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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长眠东北烈士系列报道

▲

核
心
提
示

“我认识藏光耀，他和我同村，又曾
在同一所学校上过学。”18日上午，家住
纱厂北路26号院的郑铁老人是第一个
拨通本报热线为烈士找家的人。

郑铁老人今年74岁，偃师市城关镇
窑头村人。

郑铁老人说，现在的城关镇原先叫
槐庙镇，镇里有一所小学，名叫槐庙小
学，当地人简称该学校为“槐小”。

“槐小”的名气很大，是当时偃师地
区较具规模的学校。当年，郑铁只有12
岁，她依稀记得学校文艺会演时，一个扮
演“二流子”的学长名叫藏光耀。

“在我的印象中，他个子很高，眼睛
不大，是学校的文艺骨干。”郑铁老人说，
当时，藏光耀大概十六七岁的样子，在学
校比较活跃，大大小小的演出总能见到
他的身影。

□记者 李松战 通讯员 王琼

企业是否成功，不仅要衡量其创造的经济
价值，还要看其创造的社会价值，优秀的成功
企业无不重视社会价值的创造和体现。湖滨
作为一个产销研一体化的现代化企业，在实现
其经济价值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创造社会价
值，其中，支持当地不同形式的社会活动就是
重要一项。

整齐划一，活动方阵引人瞩目

2012年10月12日上午，河南洛宁第八届
上戈苹果采摘节暨“湖滨之声”文艺演出在洛
宁县上戈镇举行。

会场上，一个方阵吸引了前来参加活动的
嘉宾和观众的注意：方阵组成人员均穿灰白
色衣裤，个个精神十足，气势高昂；他们的队
伍整齐划一，端坐于主席台前，成为会场的一
道亮丽风景。

这个受人关注的方阵由湖滨员工组成，他
们来自湖滨农业种植、生产加工、终端销售的各
个战线。湖滨能以整齐划一的阵容出现在上戈
镇，在于他们的精心准备。然而，湖滨的准备工
作和对上戈苹果采摘节的支持，远不止于此。

早在9月初，湖滨便开始与苹果采摘节活
动组委会进行磋商。湖滨表示，作为当地企
业，尽心尽力支持当地各项活动是企业应尽的
责任，是湖滨所应具备的社会价值。

精心筹划，保证活动圆满成功

经过磋商，湖滨取得了本届苹果采摘节相
关活动的冠名权，洛宁湖滨食品有限公司成为
活动协办方。

为此，9月23日，湖滨再次开会研究如何
支持苹果采摘节，以求把一个精彩的、圆满的
苹果采摘节呈现在父老乡亲面前。

通过讨论研究，湖滨制订了完整的方案，
确定了领导小组，明确了负责人，对苹果采摘
节的现场活动、非现场活动作了具体安排。

活动的顺利开展
离不开湖滨人的默默付出

活动现场，有湖滨员工组成的宣传方阵为
活动呐喊助威，有湖滨提供的文字、图片资料
及组委会统一制作的宣传彩页为大家介绍上
戈和上戈苹果。

非现场活动中（水果产业发展大讲堂、洛
书文化旅游产业高层论坛、“湖滨果汁杯”金
秋上戈文学笔会等），大家都可以看到湖滨选
派的礼仪服务小姐的身影，除了当向导,她们
还要为嘉宾添茶倒水……可以说，本届苹果采
摘节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湖滨员工
的默默奉献。

此外，湖滨还为各项活动提供饮用水、果
汁、车辆、住宿、奖品、礼品等。据了解，湖滨为
此次苹果采摘节活动提供了约300人次的人工
服务和20余辆次的车辆服务，前后共计投入资
金数万元。

绿色湖滨 助力“三化”
富农惠农 崛起中原

▲

“三弟，我要去看你，我要把你背回家”

看到本报关于洛阳籍抗美援朝烈士埋骨东北的报道后，田志英烈士
的二哥——83岁的田载成老人泪流满面，他说

□记者 徐翔 文/图

18 日，本报 A14
版《长 眠 何 处 今 已
知 亲 人 祭 奠 会 有
时》一文见报后，引
起 读 者 广 泛 关 注 。
烈士生前的亲戚、朋
友，甚至仅有几面之
缘的同学都纷纷致
电本报，他们说：“我
们不为别的，就为帮
烈士找到家，告慰他
们的在天之灵。”

大家围坐在梁春秀家的院子中，
田载成老人打开了封存了60多年的
记忆。老人眼里含着泪，指指院子
说：“广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提起自己的三弟，最令田载成老
人惋惜的是田志英没有留下后代。田
载成老人说，结婚4个月后，三弟就回
到了宝丰的学校。参军前，三弟只给
家里写了一封信，没有回家看上一眼。

从那以后，田家人每天都盼着田
志英回家，最后传来的，却是田志英在
东北牺牲的噩耗。田志英的母亲拿到
民政部门发放的军烈属证明时，哭成
了泪人……

田载成老人说，从那时开始，把弟
弟迁葬回老家成了母亲最大的心愿。

然而，当时田家很贫困，根本没有

经济能力到东北为弟弟办理迁葬。随
着时间的推移，田载成老人的父母、大
哥和四弟相继离开了人世。母亲一直
珍藏的军烈属证明，田载成老人也找
不到了。

老人只是依稀记得，军烈属证明
上说三弟的墓在东北，但具体在哪里
他也记不清楚了……

直到看到本报的报道，田载成
老人才终于确定，三弟葬在了辽宁
锦州！

讲述时，田载成老人一直在流
泪。他说，让三弟魂归故里，曾是母
亲最大的心愿，也是自己最大的心
愿。讲到这里，老人几近失声地哭
喊起来：“三弟，我要去看你，我要把
你背回家！”

“闺女看到报纸后回来问我田志
英是谁，我说那是你三伯呀！她的眼
泪立刻就流了下来。”18日下午，记者
来到洛龙区关林镇车圪垱村五组，田
志英烈士的弟媳梁春秀一见到我们，
就打开了话匣子。

梁春秀表示，虽然自己和闺女
都没见过田志英，但看到本报报道
后，特别是看到“田志英”三个字
后，那浓浓的亲情还是猛然涌上了

心头。
梁春秀说，田志英小名叫田广太，

在田家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和一个
弟弟。田志英参军时，她还没嫁入田
家，关于这个“三哥”的事，她都是从婆
婆那里听来的。

“他连家都没回，直接在学校参军
上了前线。”田志英的二哥，83岁的田
载成老人得知我们到来后，从家中赶
了过来。由于住在同一个村子，放学后郑铁

和藏光耀经常一起顺着铁路回家。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郑铁在上

学的路上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骑着大
马、戴着红花去参军，藏光耀就是其中
一个。

战争结束前，同村另一名赴朝参战
的军人负伤后复员回家，大家才知道那
个把“二流子”演得惟妙惟肖的藏光耀，
已经牺牲了……

谈起这些陈年往事，郑铁老人感慨
不已：“他演戏时的唱词，直到现在我还
能想起来。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她
说，藏光耀是为国家和人民捐躯的，很了
不起，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18日上午，得到郑铁老人提供的
消息后，我们立刻与偃师市民政局优抚
科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一名姓张
的工作人员查询资料后表示，城关镇窑
头村确实有一位烈士，但登记的名字叫

“臧广尧”。
截至记者发稿时，工作人员没有找

到“臧广尧”烈士的家属。

——湖滨全产业链之支持地方活动

履行社会责任
做优秀“企业公民”

当年他连家都没回，直接在学校参军上了前线

将老三迁葬回老家，是其母生前最大的心愿

偃师民政部门查询后表示
当地有位烈士叫“臧广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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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学校的文艺骨干
演的“二流子”惟妙惟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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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载成老人和梁春秀老人在看本报的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