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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市人民公
园，在市民心中占据很重的分量，尤其在
上了年龄的人心中，有一种割舍不了的
情缘，每天到公园晨练是他们的“必修
课”。

作为我市占地面积较大的市人民公
园，无论从哪个门进入，一种热闹、欢快、
祥和、其乐融融的场面就会闯进你的视
野，撩拨你的心扉，让你情不自禁地想融
入其中。用一位老大爷的话说，市人民
公园就是咱焦作人的家，各种兴趣爱好
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团队、找到知音，都能
在这里一展身手。

走进市人民公园，稍微留意一下，你
就能感受到各种爱好者在不同地点、不
同区域施展自己的才艺。这边，是太极
拳、太极剑、模特步、新疆舞等爱好者在
相互交流；那边，是羽毛球、乒乓球、健身
操、广场舞爱好者在相互切磋。休闲区
内，是牌技精湛的对决者分庭抗礼争高
下，是棋逢对手的博弈者刀枪剑戟决雌
雄，是酷爱戏曲的梨园弟子引吭高歌舒
胸意，是擅长书法的爱好者行云流水沷

墨香。随着你在公园的健身步道上徐徐
前行，遛弯的、打拳的，钓鱼的、划船的，
琴棋书画、拍照打卡的都会迎面而来，让
你目不暇接。

每天，市人民公园都有大大小小、各
种各样的团队前来举办活动。活动内容
也是丰富多彩，从黎明到夜晚，从初春到
寒冬，络绎不绝，不仅活跃了公园的气
氛、强健了自己的体魄、燃烧了自己的快
乐，还无形中带动其他人员加入其中。
不同的爱好、共同的目的，构成了市人民
公园一年四季都欣欣向荣的热闹景象。

经过长期发展，各种绿色植物和花
卉遍布市人民公园的各个角落。站在公
园的最高点极目四望，2000多种绿色植
物和花卉树木，在园艺师的精心布局和
打造下，展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色，玉兰
花、美人梅、牡丹花、紫荆花、月季花、樱
花等在公园随处可见，斑斓了春、清凉了
夏、瑰丽了秋、玉洁了冬，已成为公园景
观的一种常态。走在公园里，仿佛置身
于旖旎的江南，芳草葳蕤，树木葱郁，鸟
语花香，引人入胜。

已近“古稀之年”的市人民公园，岁
月的厚重俯拾即是。独特的寒索桥，众
多的古树名木，经年累月的射击中心，温
馨的“假日”雕塑，沧桑的动物园等，分别
伫立在公园的不同方位，默默地诉说着
曾经的过往和昔日的辉煌。

除了健身、休闲、娱乐之外，星罗棋
布的儿童娱乐项目也特别吸引人的目
光。尤其节假日，儿童娱乐区内的每个
项目前都会聚满前来游玩的儿童，他们
天真的笑脸、灿烂的笑容、期待的心情，
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家长。家长们纷纷
掏钱买票，来满足孩子的愿望。

走进市人民公园，如同刘姥姥进了
大观园，不仅让你眼花缭乱，还能让你感
受到今昔之间的碰撞，感受到历史沧桑
的厚重，感受到文化气息的浓郁。实际
上，也正是从前的荣耀与现代文明气息
的叠加，才交响出了公园蓬勃的生机和
旺盛的活力。

市人民公园，老年人休闲健身的场
所、青年人娱乐活动的天地、小不点儿释
放天真童趣的乐园。

悠悠岁月，往事如歌。任何人都无
法控制时间的流逝，在不同的时代有不
同的感觉，但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快
乐、幸福的童年。因为那个时候无忧无
虑，只要填饱了肚子，那怕是天大的事，
也可以不管不问，只要是健康无病，没有
痛苦，那就是幸福。除了盼望着过年外，
就是盼望着自己的生日。每当过生日
时，母亲给煮个鸡蛋，就是最好的庆祝仪
式。吃着鸡蛋，如一个美食家，细细地品
尝，那幸福的滋味充满了全身，并在小伙
伴面前炫耀。那时即便生活窘迫，因为
家家户户都喂有鸡，吃一个鸡蛋并不困
难。但小孩的本性就是这样，好表现自
己，这也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老年人给子女带孩子是一种幸福，
不管在外面受多么大的委屈、痛苦与劳
累，只要一到家，看到天真活泼的子孙，
所有的烦恼就会烟消云散，心中满满的
幸福与快乐。看到他们一天一个变化、
一天学会一个动作，心里无比欢喜。如
此，他们一天天茁壮成长，不知不觉到了
入学的年龄。这是他们童年时间的分水
岭，从此他们有了长大的感觉与分离的
不悦。有的入校学习，有的随父母去了

远方。以上只是少数，大多数还是在家
玩耍，年龄慢慢长大，之后便学习一些力
所能及的家务。

孩子成长，成年人也不例外，尤其是
老年人，一年年衰老得更快。体力渐渐
不支，老人总想多做一些事情，但心有余
而力不足。许多农民工纷纷进城务工，
把孩子留在家里，成了留守儿童。吃喝
拉撒睡，锅碗瓢盆，拆拆洗洗，缝缝补补，
一切事情全落在了老人身上。忙完了一
天，子孙睡觉了，老人也已累得精疲力
尽，但躺到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在
外打工的子女。真是日出日落天天愁，
不知拿啥解忧愁。

光阴似箭，转眼几年过去了，在外的
子女有的买了房，有的租了房。子女想
把父母接到城里住，老人有的说“金窝、
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不愿意离开；有
的说“穷家难舍”；有的说“没文化，不认
识字，连茅房都找不到”……各种各样的
说法，让人啼笑皆非。老人们在农村住
了几十年，一切都习惯了，突然到一个新
环境，处处都不合自己的心意。在农村，
祖祖辈辈都住在一起，彼此亲如一家；在
城市，处处都是钢筋水泥的楼房，只听门

声咣当响，很少见到对方的面孔。如此
门对门、门挨门住了好几年，仍不知对方
尊姓大名。而在外漂泊的游子，不管天
南海北，也时时刻刻不忘乡愁。

光阴荏苒，子孙们很快长大了，有
的当了工人，有的当了教师，有的在家
务农……总之，大家天各一方。但不管
走到哪里，他们的心总是连在一起的，越
是年老，彼此思念、牵挂得越深。我曾问
过两个跑遍祖国各地的人，他们所到之
处哪儿最好。答：“哪里有亲人，哪里就
最好。”“世界上最美的风景，都在回家的
路上。”所以，有叶落归根之说。我们这
些天各一方的游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思
念亲人、思念家乡的情绪愈加强烈，但又
不好解决。

时代在发展，高科技产品越来越多。
自从有了手机，彼此联系方便多了，而且
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尤其是智能手机
的出现，受到人们的欢迎，不仅能通话，还
能视频，像面对面坐在一起聊天一样。这
是新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幸福。这个说家
乡的饭好吃，那个说家乡的人热情、善良、
勤快……所以，大家都说：“何以解忧？唯
有手机。是它让我们能及时沟通。”

夏
□之 初

昨夜你拼命奔跑
流淌着一滴滴热汗
湿透了衣裳
时光知道你拼命奔跑的理由
怕耽误了夏至的列车

一道道拉长的影子
红被掩盖
只有远处几声斑鸠和青蛙在争鸣
蝉唱出了白天的缩短
夜晚的伸长……

荷花笑了
她的美丽温暖着荷塘
几条鲤鱼追逐
蜻蜓暗送秋波
没能挡住情侣躲雨的脚步

翻飞的风
抖动着翅膀
和扇子比速度
看谁热？看谁凉？

雅致和美丽晕染
吐露的炽热
依旧热烈奔放
潺潺的小溪已经流出温度
她没有退缩
狂笑不止
何惧太阳的炙烤

平淡人
□李思敏

从戎务政四十春，养就忠贞不二心。
利锁摘除胸广阔，名缰解掉脑清纯。
身穿布褂情直朴，茶泡瓷杯性率真。
处世为人平淡味，诗文老到蕴芳芬。

1.5米×1.95米
读者价：

16601660元/床
1.8米×2.0米

读者价：

18601860元/床
牛皮枕套

300300元/对

今 夏 献 给
父母的关爱

广告

四川班德尔水牛皮凉席夏日特卖

1.取材天然，具有透气、散热、防汗、
防潮、防螨、防蛀六大功效。

2.工艺精湛，经过近 80 道工序
精制。

3.厚度均匀，确保牛皮席平顺和柔

韧性。
4.精细包边，采用手工精致车缝，背

面清晰可见牛皮组织纤维。
5.软席包装，柔韧性好，可以像被褥

一样折叠，方便收纳。

班德尔水牛皮凉席五大优势

电话微信：13839165077地址：焦作日报社北厅焦报欢乐购

老老少皆宜的少皆宜的““快乐家园快乐家园””
□侯思亮

何以解忧
□冯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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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新花

何为英雄？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一定

是英雄。王忠殿就是这样的英雄。英雄的精神历久弥新，英雄的昔日风采永远值

得我们追忆。

“

诗人王忠殿

王忠殿出生于1944年6月23日，
曾就读于解放区春林村塔掌小学、中
站区李封小学和焦作四中，初中文化
程度。

初中文化程度在解放初期算是文
化人了，因为那时候不识字的人太多。

而王忠殿的父亲王凤天深知读书
的重要性。

王凤天共养育两女、两男，王忠殿
排行老三，上边两个姐姐，下边一个弟
弟。他们姐弟四人的童年是在颠沛流
离中度过的。

担任八路军地下交通员的王凤
天，负责秘密为太行山上的八路军传
送情报、筹集钱粮、转运物资、接送人
员。在他的影响下，王忠殿的堂兄王
忠文、堂侄王庆华也先后参加了八路
军和游击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道路总是荆棘丛生。
在村子里，由于多次受到反动势

力的威胁，王凤天一家多次被逼转移，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1946年全家
又辗转来到山西陵川革命根据地，参
加备战自救。一直到1948年10月，
焦作解放才回到老家。

苦难的生活，让王忠殿养成了勤
俭、朴实、坚毅的性格。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日子清苦，但
王凤天坚持让孩子们接受教育，特别
是身为长子的王忠殿。

王忠殿是幸运的。1952年，8岁
的王忠殿开始上学，他不仅接受了学
校教育，还接受了父亲对他的革命事
业、革命理想教育。

勤奋好学的王忠殿平时爱读英雄
故事书籍，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保
尔·柯察金等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常
常看得他热血沸腾。他把这些英雄人
物的豪言壮语摘抄在本上、牢记在心
里，要像他们一样，做一个有理想、有抱
负的人，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王忠殿会作诗。在部队，他经常
拿一个小本子，将自己写的诗读给大
家听。大家也亲切地称他为“诗人”。

1961年 10月 8日，新兵训练之
余，王忠殿在《党，母亲》这首诗中写
道：党，母亲/祖国，人民/你忠实的儿
子在守卫着你/你看那无情的子弹/在
等待着每一个敢于侵犯的敌人。

诗言志，言为心声。
王忠殿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满腔

的爱诉诸笔端，表达了一个儿子对母
亲的坚定捍卫，像铮铮誓言，似拳拳爱
心！

我是一个哨兵/我是一只雄鹰/我
站在祖国的冰山雪峰/如果谁敢碰一

碰祖国/哪怕是一块石、一棵草/我的
枪口决不答应。

这是1962年王忠殿在驻守喀喇
昆仑山时，看到印度侵略军入侵我国
领土，怀着无比仇恨的心情写下的诗
篇。

五好战士

17岁的王忠殿当兵来到了新疆，
来到了新疆阿克苏地区。

初到新疆的王忠殿并不孤单，遇
到的是一批同是河南籍的战友。他和
王家礼、杨志成都来自焦作，同时当
兵，后又分在一个排、一个班。

今年80多岁的王家礼说，他们班
9个人，其中有6个是河南人。1961
年，共有2000多名河南新兵来到了新
疆。

对于王忠殿，王家礼记忆深刻。
除“诗人”的名字之外，王忠殿还有一
个名字：大姑娘。

王忠殿也许符合君子的特点：讷
于言而敏于行。他话不多，甚至一说
话还脸红。但他会作诗，铿锵的语言
化为一首首诗行，倾诉着对祖国、对家
乡的热爱。他虽然话语谨慎，但办事
行动敏捷。

初到新疆的日子，生活十分艰苦，
既要开荒种地，又要新兵训练。

开荒种地时，战士们手握锄头，在
戈壁滩上进行开荒竞赛。

王忠殿的满腔爱国热情在部队得
到了释放。吃苦，他不怕。开荒种地、
新兵训练、体能训练、战术训练，他严
格要求自己，要做一名合格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战士。

王家礼说，王忠殿勤奋、踏实，人也
机灵，大家都很喜欢他。虽然年龄小，
但无论干什么，王忠殿都力争第一。不
到一年时间，王忠殿就被评为“五好战
士”，后又获得“特等射手”称号。

有付出就有回报，辛苦的付出换
来的是铁板一样的身体、技术过硬的
本领。

血洒边陲

1962年，中印边界风云突变，印
度妄想侵占中印边境领土，蓄意挑起
边境争端，公然在边界东、西两段向中
国军队发起进攻。

1962年10月20日，在忍无可忍
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来犯的
侵略者实施了坚决的打击。

新疆境内的红山头战役是王忠殿
班打的第一仗。首站胜利，打出了军
威，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大家
无不欢欣鼓舞。

1962年11月18日凌晨，四师十
一团团长高焕昌下达作战命令，王忠
殿所在的九连和七连、八连三个连队
接到命令，他们冒着严寒，转战新疆、
西藏交界处的热琼山口。

这里，海拔5200米，空气稀薄，气
温极低，地势险峻，且天气复杂多变。

敌人利用早就建好的据点和碉堡
向我军疯狂扫射。

印军的碉堡是半地下室建筑，一
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碉堡长20
米、宽5米，周围射孔很多且小，凭借
我方的机枪是打不进碉堡的射孔的，
只能依靠爆破。

王忠殿在顺利完成爆破任务后，
又主动请求支援兄弟连队进行更加艰
难的爆破任务。在机枪的掩护下，王
忠殿手拿1.5米长的爆破筒，战友杨志
成身背炸药包，两个人从侧面一会儿
前进，一会儿卧倒，灵活地避开敌人的
火力，迂回找到一个死角，接近了敌人
的碉堡。

王忠殿看准时机，终于将爆破筒
塞进了碉堡，可是被敌人推了出来。
第二次又塞进去，敌人又推了出来。

不能再耽误了，战场上每分钟、每
秒钟的流逝，都可能会导致战友的牺
牲。这时，杨志成看到王忠殿双眉倒
竖、两眼圆睁，咬着牙把爆破筒又塞了
进去。这次，他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
顶着爆破筒。他一面大声喊道：“杨志
成，我下不去了，你快走！”一面拉下了
导火索。导火索咝咝地冒着白烟，1
秒、2秒……

杨志成也机智地将放好的炸药包
拉下了导火索，迅速滚离碉堡。一声
巨响过后，杨志成被埋在了土堆下，王
忠殿光荣牺牲了。战友们个个怀着满
腔怒火，高喊着王忠殿的名字，英勇杀
敌，最终将胜利的红旗插到了热琼山
的山头。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作为军人的
王忠殿何尝不知。可是，军人以完成
任务为天职，在他用自己的身体顶住
爆破筒的那一刻，他已将自己的生死
置之度外。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这就是我们
可敬可爱的边防战士！

战斗结束后，没有担架，王忠殿和
杨志成被战友们用背包绳兜着抬下了
山。杨志成经过抢救，生命体征逐渐
恢复了正常。而抬王忠殿下山的王家
礼说，自己身上沾满了鲜血。

青山处处埋忠骨。王忠殿被炸掉
一半的身体，被战友们抬下山后就近
安葬在我国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
康西瓦烈士陵园，1965年又被迁到了
叶城烈士陵园。

胜利之师，凯旋回乡。然而，王忠

殿和几百名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英烈永
远留在了那里。

精神永存

噩耗传来，全家陷入悲伤。
王凤天痛失长子，长歌当哭，白发

人送黑发人。王忠殿的母亲、两个姐
姐和弟弟悲从中来，号啕大哭，可怜他
们没有和爱子、弟弟、哥哥告别，没有
见他最后一面。

然而，王凤天自有风骨。他说：
“如果祖国需要，我会把小儿子也送去
战场。”王忠殿牺牲后，王凤天毅然又
把小儿子王忠干送到了部队。

一人英雄，满门忠烈。
王忠殿的母亲深明大义，不仅在

革命战争年代相夫教子，支持王凤天
干革命、当地下交通员，还为祖国养育
了一个好儿子，为部队送去了好战
士。这样的女子，被提名推荐当上了
市政协委员，享有一定的社会声誉，成
为受人尊敬、远近闻名的英雄母亲。
英雄的事迹，也因此得到更广泛的传
播。

一起执行爆破任务的杨志成，感
佩王忠殿的侠肝义胆，视王忠殿的父
母如同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两位老人
百年之日披麻戴孝，代替王忠殿为两
位老人送终。

在市烈士陵园，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不同时期为国捐
躯的革命烈士都安息在这里。在革命
英雄事迹陈列室，专门设有王忠殿烈
士的英雄事迹展厅。

而在春林村，王忠殿的外甥女陈
海霞自费建立了王忠殿事迹陈列馆，
她和爱人国素中日夜守护在那里。

陈海霞的初心很简单：“为了完成
姥姥和母亲临终时的嘱托。”在有能力
的时候，她要为大舅建设一个英雄事
迹陈列馆，这也成了她的心愿。为了
让自己的孩子，也为了让更多的后人
能够看到、触摸到英雄，让英雄回家，
让更多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

王忠殿牺牲后，1963年3月9日，
国防部授予王忠殿“战斗英雄”光荣称
号，并根据其生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国
共产党正式党员，追记一等功。国防
部将王忠殿牺牲的那座山命名为“忠
殿山”，他所在的连队被命名为“王忠
殿连”，他所在的班被命名为“王忠殿
班”。

60多年来，“王忠殿连”每天点名
都要点到王忠殿的名字，连队所有战
士齐声高喊“到”，这声音响彻云霄。

一个王忠殿倒下了，千万个王忠
殿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