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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信阳市国土资源局现
将河南省烟草公司信阳市
公司土地登记审核结果予
以公告：该宗地坐落于平桥
区胡店乡胡楼村胡南组，权
属性质为国有， 面积为
5009.2

平方米， 使用权类型
为划拨， 用途为仓储用地。

宗地东至胡店乡东楼村，西
至道路， 南至胡店乡政府、

胡店乡东楼村，北至农村信
用社。若对以上公告宗地的
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及
他项权利等存有异议者，请
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信
阳市国土资源局平桥分局
办理复查手续。逾期无异议
者，即认为上述公告的权益
有效，将准予登记注册。

信阳市国土资源局
2012

年
3

月
28

日

公 告

信阳市国土资源局
现将河南省电力公司信
阳供电公司土地登记审
核结果予以公告：该宗地
坐落于信阳市河区
河北岸， 权属性质为国
有， 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土地面积为
3000.0

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公共设施
用地。宗地东、南、西、北
四面临路。若对以上公告
宗地的土地所有权、土地
使用权及他项权利等有
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信阳市国土资
源局河一分局申请复
查手续。 逾期无异议者，

即认为上述公告的权益
有效，将准予登记注册。

信阳市国土资源局
2012

年
3

月
28

日

公 告

信阳市国土资源局现将信
阳市河区房产管理中心土地
登记审核结果予以公告： 该宗
地坐落于信阳市河区河南
路，权属性质为国有，使用权类
型为划拨， 土地面积为

2861.2

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经济适用
住房。 宗地东至信阳市农业科
学研究所， 南至信阳市华威建
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西至
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北至信
阳永禾华威木业有限公司。若
对以上公告宗地的土地所有
权、 土地使用权及他项权利等
有异议者， 请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信阳市国土资源局河
一分局申请复查手续。 逾期无
异议者， 即认为上述公告的权
益有效，将准予登记注册。

信阳市国土资源局
2012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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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
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设定有政府保底价）。

四、本次拍卖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
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至
2012

年
4

月
24

日， 到光山县地产交易中心获取拍卖出
让文件。

五、 申请人可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至
2012

年
4

月
24

日
11

时到光山县地产
交易中心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24

日
11

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2

年
4

月
25

日
11

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
16∶00

在光山县
地产交易大厅举办。

七、其它事项：

1.

申请人需提供开户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2.

竞买保证金
不得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

3.

其它规划指标要求及
出让相关事宜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八、联系地址：光山县九龙东路（司马光中学对面）

联系电话：

0376-8891950

、

0376-8874888

联系人：张萍李华
九、保证金银行账号 账户：光山县地产交易中心
开户行：光山县中国银行 账号：

625232993578091001

光山县建设银行 账号：

41001554410050202587

光山县工商银行 账号：

1718022329200035826

光山县农业银行 账号：

759101040005315

信阳银行 账号：

2820111000010012

邮政银行光山支行 账号：

100730923590016688

十、查询网站：中国土地市场网
网址：

http

：

//www.landchina.com

2012

年
3

月
21

日

光山县国土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光国土资告字
[2012]11

号
经光山县人民政府批准， 光山县国土资源局以拍卖方式出让壹宗地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

：

投资强度：

起始价：

约定土地条件
备注：

12-009

商业
40

年
住宅

70

年
35.5

6000

万元
/

公顷
5100

万元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
(

米
)

：

保证金：

加价幅度：

27800

平方米

4.21

64.2

2000

万元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

：

土地用途：

司马光西路南侧、

公用事业局对面
29.52

商住用地

路通水通电通场地平整，权属无纠纷，为净地出让
10

万元

单位：㎡、万元

预售许可证号
开发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坐落

预 售
楼盘信息

开竣工时间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411500000009665

备注

信房预售证第
2012009

号 发证日期
2012

年
3

月
26

日
信阳市运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幸运小区
6

号楼、幼儿园
河区建设路

楼号
6

号楼
幼儿园

规划用途
住宅
幼儿园

套
/

间数
24

套
3

间

层数
6

3

结构
混合
钢混

建筑面积
3056.44m

2

1118.79m

2

2011

年
3

月
6

日至
2012

年
3

月
6

日
信阳市幸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开发企业资质
证书编号

国有土地
使用证号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号

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号

41300803

信市国用（

2005

）

第
10739

号
2006-071

2006-074

413000200608210105

预售商品房明码标价等信息可登陆信阳市房产管理中心网站查询或
查阅现场销售公示牌。

信阳市房产管理中心商品房预售许可公示

（第
0042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对信
阳运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幸运小区

6

号楼、幼儿园项目的预售申请进行许可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

0376-6237051

。

信阳市房产管理中心
2012

年
3

月
26

日

声 明

兹有河南洲洋电动车有限公司的三处房屋坐落于息县
产业集聚区海虹大道与合德大道交叉口西北角河南洲洋电
动车有限公司：一、房屋建筑面积为

371.20

平方米
+31.60

平方
米，其房屋产权证证号为息县字第

018301

号。二、房屋建筑面
积为

233.05

平方米
+5875.65

平方米， 其房屋产权证证号为息
县字第

018302

号。三、房屋建筑面积为
818.40

平方米，其房屋
产权证证号为息县字第

018303

号。 以上三个房屋产权证，因
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河南洲洋电动车有限
公司的土地位于息县产业集聚
区海虹大道与合德大道交叉口
西北角河南洲洋电动车有限公
司， 土地面积为

18400

平方米，

其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息国
用（

12

）第
003

号），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信阳市汇创担保

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 副本 （ 代码：

67945978-1

）， 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平桥区邢集镇人
民政府的土地坐落于平桥
区邢集镇、邢集村八组，土
地使用权性质为国有，类
型为划拨，面积为

3058.00

平方米， 其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书（证号： 信市国用
（

2007

）

40049

）， 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信阳市茶叶协会是“信阳
毛尖”证明商标、国家地理保
护产品标志及“信阳红” 证明
商标的注册人， 根据《商标
法》、《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注
册和管理办法》， 依法享有注
册人的合法权益，并具有监督
管理职责。

目前， 市场上存在未经许
可， 擅自在茶叶包装或在营销

宣传活动中印制使用“信阳毛
尖”、“信阳红”证明商标、地理
保护产品标志文字及图案，更
有一些包装物上印有“信阳市
茶叶协会监制”字样，这些严重
违反了证明商标和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有关规定， 影响了
“信阳毛尖”和“信阳红”的声
誉，扰乱了“信阳毛尖”和“信阳
红”市场，侵犯了信阳市茶叶协

会的合法权益。

在此郑重声明， 凡未经许
可，一律不得印制和使用“信阳
毛尖”、“信阳红” 证明商标、地
理保护产品标志图文及“信阳
市茶叶协会监制”文字等。擅自
印制和使用者， 已侵犯了信阳
市茶叶协会的合法权益， 必须
立即停止， 并承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后果。 信阳市茶叶协会将
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信阳市茶叶协会
2012

年
3

月
26

日

声 明

兹有文贤勋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证员执业证（证

号：

116171119950433

），因

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人
物
春
秋

茅

盾

的

成

功

离

不

开

母

亲

的

教

育

茅盾离开我们已整整
30

年了，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
“阅读”这位经典作家，其中有一个人不能不说，那就是他的
母亲陈爱珠。

自编教材开启儿子心智
茅盾的母亲陈爱珠是浙江桐乡县乌镇当地著名中医陈

世泽的独生女儿，被陈老医生视作掌上明珠，从小就学会了
读书、写字、珠算。

茅盾的父亲沈永锡
16

岁便中秀才，为人正直，具有进步
思想，喜欢新的科学技术。母亲

19

岁时与父亲结婚。婚后，父
亲让母亲读《史鉴节要》，接着又读《瀛环志略》，对于读起来
困难的地方，父亲就给她解释、说明，直到她懂了为止。

1896

年
7

月
4

日， 一个男孩出生在这户中医兼小商人的
家庭里，起名为德鸿，他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文豪
茅盾。

茅盾
5

岁时，母亲与父亲商量，想叫儿子进家塾读书。但
父亲不同意，说：“还是让德鸿学点科学知识，将来有用。”陈
爱珠觉得丈夫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担当起了这个重任。

母亲挑选了《字课图识》作为识字教材，又从《正蒙必
读》里抄出《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作为知识教材。没有合
适的历史读本，母亲就根据《史鉴节要》自编教材。“高平为
原，窈深为谷。山脊曰岚，山足曰麓”、“大地椭圆，旋转如球，

东半西半，分五大洲”……这些全新的知识开启了茅盾的心
智，引他进入了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广阔天地。

含辛茹苦教儿励志
10

岁那年，父亲病逝，弟弟才
6

岁，母亲把全部心血倾注
在茅盾两兄弟身上。

她管教茅盾极为严格。听到隔壁放学的铃声，而儿子还没
有回家， 就要查问他为什么回家晚了， 是不是到哪里玩耍去
了。有一天，茅盾急着回家，一个同学拉着他，叫他一起去玩。茅
盾不肯，向校门口跑去。那同学在后面追赶，不小心跌了一跤，

擦破了膝盖。他拉着茅盾，去找茅盾的母亲告状。母亲安慰了
那个孩子一番，还给他铜钱让他医治。德鸿二姑母看见了，不
冷不热地对母亲说：“他爹不在了， 你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管
教不好！”母亲一听，把茅盾拉到楼上，关了房门，拿起硬木大戒
尺，就要打下来。茅盾怕极了，开了房门，直往楼下跑去。母亲气
愤地说：“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个儿子了！”

茅盾在街上无目的地走着，觉得应当到学校去，请当时
看到那个同学自己绊了一跤的沈先生替他说情。沈老师跟着
他来到沈家，对母亲说：“这件事我当场看见。是那个孩子要
追德鸿，自己绊了跤，怎么反诬告沈德鸿呢！这事我可以作
证。”又说：“大嫂读书知礼，岂不闻‘孝子事亲，不杖则受，大杖则走’乎？”

过后，茅盾问母亲沈先生说的那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唉！天下的父母没有不
爱子女的，管教他们是要他们学好。父母盛怒的时候，用大杖打子女，如果子女不
走，打伤了岂不反而使父母痛心吗？所以说‘大杖则走’……”

从这以后，母亲就不再打他了。

支持儿子“学文”报国
“德鸿，你来看！”母亲指着《申报》上的一条广告对儿子说。那是《北京直辖各

校招生一览表》，其中就有北京大学预科。

母亲说，还可以供茅盾再读
3

年大学。北京大学预科的毕业年限正好
3

年，所
以她想让他报考这所大学。

7

月下旬，茅盾到设在上海的江苏教育总会内的报名处报了名。返回乌镇，他
心里十分矛盾，因为父亲去世前曾立下遗嘱，要两个儿子将来学理工科。而今，他
违背了父亲的遗愿选报了第一类文科志愿。

母亲知道后， 慢慢地说：“你父亲要你学理工是为了振兴国家， 今天你要学
文，也是为了振兴国家，目的是一样的，不能重理轻文。你考文科，我支持你。”不
久，北大预科录取通知来了，他被录取了。母亲的支持，终于使茅盾走上了学习
“文科”的道路。

9

月初，茅盾从上海搭乘海轮北上，开始了他崭新的大学生活。大学图书馆里藏
书丰富，各种各样的小说任凭他随意借阅。同时，他也没有放松各门功课的学习。

1916

年
7

月，沈德鸿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了，这年他
20

岁。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
3

年里，茅盾进一步接触了新思想，阅读了许多介绍新思
想的读物。

1916

年，茅盾到了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

1938

年
8

月
13

日，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上海，茅盾要转移到大后方去，他希望
带母亲一道走。母亲却冷静地对儿子说：“我这把年纪了，会拖累你们的。你们别
管我，只管放心去吧！”送儿子上了轮船后不久，她就回到了故乡乌镇。

1940

年
4

月
7

日，这位慈爱而又坚强的母亲因病去世，终年
66

岁。

（摘自《中国妇女报》张萌
/

文）

《沙家浜》背后的传奇

作为一部红色经典，《沙家浜》当年可谓妇
孺皆知，传唱不衰。然而，这个红色经典故事的
生活原型是谁？作品是如何创作诞生的？当年
的那支老部队现在何处？

走进历史，穿越时空，我们与您一起探寻……

经典的原型———

36

名伤病员养伤阳澄湖畔
“阳澄湖畔，虞山之麓，三九年的寒冬，

36

名伤病员，高举共产党的旗帜，在暗影笼罩着
的鱼米之乡，埋着头流着血啊流着汗，辛苦地
耕耘着……”这首名为《你是游击兵团》的歌曲
是新四军

6

师
18

旅
52

团的团歌。

1939

年
5

月，新四军一支队
6

团团长叶飞根
据支队司令员陈毅的命令，带领部队冲破日伪
军的封锁和国民党军队的限制，以江南抗日义
勇军的名义， 从苏南茅山根据地出发东进，部
队沿途袭击日伪军，不但给了日伪军沉重的打
击，更是扩大了我党和新四军的影响，部队很
快从

1000

余人发展到
5000

余人。

东进部队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
派的嫉恨。为此，国民党第三战区不断向新四
军施压，频频挑起冲突。为顾全大局，新四军东
进部队奉命西撤，向苏北发展。

由于天气炎热，且部队机动过程中战斗频
繁，新四军西撤时在阳澄湖畔的常熟县一带组
建了后方医院，先后留下了刘飞、夏光、黄烽、

吴立夏等
36

名伤病员。

在这些伤病员中，刘飞的职务最高，是“江
抗”总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伤势也是最重的。敌
人的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肺部。虽经医护人员的
全力救治，伤口没有进一步恶化，但一咳就吐血。

这些伤病员在刘飞的领导下，依靠当地党
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在芦苇荡里一
边医治伤病，一边与日伪军周旋。

常熟县委、苏州县委和当地群众常常冒着危
险，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为伤病员送来食品、药
品和衣物，帮助他们躲过敌人的一次次搜捕。

在此过程中，伤病员们与当地人民群众结
下了浓浓的鱼水深情，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至
深的故事。

1939

年
10

月，随着伤病的渐渐痊愈，他们
接到了以伤病员为主体重建部队、坚持原地斗
争的命令。

一个多月后的
11

月
6

日，以这批新四军伤病
员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在常熟
唐市附近的一个村庄成立，夏光担任司令员，带

领部队继续在苏州、常熟、太仓一带坚持抗战。

1940

年
2

月
8

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部队
在驻地———阳澄湖畔的阳沟与前来偷袭的
日军展开激战，毙伤包括指挥官斋藤在内的日
军数十名。不久，部队就发展到了

400

多人。

这时，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受新四
军军部的派遣，率因病重到上海治疗的刘飞等人
到常熟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战，并逐步建立了
苏常太和澄锡虞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很快
就发展到了

3000

余人。

1941

年
2

月，这支新发展壮
大起来的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

6

师
18

旅。

经典的形成———

从沪剧《芦荡火种》到京剧《沙家浜》

1957

年建军
30

周年前夕，为了歌颂和纪念
当年的伤病员依靠人民群众，养伤阳澄湖畔坚
持敌后抗战的历史，当时的伤病员之一，曾任
新四军

18

旅旅长、解放军第
20

军首任军长的刘
飞将军应《红旗飘飘》编辑部之约，在莫干山疗
养地抱病口述，由夫人朱一、秘书高松记录整
理，写成了长篇回忆录《火种》。

1961

年，刘飞将
《火种》中的有关章节取名为《阳澄湖畔》，相继
发表在上海的《萌芽》和南京的《雨花》杂志上，

引起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而同年，曾任新华社随军记者，在淮海战
役战场采访过刘飞的军旅作家崔左夫历经两
个多月采访，也根据这段历史写出了纪实文学
《血染着的姓名———

36

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1959

年，崔左夫的老战友，上海沪剧团副
团长兼党支部书记陈荣兰带着编剧文牧来到
部队寻找反映江南新四军在艰苦环境下的抗
日传奇剧素材，听说了崔左夫尚未发表的《血
染着的姓名》后他兴奋不已，遂将其带回上海。

由文牧以此稿为基础，改编成沪剧剧本，定名
为《碧水红旗》。

后来，陈荣兰和文牧得知时任上海警备区
副司令员的刘飞就是那

36

个伤病员的其中一
员和领导人，便将剧本送去征求意见。尽管刘
飞当时身患重病，他仍然坚持认真地听夫人朱
一念完剧本，并拿出了自己的回忆录《火种》让
二人作参考。

陈荣兰和文牧回去后，对照《火种》对剧本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改，并将剧名改为《芦荡
火种》。看过修改后的剧本，刘飞非常满意，亲
自安排剧组到由“江抗”

36

个伤病员发展起来
的部队体验生活，使剧作得到更进一步的丰富
和完善。至此，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情节脉络

和人物基本形成。

由于舞台艺术和剧情设计的需要，剧组将
36

名伤员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隐蔽在芦苇荡
里与敌人作斗争的事迹，改成了茶馆老板娘阿
庆嫂掩护

18

个伤员与敌人斗智斗勇的传奇故
事，使其实现了艺术超越现实的升华和加工。

改编后的《芦荡火种》在上海公演受到了
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在随后的

3

年时间里，剧
本又进行了

3

次修改，修改后的《芦荡火种》成
为当时上海沪剧团建团历史上连续演出时间
最长、上座率最高的一个剧目。

看到沪剧《芦荡火种》的巨大成功，

1964

年
1

月
22

日，文化部特地安排剧组进京演出，此次
演出受到刘少奇、李先念、薄一波等国家领导
人的高度评价。

随后，北京京剧团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

1964

年
7

月
23

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
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京
剧《芦荡火种》。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与剧团的
编导和演职人员进行了座谈。

毛泽东在肯定《芦荡火种》取得的成就的
同时， 也就剧本的进一步修改提了几点意见：

兵的音乐形象不饱满； 后面要正面打进去，现
在后面是闹剧， 戏是两截； 改起来不困难，不
改，就这样演也可以，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
家浜》，因为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就这样， 剧本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修改，并
最终于

1965

年
3

月重新公演。 这就是今天我们
所看到的京剧《沙家浜》。

经典的传承———

“沙家浜”战旗依然美如画
《沙家浜》唱红了大江南北，唱响了长城内

外，成为一部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而当年由新
“江抗”发展起来的这支新四军老部队也逐渐发
展壮大，成为人民解放军行列里的雄师劲旅。

虽历经战火洗礼，这支部队始终高擎“沙家
浜”的大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战绩。先后
南渡杭州湾、挺进四明山、转战三北敌后，在极其
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武装斗争，粉碎了日伪军的疯
狂围剿，创建了浙东抗日革命根据地。

1945

年日寇投降后，在江苏涟水整编为新
四军一纵

3

旅。解放战争时期，又转战华东、逐
鹿中原，先后参加了解放泰安和苏北、鲁南、莱
芜、孟良崮等战役，以及举世瞩目的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重大战役，为新中国的
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支部队参加了著名
的二次战役、 五次战役、 金城反击战等。

1955

年，部队更是作为陆军主力，参加了陆海空首
次联合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赢得了我军历
史上首次三军协同作战的胜利，部队又先后涌
现出了“叶挺连”“尖刀连”“铜墙铁壁连”等光
荣集体和毛杏表等一大批战斗英雄。

1998

年
8

月，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灾害。

常熟市民政局局长钱建平、民政局党委书记罗
世保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时，惊喜地看到了
“沙家浜团” 的旗帜飘扬在荆江大堤上。 接着
《报刊文摘》转载了湖北省石首市

6

个“沙奶奶”

慰问“沙家浜团”的消息，他们立即向市委、市
政府汇报，并与抗洪部队取得了联系。终于证
实：在荆江抗洪抢险的“沙家浜团”，正是从阳
澄湖畔芦苇荡中成长起来的那支部队。

骨肉团聚，水乳交融。

8

月
31

日，常熟市的
慰问团来到了荆江大堤。此时，已经在大堤上
严防死守了近一个月的官兵们已经到了极度
艰苦、极度疲乏的境地。在这最是考验官兵耐
心和毅力的时刻，“亲人”的慰问和关心给子弟
兵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动力。

官兵们在“芦荡火种”精神的激励下，置生
死于度外，严防死守，战战告捷，硬是用血肉之
躯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艰巨任务，被中央军
委授予“抗洪抢险英雄部队”荣誉称号，给“沙
家浜”精神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抗洪抢险斗争胜利后，班师回营的部队再
一次精简整编， 番号变为某集团军摩步旅。然
而，无论番号如何调整，这支在“芦荡火种”精
神哺育下的英雄部队始终没有忘记自身的职
责使命， 没有丢掉前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又继续在抗击雨雪冰冻灾害和“

5

·

12

”汶川抗
震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和军事训练中续写
新的辉煌，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
“抗震救灾模范英雄集体”荣誉称号。

在和平时期的建设中， 这支部队更是通过
大抓军事训练和单位全面建设，先后有

3

个连队
被中央军委、 军区授予荣誉称号，

9

个连队荣立
集体二等功，

5

人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模范”，

4

人荣立一等功……使“沙家浜”这张红彤彤的名
片焕发出新的光彩

!

对此，到老部队回访的当年
新四军老首长、 老战友无不由衷地赞叹：“沙家
浜”的精神在传承，“沙家浜”的战旗更鲜艳了

!

（摘自《解放军报》陈小平司伟宽张书恒
张振兴

/

文）

□传奇故事

青岛七旬义工捧得世界之最

10

年时间可以做多少事
?

对于
75

岁的
李长河来说

,

那是
10400

个小时的志愿服务。

3

月
14

日
,

记者从青岛市民政局获悉
,

李长河
近日收到了世界纪录协会颁发的证书

,

被认
证为“世界上服务时间最长的老年义工”。

李长河从
2002

年开始成为青岛市图
书馆的文化义工

,10

年时间
,

他累计志愿服
务
10400

小时
,

相当于一年
365

天中每天有
3

小时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

“我就是爱管闲事的人。”李长河告诉记
者
,1990

年他从海军潜艇学院退休以后
,

经常

义务给邻居、同事理发
,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2002

年青岛市图书馆面向社会招聘文
化义工

,

听说这个消息
,

李长河立刻报了名。

李长河一做就是
9

年
,

风雨无阻
,

每周有两天
或五天

,

他都从家步行到图书馆做义工。

2011

年
9

月
,

鉴于年龄原因
,

李长河离
开了图书馆

,

成为青岛市“天使温情空巢乐
园”志愿团队的一名义工

,

一周志愿服务
3

个半天
,

担负起义务教空巢老人学电脑、摄
影等工作。

李长河每周二、 周四都到云南路和香
港中路的街道办事处值班

,

在这里教老年人
学电脑

,

和他们聊天、谈心
,

在办公室整理档
案
,

为空巢老人理发，帮老人拍照片……

（摘自《齐鲁晚报》宋珊珊陈之焕
/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