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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何处今已知，祭奠亲人正当时。
昨日，3位洛阳籍抗美援朝烈士的亲属经商议决定一起到东北祭

奠亲人，告慰烈士在天之灵，大家还为这次行程取了一个名字——赴
东北缅怀抗美援朝烈士之旅。《洛阳日报》、《洛阳晚报》联合报道组今
日与烈士亲属一起北上，为读者发回实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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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许水树 中华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主席、中国国际文
教交流促进会理事长、中国投资贸易发展联合会会长、台
湾光彩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中华海峡两岸新闻事业交流
会名誉理事长、海峡两岸新闻报社社长、澳门世界华人商
贸联谊会副会长、著名的“两岸使者”，自1999年以来，从
事两岸三地新闻、文化、旅游、投资促进事业，足迹遍布我
国大江南北。

临行捧把家乡土 带到东北祭亲人
“赴东北缅怀抗美援朝烈士之旅”今日启程，《洛阳日报》、《洛阳晚报》联合
报道组将随烈士亲属北上，为您发回实时报道

□见习记者 程芳菲

近日，应洛阳恒生源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之邀，中华经济文化发展
促进会主席许水树带领台湾经贸
考察团一行11人到洛考察，并与
之达成建立农业生态、观光园的合
作协议。协议签署完毕后，记者对
他进行了专访。

数次来访，只因情系洛阳

浅蓝色的衬衫、黑色的西装外
套，脸上始终挂着谦和的微笑，一
口流利的国语，与许水树“两岸使
者”的身份挺吻合。

谈起洛阳，许水树说：“这里是
许多台湾人向往的地方。”

许水树第一次来洛是 1999
年。当时，我省文物部门准备组织
200件文物赴台湾故宫博物院展
出。展出筹备阶段，许水树应邀来
考察参展文物，第一站就是洛阳。

由于种种原因，展出未能与大
家见面。但洛阳博物馆里的馆藏
文物，着实让许水树惊叹；而洛阳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让他流连
忘返。

许水树对佛教文化有着浓厚
的兴趣，曾多次到白马寺、龙门石
窟参观考察。

徐水树说：“近年来，我多次来
洛，每次来都有新的灵感，这里深
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我取之不尽
的源泉。也正因此，我和洛阳结下
了不解之缘。”

这次来洛，除了参观、考察事
先拟定好的项目外，徐水树还希望
对洛阳有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寻找
洛阳和台湾更宽的合作领域。

建议不少，都挺有见地

在许水树看来，洛阳有得天独
厚的条件吸引台湾人投资。

许水树说，洛阳可利用十三朝
古都的高知名度，利用历代名人和
旅游、宗教、文化做文章。

他举例说，洛阳最大的优势无
疑是关公文化产业。台湾在1999
年就已成立台湾关公文化协会，如
果打造关公文化产业，洛阳关林将
是他们的首选地。他希望有机会
的话能和关林互动，在洛阳打造关
公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深层的关公
文化产业项目。

另外，还可利用成功节会做文
章。洛阳牡丹文化节已成功举办
30届，而且已形成品牌。同时，河
洛文化旅游节一开始就以高起点
亮相，可将洛阳的本地文化与关公
文化、牡丹文化相融合，将这两个
节会做足、做透。

在农业观光方面，许水树表
示，洛阳的牡丹和台湾的兰花都
很有名，可将台湾的兰花引进到
洛阳，建设可供观光旅游的大型
农业生态园，将各品种牡丹、兰花
集中在一起。在此基础上，还可
举办大型名花展，促进两岸经济
共同增长。

许水树说，现在已有不少
台湾人来洛投资，特别是有着
台湾“经营之神”之称的王永庆
也曾来洛投资，在台湾引起了
很大反响。

最后，许水树表示，希望洛阳
朋友有机会的话多到台湾看看，可
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台湾文化旅
游产业。

作为中华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主席
许水树曾多次到洛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

如何加强洛阳、台湾交流
听“两岸使者”咋支招

此次，前往东北祭亲的烈士亲
属分别是：徐顺修烈士的二侄子和
四侄子、田志英烈士的二哥和大侄
子、李方荣烈士的四弟和五弟。

6人中，年龄最大的是田志英
烈士的二哥——今年已经83岁的
田载成老人。

大家想为烈士捎去家乡亲人
的思念。准备祭品时，他们精挑细
选，生怕遗漏什么。

“大哥走的时候，家里很困难，
连红薯都吃不上。我们这回去，得
把自家种的红薯带上。”23日，李方
荣烈士的四弟李汉卿、五弟李跃卿

来到自家红薯地，将红薯刨出，轻轻
拂去上面的泥土。接着，两人来到
原来居住的老窑洞前，将门前的黄
土小心翼翼地用红布包上。

李汉卿一边包一边慢慢地说：
“哥哥葬在东北这么多年，肯定想
家了，我们把家门口的土带上，宽
慰宽慰他的思乡之情。”

沿着山路返回时，李跃卿看到
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开得正艳，便和
哥哥一起每人摘了一小把，然后合
成一束。他们打算把这束野菊花
带到大哥的墓碑前。

田志英烈士的大侄子田月汉

特意买了芙蓉糕、月饼和糖角等。
为什么要买这三样？这里还有一
个故事。

田月汉老人说，新中国成立
前，他的爷爷开了一家点心铺，做
得最拿手的就是这三样糕点，爷爷
做的月饼，在附近很有名气。新中
国成立后，点心铺被划给供销社，
爷爷从此不再做点心。

“叔叔是吃着这些点心长大
的，他肯定很怀念。”田月汉说。

徐顺修烈士的四侄子徐铁朝
说，听表姑说叔叔爱吃老洛阳的油
旋，他特意买了一些，准备带到东北。

22日，看到本报的倡议后，许
多爱心人士表示，要为烈士亲属提
供帮助。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们
转交给烈士亲属。”22日中午，一
位老太太将100元钱塞到了本报
工作人员手中。老太太名叫张素
芝，今年80岁，看到本报报道后很
感动，决定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
烈士的敬意。

家住谷水的郭女士在电话中
说，她家有辆三厢轿车，如果能派
上用场，她愿意提供车辆。洛龙
区的李先生来电表示，想为烈士
亲属捐几千元。

23日，得知烈士亲属要组团北
上的消息后，西工区农村信用联社
理事长秦林杰表示，单位领导班子
经过研究决定拿出5万元资助此次
缅怀之旅。他们会派人派车跟随烈
士亲属北上，照顾他们的食宿。

23日，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工作人员给记者打来电话
称，他们愿派一名经验丰富的医务
工作者一路为烈士亲属尤其是老
年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该院院长冯笑山说，抗美援朝烈
士为祖国和人民献出了宝贵生命，他
们的家人同样做出了巨大牺牲。看
到报道后，他们一直想为烈士亲属们

做点什么。得知旅途中需要医务工
作者后，该院决定派出有多年急诊工
作经验的医生随同前往。烈士亲属
返洛后，医院还将免费为60岁以上
的老人做一次全面体检，以这种特殊
形式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赴东北缅怀抗美援朝烈士之
旅今日启程，团队成员将先后前往
辽宁省锦州市和丹东市祭奠烈
士。《洛阳日报》、《洛阳晚报》联合
报道组将随烈士亲属北上，用文字
和镜头记录他们一路的行程。

除此之外，锦州市、丹东市的
媒体也表示，会与记者联合报道此
次缅怀之旅，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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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本报的倡议后，爱心人士表示要为烈士亲属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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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旋、红薯、门前土，他们带的祭品饱含浓浓家乡味

许水树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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