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教师王中和退而不
休，用近两年时间，将大半生
收集、走访、整理的抗战史
料，创作出 70 万字的抗战题
材纪实文学电视剧《故道风
雷》一书，为后人留下宝贵的
红色精神财富。

□记者 刘志松

本报讯 （记者 申长明） 9 月
19日，“河南好人”曹克斌和“新乡好
人”申长明等爱心志愿者一起带着
生活用品来到卫辉市狮豹头乡大池
山小学和狮豹头中心学校，看望和
慰问在这里学习生活的5名留守儿
童，为孩子们送去关爱。

据了解，今年14岁的杨万莹和
7 岁的刘森等 5 名孩子在卫辉市狮
豹头乡大池山小学上学，今年 9 月
份，杨万莹等 4 名孩子进入了卫辉
市狮豹头乡中心学校上初中，大池
山小学里只剩下了刘森 1 名学生。
从2022年开始，曹克斌等爱心人士
经常来看望孩子们，还利用周末时
间带领孩子们来到市区逛公园、吃
大餐，到红旗区向阳小学参观学习。

9 月 19 日上午，曹克斌、申长

明、韩子纳等爱心人士冒着大雨带
着生活用品，首先来到了卫辉市狮
豹头乡大池山小学看望刘森同学，

随后，又来到了狮豹头乡中心学校，
把爱心送给在这里学习的 4 名同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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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人士走进大山慰问留守儿童

爱心献给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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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2岁的王中和是延津县马庄
乡野厂村人。野厂村地处黄河故道，年
少时，王中和就听村里的老辈人讲，
1940年农历三四月间，野厂村以不足千
人之群众武装，手执刀矛、棍棒及鸟枪
土炮，先后两次重创数倍于己、装备精
良的日寇。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延津民
众不畏强敌、抗击日寇、以少胜多的典
型战斗之一，一直在当地广为流传。

中日建交之后，上级曾经让野厂村
整理当年抗战的历史资料。当时上中
学的王中和向三祖父表态，一定奋发学
习，立志将来挑起这一重任。

王中和的曾祖父战死疆场，不到10
岁的堂姑也惨遭日本鬼子杀害，其三祖
父为了杀敌，身负重伤。

长辈的嘱托，家仇国恨，促使王中
和不畏艰辛，不断积累知识，完成当年
夙愿。王中和高中毕业后走上了讲台，
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并通过自学考试修
完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参与抗击日
寇的先辈们逐渐离开人世。为了再现
当年野厂民众抗战的历史，王中和在繁
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以时不我待的责任
感，走访了延津县、浚县、汲县（今卫辉
市）、淇县“四县边”（以下简称“四县
边”）数十个乡村；远赴西安采访健在的
我党地下工作者；多方搜集整理故道抗
日逸闻、家乡英雄轶事，了解了许多英
雄抗日故事和鬼子的罪行以及八路军
地下武工队“风雷队”（俗称“忽雷队”）

的许多感人事迹；了解了马庄、班枣、野
厂党的地下联络点和多支民众抗日队
伍，进一步梳理了党在“四县边”创立抗
日根据地的过程；进一步整理了抗战时
期在延津县活动的知名共产党人姚步
霄、李先贤等革命先驱的光辉业绩。同
时，他在挖掘八路军地下武装“风雷队”
抗战故事的过程中，发现了郜守信、祁
合印、唐纪、耿增泽、张少流（以上均为
真实人物）等许多为解放事业英勇战斗
的共产党人，还发现了以李方雷为首的
一大批故道抗日英雄。

多少个不眠之夜，王中和一直用左
手（因右手从小残疾）认真记录当年的故
事。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冻手冻脚，他以
顽强的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创
作，仅整理的书稿就有1米多高。

王中和表示，他热爱文学创作，写
了许多小说、诗歌、散文等，文章多次获
奖。之所以用剧本这种表现形式，是因
为它更能生动、形象地再现当年野厂民
众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场景。

当年暗地领导野厂民众抗击日寇
的延津县地下党领导人的后人、信阳市
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姚铁璜告诉记者，

《故道风雷》以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地下
武装“风雷队”为线索，将延津抗战时期

“四县边”政权创立、野厂抗日保卫战、
贾团起义三件大事紧密地融为一体，不
仅展现了故道人民风雷激荡、波澜壮阔
的抗日场景，同时突出了中华儿女面对
强敌不屈不挠、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

铁血民族精神这一重大的主题。
这部剧本作品以时间为顺序，时而

直叙，时而并述，结构严谨，场次分明；谋
篇布局，点面结合，小中见大，独具匠心，
以动人的情节，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语
言，塑造出一大批个性鲜明、生动感人的
抗日英雄形象。从作品讲述的诸多点滴
细节、大小战斗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先辈
们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身影。《故道
风雷》的问世，为无数英烈竖起了一道展
示历史业绩的丰碑，是英雄的赞歌、故道
的瑰宝、民族的史诗。它不仅告慰先烈
忠魂，激励当代，催人奋进，更为后人传
承红色基因、居安思危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

9月18日，野厂村党支部书记李凤
军告诉记者，王中和多年来不仅挖掘整
理当年的抗战历史资料，退休前在课堂
上还经常教育学生好好学习，健康成
长，继承先辈遗志，为建设我们富强的
国家努力奋斗。退休后，他一面坚持创
作，一面积极为筹建英烈抗日纪念碑、
纪念英雄多方奔走，无数次义务为前来
瞻仰英烈抗日纪念碑的社会各界群众
讲解野厂人当年的抗日故事。

整治“牛皮癣”
打造整洁市容环境

本报讯 （记者 张延） 9月19日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新乡经开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对辖区内的“牛皮癣”广告
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在专项整治行动中，经开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组织执法人员，对城区沿
街店面、街道两侧、各类建筑物、电线
杆、公共设施上张贴、喷涂、刻画的“牛
皮癣”小广告及私涂乱画进行彻底清
理。在清理现场，执法人员分片区、分
路段同步巡查治理，同时，逐街逐店向
店家宣传相关条例，动员沿街商户共
同参与清理，严格落实“门前五包”责
任。

截至9月18日，该局共出动执法
人员 100 余人次，清理破损条幅及各
类小广告30余处，城市市容市貌得到
了明显改善。

下一步，新乡经开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将继续通过加强对重点道路和区
域的督查力度、加大社会宣传力度等
手段，预防和治理市容“顽疾”，努力打
造视觉清朗、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卫辉市举办
太公文化旅游节

本报讯 （记者 张延） 9 月 17
日，卫辉市太公文化旅游节在太公镇
太公文化广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专家、学者和姜太公后裔宗亲及社会
各界人士 500 多人参加了文化旅游
节。

据介绍，卫辉不仅是牧野之战的
主战场，还是姜太公的出生地。至今
太公镇境内还保留着太公故居、太公
祠、太公庙、太公墓、太公钓鱼处等历
史遗迹。

9月17日是姜太公诞辰纪念日，
当天上午9时30分，锣鼓喧天的舞狮
表演拉开了太公文化旅游节的序幕，
随后表演了诗歌朗诵《谋圣太公、智
慧中华》和独唱《神的传说》等节目，
有关人员宣读了《智慧文化宣言》，颁
发了太公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太公
文化大使聘书等。

近年来，卫辉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太公故里的建设和文化开发，对
太公文化旅游建设进行高标准规划
设计，着力于对香泉寺、太公庙、太公
墓、太公钓鱼处等资源开发利用，积
极打造中华太公文旅小镇，推动乡村
振兴发展。

此次太公文化旅游节还举办了
太公文化发展研讨会、钓鱼节暨钓
鱼比赛、太公文化书画展、土特产展
销会等一系列活动。通过对民俗、
文化与经济的展示，凝聚太公后裔
宗亲和社会各界力量，将太公文化
赋能经济建设，发展特色产业，做活
山水文章。

退休教师王中和

创作抗战文学 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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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和（右）向村党支部书记李凤军介绍剧本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