需充电宝等物资， 便在太康多家
商店购买了充电宝 、 降温贴 、 卫生
纸、毛巾等生活用品，连夜送至中原
火箭军任务执行点。

2022 年 3 月，太康县突发疫情 ，
正在医院住院的赵金豹拔掉针管 ，
不顾医生、家人的劝阻，提前离院带
领公司员工出动校车 100 台，担负起
转运密接次密接人员、 核酸采集医
务人员和在校学生的离校运送任

务。 长时间“连轴转”，让身患脑血栓
的赵金豹感到身心疲惫。 一次，他在
清点转运隔离人员时， 不慎一脚踩

空摔倒在地，门牙磕掉了一颗，松动
了三颗，半拉脸都肿了，但赵金豹硬
是一直坚持到把隔离人员转运结

束， 才回到住处进行清洗消炎……
赵金豹和其车队在疫情期间累计转

运学生 2 万多人次 ， 闭环转运群众
5600 余人次，车辆总行驶里程 10 余
万公里，被网民称为“抗疫路上摆渡
人”。

已近花甲之年的赵金豹不时被

身边人劝说要“悠着点”。 但他觉得，
做慈善公益不能心血来潮，要持续以
身作则，用他的话说：“最能给我力量
支撑的还是‘退伍军人’这个沉甸甸
的称号！我是老兵，我往前冲，大家才
能跟着往前走。 ”

赵金豹先后荣获“河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河南省第二届优秀复转军
人年度十大新闻人物”“周口市支持
国防建设先进个人”“周口市道德模
范” 等多项荣誉称号 ；2012 年 10 月
荣登 “中国好人榜”；2019 年 8 月当
选河南省首届“最美退役军人”；2023
年荣获 “河南省模范退役军人 ”称
号；他的事迹多次被《解放军报》《光
明日报》《经济日报》 和中央电视台
等媒体报道。 ②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