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24 日，周口市三川社工义工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关爱儿童活动，为川汇区李埠口街道 4 名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送去助学金及慰问品。 此次走访慰问活动，不仅为 4 名孩子提供了物资上的帮助，也让他们认识到在社会大家庭
中有人牵挂着他们，愿意为他们的成长贡献一份力量。 记者 牛思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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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乔小纳 徐启峰 韩志刚 文 / 图

“之前这地方一下雨就从我家门口的大管子里
排涝，现在变得都认不出来了！ ”

12 月 26 日下午， 老周口人孙山来到西坑公
园。 从老太爷那辈起，他们一家 4 代都住在位于周
口南寨的西大坑附近。 在他的记忆中，过去的西大
坑夏天蚊蝇多，气味难闻，一下大雨就会往外溢水，
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你看我身高 184 厘米，那时候这边内涝厉害，
积水能到我胯骨这儿。”原西大坑周边居民、现荷花
街道文化社区网格员王新民告诉记者，当时为了排
涝专门成立了办公室， 用孙山家的三相电机抽水。
“没办法， 当时仅他家有三相电机， 在他家门口排
水，有时候雨太大了水会倒灌进他屋子里。”王新民
说。

城市发展中，文明城市创建是一方面，政通人
和是一方面，“创文”以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为目
的。近年来，在沙颍河生态经济带的建设上，周口践
行“生态+民生”的宗旨，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西大
坑下雨内涝问题。在打造周口南寨历史文化街区项
目的过程中，西大坑改造是重要节点工程。 2023 年
年初，为配合西大坑改造，孙山和王新民搬离了世
代居住的地方。

现在的西大坑即将变身生态公园，占地 3.4 万
平方米，由一条暗渠引入的沙颍河活水令其水质清
澈。 除了怡人的环境，记者还看到西坑公园周边有
平房类建筑，于是咨询了现场负责人杨凯佳。他说，
西坑公园不仅是“创文”项目，还是生态治理项目、
民生实事项目，不仅排水问题得到治理，雨天不再
内涝，还会建设运动休闲、亲子游乐等多种公共设
施，以体育为主题的公园将为周口市民提供又一闲
暇好去处。“周边平房是商业用房，商家入驻后将为
来此游玩的游客提供餐饮等服务，到时这里就是集
生态旅游、体育休闲、亲子娱乐、商业街区为一体的
经济综合体，将在周口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发挥
更大作用。 ”杨凯佳说。

“马上 2024年了，明年 1月份这里将全部建好，
到时候来看看？”“来，肯定来！虽然不住这儿了，但记
忆在这儿，虽然变样了，但会越来越好！ ”采访结束
后，在西坑公园边，孙山和王新民许下约定。 ②22

周口南寨西大坑

从城市“痛点”到生态公园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文 / 图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
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悲怆的《松花江上》歌声
响起，原本欢乐的室内，瞬间压抑凄然。 若不是亲眼所
见，谁能想到，歌者是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

12 月 22 日， 为搜集整理西华县著名烈士屈申亭、
屈登瀛父子的革命故事， 记者到郑州采访了屈申亭的
女儿屈东平。 97 岁的屈东平以亲身经历，讲述了记忆
中的父亲、大哥等人的革命往事，并唱起了《义勇军进
行曲》《松花江上》等革命歌曲。

1926年，屈东平出生于西华县屈庄村，生活在一个
革命家庭。屈东平的父亲屈申亭是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
和西华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早年组建地方农民武
装，1936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屈申亭曾任中共豫
东特委委员，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副司令员，新四军第
六支队二总队四团团长，二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等职。

屈东平的大哥屈登瀛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后任新四军第六支队二总
队四团二营营长。

1942 年 4 月，屈申亭率队东征抗日，向豫皖苏抗日
根据地挺进时，遭到国民党部队阻击。 屈申亭、屈登瀛
父子不幸被捕，在安徽省临泉县英勇就义，时年分别为
44 岁、24 岁。1980 年，屈申亭、屈登瀛被追认革命烈士。

在家庭的影响下， 屈东平少年时代曾任屈庄村儿
童团团长， 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 参加抗日干部培训
班。 屈东平 1983 年从河南省公安厅离休。 她是许多革
命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她能教老百姓唱十多首抗
日歌曲，为在她家开会的中共豫东特委领导人沈东平、
路延岭端茶倒水。 当听到沈东平与日寇在激战中壮烈
牺牲的消息后，她大哭了一场。 为了纪念沈东平，父亲
屈申亭把她的名字改为屈东平。

至今，屈东平仍亲切地尊称许多革命者为叔伯。东
平叔、老路伯、其梅叔、郑平叔、学武叔……许多革命者

的英名及故事，老人清晰准确地讲给记者。这位世纪老
人对革命者的尊崇之情， 让包括记者在内的听者动容
钦佩。

讲到动情处，屈东平潸然泪下，表达了对党的感恩
之情，希望后人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让革命薪火代代
传承。

“在我心中，我父亲、大哥从未离开。 他们信念坚
定、对党忠诚，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每当讲起自
己的父亲、大哥，屈东平总能拾起美好的回忆。她说：“如
今，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大哥若有知，一
定会感到欣慰的。 ”

说到家乡的变化， 屈东平渴望有机会再回去走一
走、看一看，再喝上一碗正宗的西华胡辣汤。

记者还采访了屈登瀛的后人 ，了解屈申亭 、屈登
瀛牺牲及遗骸魂归故里的情况。 详细报道将于近期
刊发。 ②22

听 97岁老人屈东平讲红色故事

社工关爱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西坑公园一角。 屈东平讲红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