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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强国”赋能周口荷花节
�����本报讯“天下荷花看周口 ，华夏
文脉始羲皇。 ”7 月 9 日第二届周口
荷花节盛大开幕以来， 众多游客从
全国各地涌入周口市淮阳区， 只为
欣赏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已经
“出圈”的淮阳荷花。

“淮阳的荷花真是太美了！ ”8 月
7 日上午，在龙湖国家湿地公园荷花
苑， 来自郑州的李女士一边拍摄，一
边兴奋地说。

李女士今年 28 岁， 是新郑市桃
园小学的一名教师，平时热爱旅游和
摄影，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上看到了关于淮阳龙湖荷

花的视频，让她对这个从未去过的地
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我还特意进入‘学习强国’
淮阳融媒号查看以往发布的作品，让
我对淮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原来这
个地方不仅风景优美，还是中华文明

的发祥地之一呢，在强烈好奇心的驱
使下，我就带着家人来玩了。 ”李女士
兴奋地说。

像李女士这样通过 “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了解淮阳并慕名而来的人

还有很多， 今年 22 岁的大学生张涛
便是其中一位。家住鹿邑县的他趁着
假期与几位大学同学相约到淮阳看

荷花、逛太昊陵、品特色美食，玩得非
常开心。

据了解，6月份以来，淮阳区委宣
传部、淮阳区融媒体中心通过图文、短
视频、图集等形式，在“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上多角度、 全方位展示淮阳龙湖
与荷花，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截至目
前，“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共采用淮阳
龙湖、荷花相关作品 150余条，全国平
台采用 22 条， 综合观看量超千万人
次。 其中《河南周口淮阳区：龙湖六月
荷花香》被全国平台采用后，播放量达

410 万人次，点赞量近 4 万人次，有力
推介了“周口荷花节”这一旅游品牌。

酒香也怕巷子深。近年来，淮阳
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丰富的

旅游资源， 着力打造太昊陵庙会与
荷花节两大品牌， 尤其是撤县划区
后， 淮阳旅游产业更是进入了高速
发展的快车道。在新形势下，如何把
淮阳更好地推介出去， 让更多人了
解淮阳 、爱上淮阳 ，来到淮阳 ，成为
淮阳区当前宣传工作的重点之一。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一个高
质量、有深度且传播力度非常大的平
台，自淮阳融媒号上线以来，淮阳区
高度重视供稿工作，借助‘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的传播优势，淮阳区紧紧围
绕产业发展、城市建管、历史文化、旅
游产业、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输出优
质内容，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淮
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区长张丽
娜说。

据不完全统计，7 月份仅中华太
昊伏羲始祖圣地旅游区运营管理公司

就接待游客 117.8 万人次， 门票和商
业收入达 1500余万元。②16（黄春龙）

家乡的路
□吴伟

2021 年 4 月份的一天，老家邻居
打来电话告诉我说， 村里要修水泥路
了，而且要修三条，村南、村北及村中
的路都要修成水泥路。 听后我欣喜若
狂， 困扰家乡村民多年的出行难问题
终于得到了解决！欣喜之余，往日村民
们出行难的画面不觉浮现在眼前。

我的老家是豫东平原上的一个小

乡村， 东临安徽亳州， 北接商丘睢阳
区，可以说鸡鸣闻三县，既不发达也不
富裕， 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庄。 10 年
前， 村东一公里处修建了省道 326，但
环绕村子的村南、村北、村中道路依然
是土路，没有与省道相连通，依然是晴
天一身土，下雨一身泥。 村里的土地还
是淤土地，下起雨来，胶鞋上黏得都是
泥巴，走起路来沉重又费力。 记得我上
学的时候，到了阴雨连绵的季节，家里
面粉快要吃完了， 几户人家就联合起
来，每家淘洗些麦子，放到一辆架子车
上，四五个人推的推、拉的拉，在泥泞
中艰难地、 吃力地走着去集镇上磨面
粉。 村民们办红白喜事碰到阴雨天，更

是叫苦不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外

出打工，赚了一部分钱，纷纷将自家的
房子翻盖成了二层楼房。 漂亮的楼房
与坑坑洼洼的土路很不相配。 有些村
民商议要集资修路，但商议了好几次，
由于意见不统一，一直没有修成。修路
成了村民心中挥之不去、 常常挂念的
事情。

这两年，随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当地政府
采取积极措施 ， 打通家门口出行的
“最后一公里”，彻底解决老百姓的难
事。 2021 年，鹿邑县委、县政府为助推
乡村振兴，推出了“通村入组”项目工
程，主要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 凡鹿
邑县各乡镇的村庄只要没有通水泥

路的全部纳入该项目工程之列，我的
老家就是享受乡村振兴惠民政策的

一个村庄。
一个多月后， 我回到了既熟悉又

有点陌生的村庄。 村南、村北、村中三
条新修的水泥路展现在眼前。 踏上水
泥路面， 一种惬意舒畅的感觉油然而
生。 道路路面宽 4.5 米，路面呈青色，
整洁平整， 沿街而建的楼房也显得格
外好看。一幅幅壁画，内容有反映乡村
振兴的、勤劳奔小康的、亲善友爱的，
以及山水风景的，皆栩栩如生，神采各
异。平日里堆在街边的垃圾也不见了，
村民家门口和各条村路都显得格外干

净。我不由得惊叹，昔日泥泞不堪的村
庄变得如此美丽了。道路修通了，村民
出行方便了；村庄环境变美了，村民爱
护环境的意识增强了，产业振兴了，村
民有了稳定收入， 往后村民们的日子
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我的老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这一切归功于乡村振兴惠民政策的

实施。 ②15
（作者单位：鹿邑县先进制造业开

发区管委会）

黄一兵老人阅读记载父亲事迹的党史资料

黄廷俊烈士证明书

黄廷俊：就义遗言“永远跟党走”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文/图

������77 年前 ， 黄廷俊就义前留给家
人的最后一句话是 “永远跟党走 ”。

77年来， 黄一兵始终不会忘记父
亲黄廷俊就义前的情景： 在国民党监
狱里戴着脚镣、 浑身是血。 父亲攒足
力气对家人说下这句话。

热风浩荡 ， 树木葱茏 。 大暑过
后， 周口日报社 《周口红色记忆》 采
访组和太康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

室工作人员轩人杰， 到太康县采访黄
廷俊烈士的女儿黄一兵， 寻找那段尘
封已久的红色记忆。

谈及父亲， 已经 88 岁高龄的黄
一兵老人控制不住情感， 哽咽好长时
间才断断续续说出几句话： “我对父
亲的记忆一辈子也忘不掉。 1946 年 5
月， 父亲被国民党抓捕入狱， 那时我
11岁， 已经懂事。 和母亲、 哥哥探监
时， 我看到父亲腿上、 胳膊上多处受
伤……”

父亲牺牲后， 黄一兵与家人相依
为命， 历尽艰辛， 熬过苦难。 父亲坚
毅勇敢， 铁骨铮铮， 如凌霜傲雪的梅
花， 鼓舞着她， 激励着她， 给她前行
的力量和勇气。

叶寨战斗立功劳

黄廷俊， 1911年出生， 太康县毛
庄镇黄庄村人 ， 1936 年参加革命 ，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扶 （沟）
太 （康） 西 （华） 县逊母口区副区长
等职。

“我父亲黄廷俊出生在一个贫苦
的雇农家庭， 我爷爷忠厚老实， 奶奶
善良贤惠， 一家人靠租种本村地主家
几亩荒地艰难度日。” 黄一兵说， 父亲
成年后， 面对诸多社会不公， 不甘心
向命运低头， 对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
极为不满。

黄廷俊为追求光明、 翻身解放，
1936年 3月到陕北参加了红军， 翌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又进入延安抗大
学习。 学习结束后， 他被分配到冀鲁
豫边区行署工作。 由于年代久远， 再
加上革命斗争身份， 行踪需要保密，
黄廷俊这段经历家人了解不多， 当地
党史资料记载也是寥寥几句。

1945 年 1 月 ， 为扩大抗日根据
地， 冀鲁豫边区党委、 行署、 军区根
据中央军委命令， 开辟水西革命根据
地， 向上蔡以南发展， 派干部和军区
老八团南下。 在这种情况下， 黄廷俊
随队回到太康。 然而， 接下来的斗争
非常残酷。

一向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的蒋介
石看到抗日战争将要胜利， 急令他的
反动军队抢夺地盘， 放着日本鬼子不
打， 极力阻挠八路军南下。 在太康西
南叶寨、 逊母口一带， 就出现了一支
专以反共为职业的部队， 其首脑机关
为国民党 “泛东挺进军豫东剿共总指
挥部”， 设在叶寨， 人枪达两千之众，
且装备精良。 在国民党中将总指挥张
公达的策划组织下， 联合当地的日伪
军队， 对水东军分区虎视眈眈， 并伺
机 “围剿” 水东根据地， 是我军扩大
“水东”、 开辟 “水西”、 向南发展的主

要障碍。
针对这一情况， 我军决定集中兵

力歼灭该敌。
黄廷俊回到家乡 ， 非常渴望能

早日解放水东 。 他主动要求从事
侦察敌情 、 收集情报这些最危险
的工作 。

为搞清敌人的情况， 黄廷俊多次
乔装打扮， 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人内
部， 打探军情。

我军根据黄廷俊等人提供的大量

情报研判形势 ， 决定 “先发制人 ”。
1945 年 2 月 19 日夜 ， 水东独立团 、
28 团和各县大队 3000 余人， 从数十
里之外迅速包围国民党顽军总部驻地

太康叶寨据点。 20 日天亮之后 ， 我
军发起攻击， 很快突破西门、 东门，
经过巷战 ， 逼近敌指挥部大院 。 经
过 26 个小时的激战， 歼敌 1600 人，
活捉泛东剿共中将总指挥张公达 、
少将纵队司令耿明轩 、 少将参议杨
昌杰 、 国民党太康县长郭馨坡等数
十名军官 ， 缴获电台 5 部及大量武
器弹药。

叶寨一战， 活捉国民党顽军 “三
将官”， 成为当地百姓流传甚广的佳
话。 在庆功会上， 有人高兴地唱道：

二月里来春风吹，
我军南下大示威。
河套里边打一仗，
消灭坏蛋五纵队。
缴大炮， 得电台，
活捉顽匪总指挥。
叶寨战斗在当地影响极大， 延安

报纸专门进行报道， 并称之为 “豫东
大捷”。

黄廷俊等人提供的情报及时可靠，
对于围歼盘踞在逊母口、 叶寨一带的
顽军起到了关键作用。

叶寨战斗， 我军活捉太康县长郭
馨坡 。 这位两面三刀 、 阴险狡猾的
郭馨坡 ， 就是后来杀害黄廷俊的罪
魁祸首。

“郭馨坡被抓后， 为了保命， 指
天发誓从此不与人民为敌。 因我军不
杀俘虏， 对他进行教育后释放。 获释
后， 他不思悔改， 继续作恶。” 轩人
杰说。

郭馨坡本性难移。 被我军释放以
后， 他很快纠集残部， 与八路军作对，
抢占太康地盘， 扩充军事人员， 组织
还乡团、 “老虎队”， 受到反动派重
用， 步步高升， 成为杀人不眨眼的豫
东一霸。

发动群众对敌斗争

当时， 太康县所在地水东地区斗
争形势严峻复杂。 1945年 3月， 水东
抗日根据地建立冀鲁豫十二军分区

（后改成六军分区）， 原来的水东独立
团改为三十团。

“到了三十团 ， 不能活半年 ”，
这是当地群众流传的一种说法， 因为
该团曾有一个月时间内打 28 天仗的
经历， 人员伤亡很多。 这足以说明当
地战斗频繁、 战争残酷、 抗日军民伤
亡大。

1945年 3月， 冀鲁豫第十二地委
批准建立扶太西县， 黄廷俊任逊母口
区副区长。 他积极发动群众， 组建区
队武装， 领导当地农民开展减租减息
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民党太康县
长郭馨坡为了报复 “被俘” 之仇， 悬
赏缉拿黄廷俊等人。 黄廷俊不畏艰险，
仍率队活动在全区各地。 一次， 区队
在太康台集村附近棉花地休息时， 突
然被郭馨坡的 “老虎队” 包围。 面对
强敌， 大家迅速组织突围。 突围时，
区队长不幸受伤。 黄廷俊临危不惧，
背起区队长边战边撤， 跑了十多里地
才甩掉敌人、 脱离险境。

黄廷俊一次次躲过追捕， 成了郭
馨坡的眼中钉、 肉中刺。

郭馨坡一次次倒行逆施， 激起人
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逊母口区政
府成立后， 需要迅速扩大武装力量，
抓好政权建设。 然而， 斗争尖锐形势
复杂 ， 暗藏的零星匪特不断造谣生
事 ， 扰乱社会秩序 。 此外 ， 还有一
些意志不坚定者左右摇摆 ， 随时可
能叛变。

1946 年 5 月 16 日， 黄廷俊等人
在太康县张帝臣村召开会议时， 由于
叛徒告密， 被郭馨坡的爪牙包围。 黄
廷俊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 知道形势
不妙， 立即烧毁文件， 迅速组织突围。
不幸的是， 由于寡不敌众， 经过激战，
他在战斗中负伤被捕。

“永远跟党走”

黄廷俊受伤被捕， 郭馨坡得意忘

形。 郭馨坡狂妄地认为， 经过自己一
番 “攻关”， 没有人会不屈服， 甚至放
言要将共产党赶出太康。

对于共产党员， 郭馨坡有一套惯
用手法， 先来软的。 他假惺惺地 “宴
请” 黄廷俊， 说 “当初你们捉住我，
又把我放了， 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我
永生忘不了。” 又说， “我很佩服你，
愿和你定下生死之交。” 黄廷俊看穿敌
人的阴谋， 严肃回答： “当初我们放
你， 是为了让你做人， 不要当鬼。 你
既然成了鬼， 我绝对不和你交朋友。
有啥直说吧！”

郭馨坡又用重金收买、 封官许愿
等花招逼黄廷俊招供， 都被黄廷俊挡
了回去。

郭馨坡见软的不行， 撕下面具，
就来硬的， 企图逼黄廷俊交出县区领
导住址、 县区武装活动计划和区队联
络信号。 见黄廷俊不给自己 “面子”，
郭馨坡恼羞成怒， 让爪牙对黄廷俊严
刑拷打， 灌辣椒水、 压杠子、 坐 “老
虎凳”。

黄廷俊伤口化了脓、 生了蛆， 敌
人不但不给治疗， 还用成束的香火燎
他脓肿的伤口。 面对凶恶的敌人， 黄
廷俊怒火中烧， 坚决不向敌人低头，
严守党和区队的秘密。

坚贞不屈的黄廷俊受着酷刑， 忍
着剧痛， 闭上眼睛， 任凭敌人的皮鞭
声、 斥骂声在耳边呼啸。

黄廷俊被捕后， 家人一开始被告
知可以去探监。 黄一兵回忆说： “我
曾跟母亲、 哥哥去狱中探望父亲几次。
他被单独锁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属
于重刑犯。 父亲侧卧在薄薄的秸秆上。
看到他全身都是血， 我害怕得哭了。

见到我们， 父亲就说， 他不打算出去
了， 国民党早晚要倒台， 人民要解放
了。 后来一次看他， 他小声叮嘱妈妈，
带好孩子， 要永远跟党走。”

说完这段话 ， 黄一兵老人长时
间静呆着 。 父亲充满正义的话语 、
狱中沉重的脚镣声 ， 仿佛仍回响在
黄一兵耳边。

在儿媳的帮助下， 黄一兵从回忆
中走出来， 继续讲述道： “当时我总
认为还能再见到父亲， 想好下次再来。
我不再哭了， 问问他伤好没有？ 还痛
不痛了？ 啥时候回家？”

谁料， 敌人不再让家属探望。 一
个多月后， 郭馨坡见从黄廷俊口中得
不到什么信息， 决定下毒手。

黄廷俊就义当天， 家人并不知道。
郭馨坡出动全部匪徒， 架上机枪， 守
住垛口。 刽子手押着一条腿被打断的
黄廷俊出太康西城门， 将其推下事先
挖好的坑穴。 面对凶恶的敌人和被驱
赶来的群众， 黄廷俊视死如归， 巍然
屹立， 拼命呼喊： “打倒国民党反动
派！ 共产党万岁！”

家人担心郭馨坡要对他们下毒手、
“斩草除根”， 从此不敢住在家里。 无
奈之下， 母亲带着黄一兵兄妹俩暂住
在十几里外的亲戚家， 有时甚至在野
外搭个草庵子住下。 一家人每天面对
的就是逃荒要饭， 艰难度日。

黄一兵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父亲
的叮嘱竟成遗言。 她想说给父亲的话，
多少次， 只能在荒郊野外无人处， 面
向父亲牺牲的地方偷偷地说出来。

艰苦岁月不堪回首。 经历过诸多
大风大浪， 提起当年， 黄一兵心中最
柔软的情感被触动， 委屈得像个孩子，
几度哽咽。

烈士的鲜血染红太康大地， 唤起
无数好儿郎为党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
1948年， 解放军的进攻势如破竹， 太
康很快被解放。 郭馨坡见大势已去，
如丧家之犬， 先后在四川、 湖北、 湖
南等地流窜。

无论躲到哪里， 终逃不过正义的
审判。 1956年， 郭馨坡被公安机关逮
捕， 1957年被处决。

正义的枪声响起， 告慰了被郭馨
坡残害的革命英烈。

“我要对得起父亲”

今年 88岁的老人已经很少走出卧
室， 黄一兵除了看电视就是看书。 她
缓缓地从枕头下拿出一本 《中国共产
党太康县党史人物》， 这是她最常读的
一本书， 书中有父亲黄廷俊的传记。
在记载父亲黄廷俊的那几页， 她做了
记号， 不知看了多少遍， 甚至都能背
下来。

黄一兵在高中时便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现在党龄超过 60 年。 1959年，
黄一兵进入郑州大学政治系学习。 黄
一兵， 本名黄桂荣。 “为什么要改名，
听起来好像一个男孩子的名字。” 记者
不解地问。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父亲最后
的嘱咐———永远跟党走。 进入大学后，
我觉得更要像父亲那样成为坚定的革

命战士， 成为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兵。
我给自己改了名。”

过早地缺少父爱， 但是， 父亲又
影响了她的一生。 黄一兵诚挚地说：
“我每天都想父亲。 他最后的嘱咐时刻
鞭策着我， 鞭策着他的后代。”

父亲黄廷俊已经牺牲 77年， 在黄
一兵老人脑海里， 坚贞不屈的父亲音
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这些年每逢春节、
清明节， 她都要来到太康县烈士陵园，
在父亲墓前洒下三杯薄酒， 献上一束
鲜花， 诉说无尽哀思……

父亲最后的嘱咐， 黄一兵始终没有
忘记， 也不敢忘记。 她以自己的亲身经
历， 教育下一代要听党话、 感党恩、 跟
党走。 如今， 家中后代走出多位共产党
员、 军人， 有的在抗疫中立功获奖。 黄
一兵老人说： “我要对得起父亲。”

涡河岸边， 浩气永存。 黄廷俊为
了党的事业， 35岁时英勇就义， 一生
短暂而灿烂。

烈士用鲜血浇灌的革命之花， 在
新时代更加绚丽。

烈士用生命书写的革命精神， 永
远激励着后来人。 ②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