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30日晚，武陟
县大虹桥乡西刘村锣
鼓喧天，人山人海。西
刘村60多岁的退伍军
人郭保义正带领着由
他创立的黄河颂和谐
艺术综艺演出团在这
里举行庆“七一”文艺
会演，精彩的节目赢得
了台下群众阵阵雷鸣
般的掌声。

郭保义在当地名
气很大，因为坚持无私
奉献，以黄河文化搭台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2022 年他荣获了大虹
桥乡“虹桥好人”提名
奖。

上世纪 80 年代，
郭保义在部队服役 4
年，学习过多种乐器，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为了丰富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2018年，退
休的郭保义组织文艺
爱好者30余人成立了
黄河颂和谐艺术综艺
演出团，排练黄河歌曲
大合唱、红色歌曲大合
唱、民间魔术、民间杂
技、舞蹈、盘鼓、戏曲等
丰富多彩的节目，在当
年 6 月份的每周日晚
开始在黄河大堤上演
出。6年来，每年夏天
10场演出，雷打不动。

为了使演出越办
越好，6年来，郭保义自

掏腰包2万多元，为演
出团购置了乐器、背景
布等，引得荥阳等地的
戏迷闻讯也前来登台
献艺。同时，西刘村夜
市也应运而生，为乡村
经济振兴拉开了序幕。

为了培养下一代
的艺术感，郭保义在村
里办起了学习班，义务
教孩子们学习乐理知
识和小号、笛子、葫芦
丝、电子琴、二胡、板
胡、盘鼓等乐器。大人
们见孩子们学得津津
有味，忍不住也想报名
学习。6年来，参加学
习班的人共有 100 余
人，其中青少年 30 余
人，已经能够登台演出
的60余人。

郭保义在艺术上乐
于奉献，在生活中助人
为乐的故事还被省级新
闻媒体报道过。村里街
道的泥坑给人们出行造
成困难，郭保义一言不
发就用自家加工地黄的
炉灰填平泥坑；村路边
的树被刮断倒在路中
央，郭保义自发清理树
干使道路畅通无阻。这
样的事对郭保义来说不
胜枚举，他还经常义务
打扫村里卫生，帮助村
里的孤寡老人和残疾
人，节日自掏腰包慰问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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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6日一大早，家住我
市和平街与青年路交叉口附
近的吴阿姨就在家人的陪同
下，来到了医院。“连续两个晚
上没有休息好，早上起床昏昏
沉沉的，头晕目眩，还有心慌
的情况。”在市第五人民医院
内三科，吴阿姨向医生讲述了
自己的症状。

吴阿姨今年76岁，是内
三科的“老病友”。她患有高
血压、糖尿病等老年性基础
病，但在医生的日常监护治疗
下，病情较为稳定。内三科主
任杨静为吴阿姨诊断后发现，
她的血压比之前有所升高，高
压达到了160毫米汞柱，心率
也比正常加快。

连续几日的高温天气，大
家都真切感受到了太阳的“热
情”。焦作市减灾委办公室7
月4日发布风险预警，根据最
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大陆暖高
压脊前西北气流控制，5日至
10日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将持
续晴热高温天气，我市最高气
温将达37℃以上，其中6日至
8日最高气温将达40℃以上，
部分地区43℃左右（国家气
象观测站记录历史最高气
温 43.6℃）。“居高不下的气
温，会让人燥热难耐，老年人
尤其感觉明显，有时甚至还会
伤‘脑’伤‘心’，诱发其他多种
疾病。”杨静说，吴阿姨的情况
不是个例，这几天，来医院就

诊的老年患者明显变多。
持续高温天气为什么会

诱发各种疾病？这是因为：夏
季人体出汗多，体内水分通过
汗液大量蒸发，会使血液变得
黏稠，增加血栓形成的概率，
可能会诱发急性心肌梗死、急
性脑梗死等；天气燥热让人夜
间辗转难眠，睡眠不足易导致
血压不稳，增加心脑血管疾病
的发生概率；高温天容易让人
心情烦躁，会导致血压波动，
诱发冠脉斑块脱落，引起心
梗。另外，空调房内与室外温
差过大，频繁进出空调房会导
致血管出现剧烈舒张或收缩，
造成血管痉挛、斑块破裂，形
成血栓，引起其他疾病。

老年人身体各项机能下
降，再加上很多老年人本身患
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
病等多种基础病，更是在高温
天气中应重点受到关注的对
象。记者了解到，焦作市气象
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中，特别指出了有关部门应对
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
温指导，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施。

酷暑难耐，老年人应提防
哪些疾病的侵扰呢？杨静结
合临床症状，为老年人提出了
夏季防病建议。一是要预防
中暑。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
下降和调节热量的能力减弱，
更容易受到中暑的影响。因

此，在高温天气中，老年人应
该避免长时间待在太阳下，尽
量选择凉爽的地方休息，并注
意补充水分以防脱水。二是
要谨防高血压和心血管疾
病。高温会导致老年人的血
压升高，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老年人应该尽量避免剧
烈运动或过度劳累，遵循医生
的建议并及时服药控制血
压。三是要关注呼吸系统疾
病。夏季是多种病毒和细菌
传播的季节，老年人容易感染
呼吸道疾病。老年人应该避
免与感染者接触，勤洗手，保
持室内清洁通风，保持良好的
个人卫生习惯。四是要预防
食物中毒，警惕肠道疾病。高
温天气食物容易变质，在日常
生活中应该注意食品的新鲜
与保存，避免食用过期或不洁
净食物，合理安排饮食结构，
增加营养，提高自身抵抗力。
同时，还要提醒一些平常节俭
成习惯的老年人，在夏季要尤
其注意剩饭剩菜的保存时间，
及时处理变质的剩菜剩饭，把
好入口关。

“高温天气下，老年人一
旦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到医
院就诊。老年人心脏不适的
情况最为凶险，其中心脏骤停
是最危急也是最危重的一种
情况，其黄金急救时间仅有4
分钟，老年人千万不可大意。”
杨静说。

高温天气持续出现

老年人须提防“高温病”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我收到一条短信，说可以和
我签订一个‘以房养老’协议，只
要有正规房产，就可以养老无忧，
不知道真假。”近日，家住我市人
民路附近的张先生把收到的短信
让女儿看。女儿告诉他：“没有天
下掉馅饼的事，千万别相信，这就
是一种骗局。”

有关资料显示，正规的“以房
养老”是指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
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
司，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
益和经抵押人同意的处置权，并
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
故；老年人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
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
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
这为名下有房产、手中无现金的
老年人提供了一种养老思路，帮
助老年人获得养老钱。“以房养
老”本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新尝试。这种保险目前在我国还
处于试点阶段且比较小众，其准
入门槛高、法律关系复杂、风险因
素多，对机构业务开展和销售管

理都非常严格。
而不法分子所宣称的“以房

养老”，与国家试行的住房反向抵
押养老保险完全无关，只是打着
国家政策的幌子为非法集资活动
造势宣传，根本不具备相应的资
质、能力。这些不法公司和人员
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
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
产品，最终让老年人上当受骗。
这种“抵押 借贷 理财”方式操作
流程多、参与主体乱、投资风险
高，借来的钱最终进了非法机构
的口袋。上当受骗的老年人甚至
都不知道自己的房产被抵押，最
终不仅失去了房子，还背负了贷
款，钱房两空。

为提醒老年人远离“以房养
老”骗局，市住房保障中心在一楼
大厅设置了《致老年朋友的一封
公开信》展板，提醒老年人擦亮眼
睛，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市住房
保障中心提醒广大老年朋友，遇
到“以房养老”宣传要注意以下几
点：一是谨记投资是有风险的，不

宜有赌博心理而冒险入局。要树
立理性投资理财观念，切勿轻易
相信所谓的“以房养老”“稳赚不
赔”“无风险、高收益”等宣传，不
要投资业务不清、风险不明的项
目，牢记“保本高收益”很可能就
是金融骗局。二是要谨记选择正
规机构、正规渠道、结合自身的风
险承受能力购买理财投资产品。
建议老年人在购买投资理财产品
前，多咨询正规金融机构的专业
人员，多与家人商量，对“以房养
老”投资活动的真伪、合法性进行
必要的判断和了解，防范不法分
子诈骗侵害，警惕非正规机构的
疯狂营销揽客行为。三是注意保
护个人信息。老年人在日常生活
中要增强个人信息安全意识，慎
重对待合同签署环节，不在空白
合同上签字。不随意提供身份
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重
要信息，以防被冒用、滥用或非法
使用。老年人还应树立风险意
识，一旦发现被骗要及时报警处
理。

警惕“以房养老”诈骗 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梁智玲

传播黄河文化的
“虹桥好人”

本报记者 朱晓琳

本报讯（记者梁智
玲）亲爱的老年朋友
们，您对幸福晚年生活
怎样理解？您的退休
生活是否有属于自己
的精彩？你想选择哪
种方式养老？这里有
展示生活、倾诉心声的
平台，快快和我们联
系，说出自己对晚年生
活的理解，展示幸福晚
年生活吧！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养老观念也在
发生变化，老年人的需
求已经从如何实现“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
向“老有所乐”“老有所
为”转变。本报《咱爸
咱妈》版面关注老年
人，关注老年生活。该
版面自开办以来，得到
广大读者的认可与支

持。很多老年读者通
过这张报纸，成了我们
的朋友。还有一些读
者通过这张报纸，收获
了晚年生活的自信和
乐趣，生活变得越来越
精彩。

为了更好地服务
老年人，展示老年生活
的精彩，《咱爸咱妈》版
面向社会征集线索。
线索征集的范围十分
广泛：如果您在文学、
绘画、书法、摄影方面
有特长，可以来晒作
品；如果您是旅游、美
食达人，可以来分享经
验；如果您对晚年生活
有好的想法和建议，也
可以打电话给我们说
说。

我们的联系方式
是13523340604。

快快联系我们

展示幸福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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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
李文献回忆与
唐万成司令员
交往二三事

□布财勇

笔者采访开国大校唐

万成之女唐莺后所撰写的《唐司

令传奇》一文，在《焦作晚报·周

末版》刊登后，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我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

文献联系到笔者，谈起他与唐司

令的忘年交。从他的讲述中，笔

者深切感受到“百战骁将”唐司

令的人格魅力和平民情怀。

“

唐司令习武我背刀

1970年，唐司令从山东菏泽来到焦作后，先暂
住在原焦作宾馆西边一个又小又旧的房子里，一年
多后搬到原市豫剧团一个由仓库改造的房子里居
住。

“当时我十七八岁，来焦作投亲住在唐司令的岳
母家，认识了唐司令。唐司令特别喜欢我的机灵劲
儿，便让我住在他家。”李文献说，“由于唐司令家离
市人民公园很近，他每天清晨去公园习武时，都要喊
上我，让我背上大刀、扛着棍棒。”

唐司令每天5时起床，一年四季雷打不动。“夏
天我还能坚持，到了冬天，天太冷时我受不了，隔一
段时间，我就跑回新华街唐司令岳母家住，过几天再
回来。”李文献回忆说。

1942年，唐万成担任八路军前方总部警备连连
长，后升为营长，担负着保卫朱德、彭德怀等首长的
安全。所以警惕性和自觉性都非常高，对自己要求
也很严格，习武练功坚持不辍。李文献说：“即使唐
司令转业来到地方，习武练功的习惯也没有改。”

“唐司令习武可能受开国上将许世友的影响，他
对许世友非常崇拜。”李文献接着向笔者讲述了一件
至今让他记忆深刻的事：一次，他和唐司令的警卫员
在一个房间里闲聊，谈到许世友的功夫很高。也许
声音有些大，在客厅里的唐司令听到后，随即来到房
间，讲了一个他亲耳听到的许世友展示功夫的故事：
红军长征时，一次，许世友途经一个打麦场，看到战
士们正在训练，有人在练习刀、棍、拳等传统武术。
许世友看到麦场上有两个石磙，便说：我也试试手。
接着一个跨步，右胳膊将一只石磙抱起，随后换步，
用左胳膊将另一只石磙抱起，然后抱着两个石磙沿
着打麦场走了一圈。战士们见状热烈鼓掌。这时，
出现了让战士们更为惊奇的一幕：只见许世友一弓
步，将两只手抱着石磙横过来，随着一声“走”，两只
石磙竟一下子被他推着滚出去很远……”

李文献说，唐司令怕我们不相信这个故事，便又
讲了另一件事进行印证：抗美援朝回国后，许世友出
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当时住在上海。有一天许世
友陪同一位苏联顾问回饭店，看到饭店门口有一对
铜狮子。旁边的人介绍：“这铜狮子有200公斤重，
至今还没有人可以把他抱起来呢！”苏联顾问试了试
没有搬动。此时的许世友已年近五旬，只见他微笑
着走到铜狮子面前，用一只胳膊夹住铜狮子，顺势就
抱了起来，面不改色地在门口转了一圈，然后又把铜
狮子放回了原地。

唐司令洗澡我数疤

机灵的李文献很讨唐司令的欢心，经常是走哪
儿带哪儿。除了清早陪着唐司令去公园练功、上街
吃早点，李文献还经常陪唐司令洗澡，并负责给唐司
令搓背。在搓背时，他亲眼目睹了唐司令身上的累
累伤疤。

“我数了一下，唐司令身上一共有12处伤疤，其
中2处为贯穿伤。”李文献说，“唐司令戎马一生，先

后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保卫过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安全，全程参与著名的上
甘岭战役。经历过大的战斗不下百次，难免会负
伤。”

李文献回忆：一次洗澡时，唐司令指着肚皮上的
一处伤讲起一段往事。那是发生在山西上党的一次
战斗，唐司令的肚皮被炮弹皮炸伤，由于没有及时手
术，弹片没取出来，伤口已经溃脓，皮肤红肿透明得
像纸一样。这天，他一天都没有吃东西，到了傍晚实
在饿得受不了，就想去买些吃的。在街上他碰到一
位妇女卖狗肉，便将一篮子狗肉全买下，又到烧饼铺
买了二十几个烧饼，与另一位受伤的同志分着吃
了。到了晚上，吃进去的狗肉在肚子里发热，肚子撑
得像鼓一样。到了半夜一咳嗽，竟将弹片从伤口里
挤了出来。

“每次搓澡搓到唐司令的脚，都会让我感到很难
过。”李文献说。唐司令的左脚由于受伤，未得到及
时手术，导致大脚趾头横压在二脚趾头上，布鞋都不
好穿脚上，皮鞋、胶鞋需要穿大号的。因此，唐司令
除了在重要场合穿布鞋、皮鞋外，平时一年四季都穿

老乡和部队战士编的草鞋。后来发现草鞋不耐穿，
部队上的空降兵战士便用废弃的伞绳编成特制“草
鞋”，然后给老首长寄来。

“唐司令还是一位非常幽默的人。”李文献说。
在一次洗澡时，说起受伤，唐司令指着自己的头部
说：“我这里也受过伤，不过不太重，如果重的话咱爷
俩也见不上面了。”原来，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
军45师副师长的唐万成有个习惯：常带警卫员到前
线侦察。有一次，为了方便观察敌方阵地情况，他不
愿戴钢盔。警卫员担心首长安全，硬是给他戴上钢
盔。钢盔刚戴上，一颗子弹就飞了过来刚好嵌在钢
盔上。唐万成将子弹从钢盔上拔下，骂了一句：“奶
奶个娘的，这子弹打得怪准哩！”

李文献说，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后，唐司令在焦作军分区干休所开完会后，一回到家
就给当兵探家的儿子唐斌、女儿唐莺开会说：“党和
国家现在需要我们，你俩必须明天就归队，我也要报
名回部队参战……”

唐司令写信我管抄

据《东乡史话》记载，1913年6月，唐万成出生于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唐汪镇塔石沟村。从
小饱受生活煎熬的唐万成，从未进过校门，连50只
羊都数不清楚，每天牧归，全靠查羊群中有几只黑头
羊、几只白头羊、几只花头羊来计数。

16岁时，冯玉祥部开到唐汪镇，唐万成被抓了壮
丁。1931年12月，唐万成在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
剿”中随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并参加了红
军，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李文献说，唐司令念念不忘老领导秦基伟说过
的一句话：“唐万成在作战上、工作上、思想上都是一
个很好的同志，就是因为文化程度低限制了他的发
展。”

“来焦作后，写信对于唐司令是个难事。每次想
与老部下、老乡、朋友写信联系，都是他管说，我管记
录，而后抄一遍再念给他听，他满意了就把名字署
上。”李文献说。

李文献说：“唐司令看不惯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从不利用权力和个人影响给家人提供方便，他的孩
子都是自己从学校报名参军的。”

“唐司令的革命精神深深影响了他的子女。”李
文献说。2017年夏天，唐司令的女儿唐莺、女婿张
力经再三考虑后，将唐司令在朝鲜战场上缴获的战
利品——一把柯尔特1917式左轮手枪和一把美军
M3式伞兵刀，捐赠给空降兵军史馆。

李文献曾经听唐司令讲过这些战利品的来历：
那是在朝鲜战场上发生的故事。一天傍晚，唐司令
和往常一样利用夜色掩护，带人到前线侦察。他们
刚接近敌阵地，便和一名美军上校及其警卫撞上
了。唐司令临危不乱，迅速将敌人拿下，并将美军上
校的配枪、匕首等装备缴获，然后带着警卫员巧妙地
绕过敌人围捕，安全返回我方阵地。

如今，这两样战利品静静地陈列在空降兵军史
馆里，作为那次唐司令与美军战斗的实物见证，默默
地讲述着革命前辈的光荣历程。

唐司令唐司令与我的与我的

忘年忘年交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