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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记者 李砺瑾 通讯员 刘新合/文
记者 张斌/图

本报讯 刘清汝老人今年 102
岁，他有个跟了自己几十年的提包，
包里装着他最珍视的宝贝——45张
捐款单。昨日，在老城区陵园路刘清
汝老人的家里，洛阳晚报记者见到了
这些捐款单。

将这些捐款单按时间顺序排好，
就成了这些年的大事表：2004年东
南亚海啸，2007年信阳水灾，2008
年汶川地震，2009年台湾“莫拉克”
台风，2010年云南旱灾、青海玉树地
震……每一次，老人都捐出100元至
1000元不等的钱。

此外，还有很多捐款单上写着希
望工程、助学、大病救助等。刘清汝
说，这些捐款单都是他在媒体上看到

谁家境困难、看不起病的消息后，从
为数不多的退休金里拿出一部分钱
献爱心后留下的。

刘清汝生于1912年，祖籍山东，
幼年曾跟长辈闯关东到东北。新中
国成立后，为支援内地建设，已是一
名电气工程师的他带着家人来到了
郑州铁路局，后来在洛阳退休。

刘清汝说，年轻时他还会说日
语，曾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帮助过
穷苦人，那段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直
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过上了好日子，
因此，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还想为
社会做点贡献。”刘清汝记得，自己第
一次捐款是在1998年，那年长江发
生特大洪水，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洪
救灾，86岁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一

下就捐了500元。
“父亲对别人大方，对自己可不

这样。”刘清汝的小儿子、今年59岁
的刘继直说，父亲生活非常节俭，身
上穿的都是多年的旧衣服，但父亲特
别热心肠，社区里组织募捐，只要他
知道，就会去献爱心。

很多时候捐了款，也没有收据，
因此这些年刘清汝到底捐了多少钱，
谁也说不清楚。洛阳晚报记者算了
一下，仅这45张捐款单上的数额加
起来就有2万多元。

“起初，我们做子女的也不大理
解他，但父亲总说，别人有困难，你帮
助了他，他好了以后就会回报社会。”
刘继直说。

已是102岁高龄，刘清汝老人仍
在做着好事，他说：“只要还活着一
天，做好事就不能停。”

□记者 丁立

日前，洛阳晚报记者接到洛阳吉他协
会副会长谢建庄打来的电话，他希望为歌
曲《洛阳，我可爱的家乡》寻找演唱者。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至1983年的牡丹
花会。当时，谢建庄听到蒋大为演唱的《牡
丹之歌》便忍不住想：没有一首洛阳人创作
的牡丹之歌被唱响，真遗憾。

从那以后，谢建庄一直在琢磨这个
事。2012年的一天，他开始动笔创作，感
觉只写牡丹有些单一，便写了一首关于洛
阳的歌——《洛阳，我可爱的家乡》。

写完歌词后的第二天，谢建庄就联系
国家一级作曲家王文堂，请他谱曲。王文
堂花了半个月时间，精心为歌词谱了曲。

“如果能由洛阳人演唱，那就更好了。”
谢建庄希望由男女两名歌唱者以二重唱的
形式，在下一届牡丹文化节期间演唱这首
歌，也希望这首歌优美的旋律能唱响中国。

亲爱的读者朋友，如果您有意向，可拨
打电话15236684584与谢建庄联系。

见过在阅览室里占座用的书本，还没见
过在停车位上“占座”的椅子吧？

记者 李卫超 昨日摄于凯旋路一停车场

百岁老人的45张捐款单
谁愿意来演唱
《洛阳，我可爱的家乡》

随手拍
QQ群：119181947

“占座”

昨日上午，市第五十一中学举行了第
二届经典诵读展演，倡导亲子共读。

李杰 摄

▲“只要还活着一天，做好事就不能停。”老人的善良朴实而动人

◀ 刘清汝老人生活十分节俭，身上这件衣服都不知道穿了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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