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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物业
社区有事 言 一 声

市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向记
者介绍，“路条”应是当时的区政府
颁发的，它起的作用非常大，当时
逃荒时拿着“路条”就可以免费坐
火车。

王支援说，当时土地、房屋是人们

最重要的财产，地契、分单等是当时土
地买卖、兄弟分家的重要凭证，人们对
它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李士其保留
的这些字据反映了民国时期土地买卖
的情况，填补了民国时期地域史料的
空白。

□见习记者 王若馨 实习生 史菲菲
社区助理记者 郭广超 李华

近日，在涧西区三英花园小区内，
一场由武汉路办事处武汉路社区党
委、豪城物业公司党总支部、业主委员
会一同发起的，为脑瘤患者梁翠平捐
款的活动在这里举行。

社区居民纷纷解囊相助，不到一
天时间，捐款已达4500元。豪城物业

公司还主动提出为梁翠平家免去两年
的物业管理费。

梁翠平今年43岁，是三英花园里
的一名居民，因头痛被诊断为脑瘤。作
为一名工人，梁翠平的丈夫刘志丹看着
妻子的病情一天天恶化，越来越绝望。

三英花园的业主委员会在得知他
们家的情况后，在小区门口的黑板上
写了一封求助信。居民们纷纷踊跃捐
款，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

病魔袭来 社区居民献爱心

□社区助理记者 杨志明 通讯员 朱
喜艳

近日，瀍河回族区“中国梦·社区
美——好人故事会演”在瀍河桥铜驼
广场举办。

五股路办事处龙泉社区的几位老
年人，高歌一曲《茉莉花》把观众带入高

潮。东关办事处通巷社区的邵秀玲十
年如一日，给残疾人和消防员免费理发
的事迹，也被朗诵者朗诵得亲切动人。

一名观众告诉记者，希望这样的
演出能多几次，身边的好人好事只有
被认同，人们才能坚持做下去；身边的
好人好事只有多交流，大伙儿才能感
到做好事的快乐。

 社区助理记者播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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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人故事 传递正能量

□记者 陈晓佳 文/图

涧西区珠江路办事处延安社区的

李士其老人家中，珍藏着20余张大大
小小的老字据，这些字据讲述着李士
其家的家族变迁史。

李士其今年74岁，他的老家在三
门峡市渑池县。几年前老家拆迁时，
李士其发现了父亲留下的一个盒子，
盒子里塞满了字据、账本等，李士其将
它们带到了洛阳。

这些泛黄的字据品种不少，有买
地卖地的地契、过路用的“路条”、兄弟
分家的分单等。

地契和分单上，多注明双方当事
人的姓名、立据原因、土地范围等。

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一张

分单上写道：“执分单人王黑娃因兄弟
众多，勤怠不一，今请亲戚说合，房屋
地基树木果品均分……”

其中一张地契记录了家族中某成
员的土地买卖情况，上面写道：“主卖
地立字人李同生（李士其三爷的儿子）
因一时不便，今将祖遗地一段坐落上
岭地约八亩……四至分明，情愿出卖
于李光明（李士其的父亲）名下。”

这些字据中最早的可追溯到光绪
年间，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最早的字据可追溯到光绪年间

在这些字据中，有一张很特别，叫
“路条”，即过路用的凭证。这张“路
条”的颁发日期为民国十九年（1930
年），上面有红色印章，持有者为李大
恒（李士其的爷爷）。

这张“路条”揭开了李士其家族一
段不为人知的逃亡史。

“兹有陕县第七区杨潭沟灾民李

大恒男女三十口拟向开封一代逃荒乞
食救命，仰沿途军警津渡关卡格外体
恤关照，并祈铁道主任广施鸿恩，赏给
火车以便前往……”

李士其说，他曾听爷爷说起这段逃
荒史，那时在开封每天可以吃两顿饭，每
顿饭都能领到窝窝头，他们还将节省下
的窝窝头晒干，背回来给老家的人吃。

“路条”揭开家族心酸逃亡史

字据对研究民国历史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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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契、“路条”……延安社区七旬老人家中珍藏百年前老字据

张张老字据 记载家族百年变迁史
 社区黑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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