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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记者 范瑞 实习生 陈露 通讯员 吕
宏伟

7日晚，我市突降冰雹，此次冰雹雷
电天气也波及全省不少地区。7日22
时许，中国铁路总公司官方微博称：“截
至8月7日22时，受河南地区恶劣天气

影响，京广、郑西高铁和西陇海线列车
仍普遍晚点，铁路部门对列车晚点造成
旅客的不便表示歉意。”

8日，记者从洛阳火车站了解到，途
经我市的11趟列车也受到影响，8日12
时以后陆续出现晚点情况。

洛阳火车站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受此次恶劣天气影响，洛阳火车站出现
晚点的列车主要是上行列车，分别是
1352、K362、1086、K176、K228、K890、
K622、1028、K378次列车，这些列车均
晚点3～4个小时；而K386次和K870
次列车晚点5小时左右。

由于已经提前通过车站广播、微博

等途径通知旅客，车站内未出现大范围
旅客滞留现象。有少数旅客通过退票、
改签等方式，更换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该负责人提醒，近日出行的旅客，
可拨打洛阳火车站问询电话62561222
或登录www.12306.cn实时关注列车
晚点情况，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受恶劣天气影响，京广、郑西高铁和西陇海线列车普遍晚点

洛阳火车站11趟列车受影响晚点
旅客可拨打62561222咨询列车晚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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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丁立 实习生 黄渊鸽 文/图

多年来，石来选深居简出。直到今年，关怀抗日老兵活动在全国铺
开，石来选因他当年所在的鸿翔部队——传说中的蒲公英，开始被寻找
抗日老兵的志愿者称为“在河南境内发现的空降部队老兵第一人”。

偃师市山化镇石家庄村，是石
来选出生的地方，1922年2月2日
他出生于此，20多年后也是他解甲
归田的地方。

8月1日，洛阳晚报记者来到石
家的庭院，发现他已经在那里等着
了，坐得倍儿直。如果不是老年
斑，如果时光能再退回去三四十
年，他应是一个很轩昂的男子。

他的二儿子说：“这两天不断
有人过来，偃师电视台也刚刚录制
过俺伯（当地人称父亲为伯）的节
目，抗战老兵网前两个月也来人
了，俺伯很激动，指着送来的挂历
上年轻伞兵的照片，说人家的帽子
还没有他当年的帽子好。网友‘失
败的匈奴’代表深圳龙越慈善总
会，还给他送来了每季度900元的
抗日老兵补助，他心里美多了。”

据家人说，他身体状态好时，听
到有人称他“你是抗日英雄”，石来
选还能不连贯地回一句：“称不起，
只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出过力。”
遗憾的是，记者见到他时，面对记者
在纸上写下的问题，石来选的表达
异常困难，唯独当二儿子讲起当年
远征军回国的情形时，问他：“当时，
你见过蒋介石吗？”才听见他讷讷说
出两个字：“见过。”半响，又很费力
地说了一句：“没握手。”

这是采访那天记者听到的石
来选有限的发声。

91岁抗日老兵，曾经的空降兵

在漫漫岁月中，还有一个他在
伞兵总队的战友——黄根玉，时常
唤起他的回忆。据说黄曾给国民党
某空军司令开小车，解放后回到开
封尉氏县某村。

“那么多年后，能联系上黄根玉
简直是个奇迹。”二儿子说，“1984
年，黄根玉坐火车去延安，在巩义康
百万庄园附近的黑石关火车站，火
车停了，黄根玉突然想起俺伯就在
这一带，想起俺伯小名叫十磙，回去
后就写来了一封信，‘黑石关火车站

十磙收’。”
在石来选和黄根玉之间，那根

断掉的丝线突然又续上了，网友“失
败的匈奴”就曾见到过他们的来往
函件。每次接到黄根玉的来信，据
说石来选都给孩子们念念，这位平
时很少敞开心扉的老人，说起黄根
玉，却像一个陷入某种情绪的孩子。
他不断地絮叨，想让儿女们开着车
去找黄根玉。儿女们一脸为难地告
诉记者：“那时候，我们咋会有车？”

一直致力于为抗日老兵圆梦的

网友“失败的匈奴”知道，石来选的
这个梦无法再圆了，因为今年4月，
他曾根据黄根玉信上的地址，专程
赶赴尉氏县朱曲镇黄湖村，得知黄
根玉已于前年去逝。这些抗日老
兵的日子都是论天计的，遗憾和心
痛经常会发生。

70多年前，石来选离开了家乡，
院中的那棵枣树还是一棵小树，70
多年后，院中那棵枣树，已是一棵盆
口粗的大树，它仿佛见证着石来选
曲折跌宕的一生。

难圆的心愿：想见战友黄根玉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石来选的抗日老兵身份不难
确定。”网友“失败的匈奴”告诉记
者，通过听石来选讲述当年的部队
行程，再和史书比对，细节全都对。

石来选的儿女们还跟记者提到
一张石来选的照片：“俺伯穿着风
衣，西装领，式样是‘美式’的，可帅
气了。”文革时，石来选不得不把很
多东西都烧了，据说只有这张照片
他舍不得烧，把它藏在毛主席像后

面，躲过了一劫。可现在，这张照
片却不知所终。只因石来选已近
乎失语。

除此之外，还有石来选在文革
期间留下来的材料，代他佐证着历
史：一份发黄的证明材料上，既有
证明人的名字，还盖着偃师县山化
公社寺沟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公章，
而在那些交代材料上，则时不时会
出现“伪伞兵六队三分队”“伪保六

团二营六连”等独特的文革表述。
不管怎样表述，这些文字，都在诠
释着石来选生命中那些不容置疑的
经历。

在石家，记者还看到一个文件
箱，是1945年日本投降，石来选随
部队到上海接收江湾日本机场时的
战利品。现在，这箱子里保存着他
回乡后的资料——票据、账本等老
人非常珍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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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桌上，则摆放着石来选的
人生履历，是儿女们根据他当年的
讲述和材料整理出来的。

1942年，石来选背井离乡，到西
安大华纱厂做工。

1944年，石来选报名参加青年
远征军（不同于被抓壮丁），并被编
入207师620团二营六连。

半月后，石来选考取远征军汽
车兵，来到贵阳，1945年2月，又被
空运到云南，编入汽15团四营六连

二排四班（班长），后于3月到印度，
编入伞兵总队二大队六队（鸿翔部
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石来选所在的伞兵部队移防上海。

1947年，石来选回乡务农，文
革期间，饱受冲击，干最重的活……
石来选闭口不提伤和痛，直到前
年去医院做核磁共振时在头上发
现了一小片阴影，医生说那是一
个弹片。

二儿子说：“前天晚上，我在纸
上写下印度、缅甸时，俺伯在一旁突
然开口：‘这就是我的工作地点。’”
在采访现场，和记者同行的司机在
纸上写下“我也是空降兵”几个字，
石来选那张看不出悲喜的脸上顿时
现出笑容。他甚至仍能向记者敬出
当年标准的美式齐眉礼，而在桌边
的纸上，则是他在神志清醒时写下
的、依旧不乏豪情的字——“我是远
征军”。

永不磨灭的印迹——“我是远征军”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他就是历史，
而他已不会口述历史1

被志愿者称为“在河南境内发现的空降部队老兵第一人”

91岁的石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