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他介绍，明永乐六年，明
成祖纳户部郁新奏言，开辟淮、颍、沙
三河漕运，周家口为漕运要道；明万历
年间，航运又有发展，埠口码头逐渐增
多，商贾云集，桅樯林立，周家口已成
为淮河流域物资集散中心之一。

“明成化年间，贾鲁河通周家口三
川交汇之后，周家口水运东连江淮、西
通襄宛，舟楫直达朱仙镇，商品经济迅
猛发展，货船往来与日俱增。 那时候，
仅周家口船户 700 多家， 占有船舶千
艘以上。先后有十四省行商巨贾、能工
巧匠，纷纷来周投资兴业。 当时，六安
茶麻、两湖竹木、两广纸糖、天津食盐、
蒙疆骡马，连同省内豫西的山货煤炭、
新郑的红枣、杞康的棉花、淮陈的黄花
菜及当地产的皮毛、粮油等，均荟萃周
口，行销各地。 ”穆乐说。

时至今日， 周口市区内的许多地
名还与曾经的漕运商贸活动有关。 比
如，因卖糕点果品兴起的果子街，因卖
山货而得名的山货街， 因贩卖皮革而
出名的皮坊街等。

水运鼎盛的时期则是在清康乾。
“在此期间，沙颍河周口一带又开辟了
大渡口、小渡口、上下齐埠口、新渡口
等码头。至此，周家口共拥有码头渡口
22 处，水陆寨门 40 余座，人口突破 22
万。 ”穆乐说。

即便是后来的清末和民国时期，
处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 地处内
陆一隅的周口航运， 也依然发挥着支
撑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的《河南省志》记载，沙
颍河是继贾鲁河之后豫东地区联系中

原与江淮地区水运的又一重要航线。
1906 年以后，东有津浦、西有京汉，周
家口因此成为漯河、 蚌埠两港与铁路
中转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既是商水、西
华、扶沟、太康、淮阳等地粮食集中外
运的起点，也是天津、上海、汉口等地
货物内销豫东地区的中转之地， 豫西
山货和苏沪商货出入、水运必经此地。

度过“潜龙”时刻 迎来腾飞之时
今年 85岁的李长生老人， 曾是沙

颍河岸边的老居民，家住周口市川汇区
康店村，棚改后，他居住在周口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康和家园小区。对于曾经
沙颍河岸边的航运，老人记忆犹新。

“那时用的都是大帆船，顺风的时候
撑帆，逆流的时候主要靠纤夫。用大麻绳
拉着木船，小船七八个人，大船得二三十
个人拉，每年夏季见得最多，因为夏天河
水涨起来了，利于行船。 ”李长生说。

新中国成立前，李长生家在岸边做
点小生意， 供船主和纤夫歇脚的小餐
馆。 有时候碰到熟悉的老顾客，吃完饭
还能用船上拉的货顶账。 “最多的就是

煤炭，咱开餐馆离不开煤炭烧火，有时
候船主带着几个人吃完饭，卸下来一袋
子煤炭，就顶账了。 ”李长生回忆说。

然而，随着后来公路、铁路等陆路
建设的兴起，水路运输日益萧条，曾经
辉煌的沙颍河航运一度败落。 尽管如
此，周口人对“靠水吃水”的内河航运
始终有着深深的怀念。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改革开放以
来，周口经济发展迅猛，重振沙颍河航
运事业成为政府和人民共同的心声。
终于，在新世纪之后，周口沙颍河航运
迎来命运的转折。

2004年， 周口沙颍河复航工程启
动，历经 15 个月的建设，至 2005 年 12
月 28日，6艘 400吨的货轮首次抵达周
口港，标志着周口的内河航运再次起航。

至此， 中断了 30 多年的周口航
运，重现在沙颍河两岸。而周口也成为
我省率先恢复内河航运的城市。

为什么要恢复航运？ 有关研究表
明， 沙颍河航运通道河南境内直接影
响的区域为周口、漯河、许昌、平顶山，
并辐射郑汴洛等市， 影响区面积 5.7
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的 33.9%； 人口
3699 万、占全省的 35%；生产总值 1.68
万亿、占全省 52.3%。

上述区域资源丰富， 是全省乃至
全国重要的能源和粮食生产基地，煤

炭储量 103 亿吨、 占全省的 38.7%，年
产量 6500 万吨，占全省的 35.5%；粮食
总产量 2113 万吨，占全省的 37%。

且该区域工业较为发达， 拥有中
国平煤神马、郑煤、舞阳钢铁、漯河双
汇等一批大型工业企业。 区域内大量
的砂石等建筑材料以及体积庞大、吨
位的重大型设备， 为沙颍河水运开发
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保障。

恢复沙颍河航运势在必行， 刻不
容缓。

把握发展之机 崛起大势所趋

世之所成大事者，皆有备矣。
自本世纪初沙颍河周口段实现复

航后，周口航运始终在“有备而来”的
理念中前行，也不断在“机遇加持”的
政策下成长蝶变。

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刚刚恢
复内河航运不久的周口就为自己定了

一个“小目标”：尽快融入国家主水网，
把周口港打造成内河国际港口， 成为
连接长三角地区的“桥头堡”。 2013 年
10 月，周口市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挂
牌成立， 成为当时我省唯一以内河港
口为依托的新兴产业集聚区。

历史上的周家渡口， 历经千百年
岁月洗礼，承载着悠久、灿烂的水运文
化，终于展现出了最美的一面：一座不
断更新、持续发展，走在现代化道路上

的“周口港”。
随着沙颍河周口段被国家规划为

高等级航道，2017 年 4 月， 周口中心
港正式投入运营。 作为河南省最大的
内河港口， 该中心港总投资 45 亿元，
规划建设东、中、西 3 个作业区，77 个
千吨级泊位，岸线总长度达 6.4 公里，
年通货能力 5000 万吨以上。

三年多的加压奋进，三年多的负重
前行，正当周口在内河航运上苦练“内
功”之时，机会又一次悄然来临。 2021
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将周口港列
入全国 36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必须牢
牢抓住，决不能失之交臂。 审时度势之
下，2023年，周口市委、市政府整合原有
的周口经济开发区和周口港口物流产

业集聚区，成立新的“临港开发区”，将
内河航运事业推向新的起点， 同时，立
足本地实际，依托境内的沙颍河航运为
龙头，辐射带动区域内贾鲁河、涡河航
运，全面叫响“港城周口”的发展品牌。

各区竞进、错位发展，周口内河航
运的优势必进一步凸显。目前，周口全
市建成运营规模性港口 7 个、 千吨级
泊位 55 个，拥有航运企业 18 家，省际
运输船舶 1800 余艘，从业人员 2 万多
人，相继开通了 12 条国内集装箱航线

和 8 条国际集装箱航线。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 月—8 月，

周口港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2900 万
吨，同比增长 32%，占全省的 87.5%；集
装箱运输完成 7.38 万标箱，同比增长
166%， 已成为河南省第一内河大港，
是中部地区连接长江经济带、 融入长
三角经济圈的重要纽带。

不久前， 省政府办公厅刚刚印发
《关于加快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提出优先推进周口港、信阳港扩容
增效和智能化改造，实现骨干航道通航
保证率达 95％以上、支线航道通航保证
率达 90％以上、岸电设施普及率 100％。

“全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推进
会议的召开， 明确了周口在河南内河
航运发展中的龙头地位， 帮助解决了
内河航运投资建设等重大问题， 确定
了要把周口港中心港区建设成一流港

航基础设施、 一流航运技术装备的现
代化、智能化、专业化的集装箱专业码
头的定位。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
口市委书记张建慧说。

把握交通强国、交通强省的“时”与
“势”， 周口将昂起中原地区内河航运
“龙头”，赋能临港产业升级提速，朝着
更高质量、更有活力的目标扬帆远航。

（原载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河
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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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监督
把好优质课评选纪律关

������“这次优质课评选赛题、评委和
监督员都是随机产生的， 特别是派
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 ， 非常公
正。 ”10 月 11 日，周口市技工院校
系统优质课评选比赛结束后， 参赛
教师纷纷表示。

为进一步深化技工教育教学改

革，着力提升我市技工院校教师教
学能力和专业素养 ，10 月 10 日至
11 日，2023 年周口市技工院校系统
优质课评选比赛如期举办。 本次比
赛为全市技工院校搭建了一个展示

教师教学技艺的平台，营造了“比学
赶帮超”的浓厚氛围，激发了教师教
学创新的热情， 达到了引导广大教
师交流课堂教学经验、 促进课堂教
学质量提高的目标， 得到了参评院

校及参赛教师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市纪委监委驻市人社局纪检

监察组高度重视此次我市技工院

校系统优质课评选工作，紧盯评选
方案制订 、活动组织 、结果公开等
重点环节，靠前监督、全程监督、精
准监督，营造了公平公正公开的评
选环境。 ②25 （赵长磊 马月红）

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全市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市人社局党组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省委、 市委关于主题教育的决策部
署，紧扣主题聚焦主线，联系实际学
用贯通，改进作风真学实做，认真解
决实际问题， 切实抓好协调统筹，坚
决防止形式主义，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工作有力开展。

在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之前，市
人社局党组坚持在理论学习上不能

等、改进作风上不能等、推动发展上
不能等、 解决问题上不能等的原则，
做了一些预热动作。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市人社局把
理论学习作为重中之重的环节抓实抓

紧，并不断强化。通过开展“第一议题”
学习、党组中心组集体学习、读书班等
方式开展学习和研讨， 努力在原有学
习基础上取得新进步、达到新高度。

市人社局建立完善了理论学习、
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建章
立制“五张清单”，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落实落细。坚持把问题整改贯穿主题
教育始终，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
边整改、边落实，让人民群众切实感
受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市人社局
围绕巡察整改、信访源头治理、社保
基金专项整治、就业领域不正之风等
方面查摆出的突出问题、 重点问题、
难点问题，狠抓人社系统营商环境评
议提升、稳就业金秋招聘服务、“薪暖

农民工”专项行动等活动，针对性确
定整改整治措施举措， 做到靶向施
策、有的放矢，在全方位助力人社事
业提质增效的同时，积极回应群众对
人社工作的新期待。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下
步工作中，他们会紧密结合“五张清
单”和各项专项整治，紧密结合党中
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紧密结
合当前人社工作实际，把主题教育与
推进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融合推进，
不断开创人社事业发展新局面。②25

（王延昭 马月红）

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求才求职“双向奔赴”
������10 月 10 日 ， 在商水县市民之
家 ， 由商水县人社局牵头承办的
“‘就’在金秋，‘职’面未来”招聘会如
期举行。

据悉， 此次招聘会以民营企业、
中小微企业为重点，河南阿尔本制衣
有限公司、 河南省颍河电子有限公
司、商水县思博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等 60 家企业参与，涵盖食品加工、机
械制造、服装纺织、销售、财务、医药

等多个领域 2700 余个工作岗位，吸
引 2000 多名求职者前来求职应聘，
700 余人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充分
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安全、 可靠、有
保障的服务平台， 解决企业用工需
求， 推动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增收，促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记者在现场看
到，商水县人社局还设置有创业担保
贷款、劳动维权、社会保险、就业创业
指导等服务咨询台。

商水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他们会持续开展“‘就’在金秋，‘职’

面未来”招聘会，把每月的第一个周
一作为“招聘日”，充分发挥政府部门
稳就业、 促就业的牵头协调作用，为
企业和广大求职者提供对接平台，充
分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促进企业健康
发展。 ②25 （梁豪 马月红）

孙占和：隐蔽战线 血铸忠诚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立悬崖之上，已做好坠入深渊准备。
在刀尖行走，不惧失去生命。
为胜利而战，却倒在胜利前夕。
———献给我党隐蔽战线的勇士

他， 是太康县较早加入党组织的
中共党员， 建立了太康县农村最早的
党支部。

他，担任新四军四师水东办事处情
报站站长，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他， 兄弟 ４ 人同时被国民党反动
派抓捕。敌人先将其四弟枪杀，几天后
又将他杀害。

他叫孙占和， 在隐蔽战线用鲜血
书写了对党的忠诚。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 孙占和牺
牲 75 年了， 当地见过他的人已寥寥
无几 ，然而 ，他的传奇故事仍在当地
广为传颂。

日前， 周口日报社 《周口红色记
忆》采访组寻访孙占和的后人，深入挖
掘他的红色故事， 探寻他革命生涯中
的感人细节。

参加革命 积极抗日

孙占和，1912 年出生于太康县高
朗乡孙庄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 少
年时代，他在本村读过几年私塾，颇有
文采。 由于聪明好学，1934 年，孙占和
经乡亲介绍，到淮阳师范读书。好景不
长，半年后，因家庭经济困难，孙占和
被迫辍学。 为减轻家庭负担，辍学后，
孙占和没有返回家乡， 而是在该校当
起了勤杂工。他头脑灵活，又开办一个
小诊所，以卖药为生。

受进步思想影响， 在中共淮阳县
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下，1935 年
5 月，孙占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翻开历史画卷， 回溯到 1937 年 7
月 7日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到了生死
存亡关头，抗日烽火在全国各地迅速点
燃。 孙占和积极参加抗日游行，强烈要
求国民党政府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后
来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淮阳县党组织
决定派孙占和到淮阳县半斋医院，以习
医作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1938 年 9 月 ， 日寇占领淮阳县
后，对抗日民众实行残酷镇压。无奈之
下，孙占和只得返回原籍太康县，以行
医为掩护， 同中共太康县党组织负责
人张俊峰、杜李生等取得联系，向群众

宣传抗日，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
1939年春，经党组织批准，孙庄村

建立党支部，孙占和任支部书记。 孙庄
村党支部是太康县农村最早的党支部。
孙占和积极发展党员， 扩大支部力量，
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同时联合地方绅士
共同抗日，支持新四军。 经他动员，孙庄
一带有 9人入党、10人参加新四军。

孙占和善于做统战工作。 当时，
国民党四十军营副陈扩中，带一个连
在高朗一带执行任务。 新四军为争取
他抗日，派人协助孙占和做陈扩中的
统战工作。 孙占和通过各种关系，争
取陈扩中联合抗日。 由于孙占和的统
战工作做得好，陈扩中答应与当地抗
日武装联合成立一支 300 多人的抗
日游击队。 后来，陈扩中奉命调走，这
支游击队投奔新四军，被编入新四军
六支队。

孙占和的优秀表现， 得到上级的
肯定。 1942 年，新四军水东军分区为
加强情报工作，建立秘密情报组织，任
命孙占和为新四军四师水东办事处情

报站站长。
从这时起， 孙占和接受党的神圣

使命， 开始在家乡以行医为名从事隐
蔽战线工作。

放飞风筝 通报平安

在我党隐蔽战线工作， 最根本的
考验是对党绝对忠诚， 最多的考验是
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担任情报站站长， 孙占和开始了
其革命生涯中最惊险、最悲壮的斗争。

孙占和在孙庄村家里开设诊所，
新四军的情报站就设在这里。 他以行
医、卖药为掩护侦察敌情，为我军购买
军需物资，传递情报，护送党政军领导
干部。

孙占和的儿子孙文英，今年已 84
岁。 关于 70 多年前父亲的一些事，他
记忆犹新：“我小时候， 家里经常来一
些陌生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有的是
我党情报人员。 ”

“父亲高高的个子， 一米八多，西
装革履，英俊潇洒。 他有辆自行车，令
村里人非常羡慕。 父亲经常骑自行车
外出，为附近的人看病，更主要的任务
是借机收集、传递情报。 ”

即便再好的掩护， 也没有绝对的
安全。自身的安危是小事，确保情报的
安全比生命还重要。

孙占和自称喜欢玩风筝， 他制作
一个大大的风筝，放飞到高空，村外很
远就能看到。 他有时会突然把风筝取
下来，有时夜间还放风筝，只不过，风
筝下面会系一个照明的红灯笼。

孙占启是目前孙庄村年龄最大

的老人之一 ，今年 86 岁 。 他小时候
爱看孙占和放风筝 ，后来才知道 ，孙
占和是用风筝报信 。风筝飘在空中 ，
就是提醒这里安全 ，可以放心接头 、
传送情报 。

1944 年春，孙占和与新四军四师
水东办事处秘书、 敌工站站长王洽惠
一起， 动员太康县伪警备队小队长安
锡成（乳名小庆，孙占和的外甥）起义。
安锡成起义时带出了两个班的武装，
经教育整顿后编入太康县三区队，壮
大了我党军事力量。

身份暴露 舍命坚守

日本投降后， 国民党太康县长郭
馨坡拉拢地痞流氓扩充武装， 公开打
出反共旗帜，不断偷袭我地方政权，屠
杀革命干部和家属。

孙占和的隐蔽身份渐渐被敌人掌

握，他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国
民党反动武装公开叫嚣：“抓不住孙占
和，县（城）东不平和。 ”

孙庄村一带， 我党的群众基础较
好。敌人一旦出现，孙占和马上就会得
到消息，很快转移，多次转危为安。

敌人多次抓捕未能得逞， 放出口
风，一定要抓住孙占和，杀他全家斩草
除根。 孙占和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父亲白天在家忙活，一到晚上就
带着我外出躲避。那时我七八岁，跟在
后面跑，跑不动了，他背着我、抱着我。
我们躲到亲戚家，也睡过破庙、藏过高
粱地。 有时候母亲也带着我几个妹妹
四处逃难。 ”孙文英回忆说。

国民党兵抄了他家两次， 把锅碗
瓢盆全部砸烂了。 孙占和已处于极其
危险的境地。党内一些同志、知道内情
的亲戚朋友，劝他离开情报站，找个安
全的地方躲躲或到部队去。

孙占和为什么没有撤离？ “父亲当
时曾向上级领导表态，我党建个情报站
非常不易，情报比生命还重要，一旦撤
离，将前功尽弃，他想再坚持一下。至于
个人安危，他早就有心理准备。 没有接
到正式的撤离通知，父亲选择坚守。”孙
文英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兄弟四人 同时被捕

由于叛徒出卖，1948 年 1 月 9 日
夜， 孙占和兄弟 4 人被郭馨坡的便衣
武装逮捕。

敌人抓捕孙占和是预谋好的。 1
月 9 日下午， 就有几个身份不明的人
在孙庄村外转悠。天刚黑，便衣队把村
子包围了。

按照以往的习惯， 孙占和晚上不
住在家里。 当天， 他要等一个重要情
报，天快黑了情报仍没有送来。孙占和
在一户人家院子里与村民闲聊， 其实
是在焦急地等待情报。

“后来听俺妈说，当晚，父亲和俺
3 个叔叔以及其他村民在闲谈时，被
敌人团团包围。敌人把他们 10 余人全
部拉走审查。敌人还到俺家盘查，由于
我又瘦又小，没引起敌人注意，躲过一
劫。 ”孙文英提起往事，流下了热泪。

父亲早年去世，作为长兄，孙占和
对 3 个弟弟多加照顾。在他的影响下，
四弟孙占荣参加了革命， 任中共太康
县第四区安庙乡乡长， 也上了敌人的
黑名单，此次路过老家顺便看看老娘，
不料被敌人抓捕。二弟、三弟是老实本
分的庄稼人，平时连杀只鸡都害怕，也
被一同抓了起来。

兄弟几个平时难得相聚，眼下竟被
绑在一起。孙占和心里十分内疚，特别是
对二弟、三弟，平时缺少关心帮助，不但
没有尽到大哥的责任，还连累了他们。

兄弟 4 人同时被抓， 矛头直指孙
占和，这一点他十分清楚。投身革命以
来，孙占和对生死看得很淡。特别是从
从事情报工作那一天起， 他就有心理
准备， 只不过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
来到。 此次被捕，一定是凶多吉少，他
没想再活着走出去。

孙占和想到了身后事，他对弟弟们
说：“你们要是有谁能活着出去，一定照
顾好老娘。这么多年，让她担惊受怕，没
过上好日子，我对不住她老人家。 告诉
咱妈，下辈子我还做她的儿子。 要照顾
好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走正道……”

兄弟两人 英勇就义

为得到我党的机密， 敌人对孙占
和兄弟几人单独关押、审讯，并将他们
悬吊梁头，使用多种酷刑。他们被折磨
得死去活来。

孙占和平时行医， 为贫苦百姓治
病，好名声在外，十里八村都知道他。

有天晚上，一位看守人员趁四下无人，
对孙占和说 ：“你逃出去 ， 我给你开
门”。孙占和没有答应，他说：“我走了，
你一家都会遭殃啊！ ”

敌人用最残忍的手段威胁孙占

和。1月 11日，凶恶的敌人枪杀了孙占
和的四弟孙占荣， 还故意把孙占和兄
弟 3人拉到现场，想以此胁迫他就范。

目睹弟弟被杀害， 孙占和心如刀
割。 面对张牙舞爪的敌人，孙占和毫不
动摇心中的信仰。 他被敌人从枪杀四弟
的现场带回后，遭到了棍棒打、皮鞭抽、
剪刀铰、铁钉扎，变成了血人，奄奄一息。

孙占荣牺牲后，孙占和的二弟、三
弟，因没参与共产党的活动，不久被放
了出来。

敌人对孙占和严刑拷打， 百般折
磨，仍一无所获。 1 月 19 日，孙占和在
太康县城东关被敌人杀害，时年 36岁。

烈士遗愿 后继有人

“四叔孙占荣和我父亲牺牲后，遗
体被我二叔、三叔用牛车相继拉回来。
到家时， 我父亲被敌人反绑的绳子还
没有解开。那场面刻骨铭心，我至今想
起，依然伤痛。 ”孙文英演示了一个被
反绑的动作，伤心地说。

10 天之内 ，兄弟两人被杀 ，院里
两具薄棺， 地里两座新坟……孙家的
天要塌了！乡亲们都难过得哭起来，他
们更担心孙家老母亲能不能扛得住。

没有想到，孙母却非常坚强。 孙文
英回忆说：“从父亲兄弟 4人被捕，到两
人被杀， 再到后来遗体被接回家安葬，
老祖母没在我们面前落过一滴泪。 ”说
到此， 84 岁的孙文英再也抑制不住内
心的激动，像个孩童一般唏嘘不已，“几
十年了，我不愿回忆这一幕。 当时我还
不明白，祖母为什么不掉泪。 长大后才
知道，她老人家是最痛苦的，她将痛苦
埋在了内心深处，她在教我们：没有爹
的孩子，更要学会坚强……”

父亲牺牲时发生的好多事， 孙文
英仍记得非常清楚：“父亲下葬那天，
亲人把许多书放进他的棺材里， 有医
药类的，也有政治类的，包括他平时最
爱看的《共产党宣言》。 ”

孙占和牺牲后， 妻子领着 4 个子
女仍旧东躲西藏；几个孩子得了重病，
因没钱医治，2 个女儿先后夭折，只剩
一儿一女与她相依为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烈士家

庭得到政府照顾。 孙文英参军入伍，
1962年入党，曾长期在军事工程学院、
国防科技大学等军校工作； 参与过军
工计算机、 半导体电子管、 远望测量
船、 潜艇计算机系统等重大国防科研
项目； 是我国较早参与计算机研究的
军事科研人员，荣立过集体三等功。

记者面前的孙文英寡言少语。 很
少人知道他是烈士后代，但是，烈士父
亲影响了他的一生。

“父亲一生对党忠诚，是父亲影响
了我、激励了我。 父亲，永远是我的榜
样。 ”孙文英说。

凄美爱情 值得留存

孙占荣牺牲时 22 岁， 妻子刘秀
美当时也是 22 岁 ， 两人还没有子
女。 丈夫为革命献出生命后，刘秀美
并没有离开这个家 。 后来她抱养了
一个女儿 ，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
上人大代表，活到 80 多岁。

一位侄媳妇曾问刘秀美：“婶，当
初你那么年轻，为什么不改嫁？”“我们
没有孩子，我要是走了，你四叔孤零零
一个人，谁守他？百年之后我要守他。”
刘秀美 2014 年去世后， 与孙占荣合
葬。 她坚守 60 多年的诺言兑现了。

9 月 8 日，初秋的中午，天气仍然
燥热。 在孙占荣的侄儿孙多云的引领
下，记者与高朗乡前庙村党支部书记李
超、太康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副
主任轩人杰等，在浓密的玉米地里穿行
十多分钟， 终于看到一个不高的土坟。
这就是孙占荣、刘秀美夫妻的合葬墓。

午风吹来，玉米叶沙沙作响。这一
刻， 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年轻烈士不
屈的身躯， 也仿佛听到了一段凄美的
爱情故事。为了革命的胜利，有多少恩
爱夫妻阴阳两隔， 有多少人信守诺言
直到天荒地老。也许这样的小故事，入
不了正规的史料， 但同样值得我们长
久记在心间。

记者站在孙占和家老宅院子里，向
上仰望，想看到他放飞的风筝；四周张
望，想看到他骑自行车回来的身影。 当
年，在这个小院里，为了保护乡亲们的
生命健康， 他开出一副副治病的良药；
为治愈这个社会的顽疾，他以自己的鲜
血和生命熬制出一副救世的良药。

秋日的暖阳里，孙庄村鲜花盛开，
果蔬飘香。 先烈们，这盛世如您所愿，
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