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阳节

任玉堂与老伴在一起

———追寻身边的老功臣、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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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10

月 7日，汝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汝州市商

务局、女王殿公益商城共同举办的“关爱老

人、情暖重阳”公益活动在蟒川镇牛角岭火车

站旅馆举行。

秋雨过后的牛角岭上天高云淡，景色宜

人。公益活动现场欢声笑语，暖意融融，为贫

困老人一一送上了慰问品，老人们个个眉开

眼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贫困老人王

务申高兴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给我们

送来温暖和关怀，这个鞋子很好，很实用”。

一同参加活动的商户陈涛告诉记者，他从事

生意多年，非常乐于用自己的优势，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这不仅能温暖他人，还能温暖

自己，尤其是能给老人们带来一点欢乐，就

觉得很值得。

据了解，此次公益活动，为全村 60岁以

上老人共发放了 98双爱心运动鞋。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李玉梅） “现

在国家政策好，日子过得越来越

好，儿子儿媳都孝顺，今天全村老

年人一起过节吃饺子看节目，这真

是神仙的生活！”10月 7日上午，汝

州市临汝镇北李庄村创建河南省

首批孝心示范村启动仪式暨第一

期孝亲敬老饺子宴现场，像贵宾一

样坐在桌子前，吃着香喷喷饺子的

李丙伍老人情不自禁、喜极而泣。

当天上午参加活动的 70岁以

上老人共 78人，为这些老人服务

的村级志愿者 30余人。市、镇、村

负责人共同祝愿老人们健康长寿，

五室同堂、孝敬模范、老人代表一

一发言，“孝老敬亲”宣誓、赠送书

法作品、为 90岁以上老人洗脚以

及举行的饺子宴，丰富多彩的娱乐

节目表演，整个现场洋溢着浓浓的

尊老敬老氛围，老人们一个个精神

矍铄、笑逐颜开。

“要坚持一个月让老人们聚会

一次，吃一顿饺子，继续发扬孝老

敬亲传统美德，为成功创建省级孝

心示范村打下坚实基础。”在当天

的活动总结会上，市领导张延芳的

倡议得到大家齐声赞同。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
战 通讯员 李玉梅） 遮风挡寒的被

子不会说话，却让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坚

持“晒”了 21年，不仅“晒”出了儿子、儿

媳的孝心，也“晒”出了一个尊老敬老的

新农村。10月 7日上午，雨过天晴，汝州

市临汝镇小山沟村第二十一届晒被子活

动如期举行，全村 70岁以上 88名老人

参加活动。

晒被子是小山沟村的老传统，每年

重阳节，也正是入冬时节，家里有老人的

村民都要带上老人以及老人的被子来到

村广场，把自家的被子晾晒出来，编上号

让大家来评选，谁家老人的被子保暖、软

和、漂亮谁就得奖，要戴红花受表扬，谁

家的被子不像回事要被大家笑话。当日

的活动评比现场，该镇领导和小山沟村

两委干部及围观群众一边用手摸一边讨

论着谁家老人的被子软和，谁家的被子

漂亮。大家共同评选出最新、最软和、最

漂亮的被子，也评出了最有孝心的儿媳

和最幸福的老人。

“晒被子活动举办这么多年，每一年

都有新的收获。不仅晒出了孝心，也晒出

了美德，老人的被子越来越新，越来越暖

和，小山沟的文明素质越来越高，老人们

的笑脸也越来越灿烂。我们会将晒被子活

动继续举办下去，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将

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老年人的心坎上，让

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过上幸福的

晚年！”镇党委委员、人大副主席王俊杰对

此次活动的持续开展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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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沟村：21年坚持“晒”孝心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
伟 通讯员 丁亚伟 杨俊英） “社

区对我们太好了.”10月 7日上午，在洗

耳河街道南关社区，当 97岁的郭娥老

人接过社区送来的慰问金，激动地说

道：“社区领导不仅经常来看望我们，逢

年过节还送来东西，真的太感谢他们

了。”

南关社区为辖区 9位 90岁以上的

老年人送上慰问金和节日的祝福。每到

一处，居委会工作人员都与老人们亲切

地拉家常，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身体状况，希望老人好好保重身体。与

此同时，南关同乐戏曲社的 10多名戏

曲爱好者走进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为老人送去文艺大餐。

听说有戏曲演出，老人们早早聚集

在活动大厅。演出过程中，曲剧、戏曲联

唱、对唱等接连上演，精彩纷呈的节目

让老人们目不暇接，陶醉其中。到高潮

处，有的老人用手附和着打拍子，嘴里

还时不时地啍两句，过足了戏瘾。现场

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幸福的笑容洋溢

在每一位老人的脸上。

牛角岭老人喜领爱心运动鞋

南关社区：90岁以上老人最开心
●9月 30日，在国庆节、重阳节即将来临之

际，市融媒体中心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

老的传统美德，组织召开离退休老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暨迎国庆、庆重阳”工作

会。 张亚萍
●10月 7-9日，汝州市人民医院健康体检

中心为汝州市 60岁以上老人们提供公益免费健

康体检，给他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这

是医院连续第七年在重阳节期间为老年人提供

公益免费健康体检。 陈晶 陈毅博
●10月 7日，市残联组织 10余名残疾老人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我们的节日·重阳节”文体活

动，并为他们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和食用油等慰问

品。随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到临汝镇营河村的

残疾复员军人贠玉海家中走访慰问，为其送去了

轮椅及慰问品，并叮嘱老人要多注意身体。

张亚萍 张亚楠 张银峰
●10月 7日，米庙镇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内

涵丰富、形式多样的重阳节主题活动，教剪纸、包

爱心饺子及传授健康知识和保健方法等，用点点

滴滴的爱心创意弘扬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

于俊鸽 侯欢利
●10月 7日，夏店镇党委、政府举办迎重阳

节老干部座谈会，和老干部一起共商夏店镇发展

大计。在夏店镇毛寨村，汝州市有道实验学校校

长姬有道为全村 46位 85岁以上老人每人送上

20斤鸡蛋和一箱牛奶，向毛寨村老人祝贺节日。

在夏店镇甄窑村，该村村主任刘首峰为甄窑村

37位 75岁以上老人每人送上一个 200元红包，

为甄窑村老年人奉献爱心，恳请老年人对村委会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平党申

市领导带队督导创文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10月 8日上午，

市领导陈国重、魏学君、杨辉星带队督导丹阳路东延创文工

作，重点对街头游园管理、环境卫生、道路路缘石设置、绿化带

管护及沿街创建氛围、整体形象等进行督导，并会同住建局、

城市管理局、钟楼办事处等单位负责人现场办公，部署具体整

改工作，叮嘱整改细节。要求各有关部门要严格对照创文工作

标准，强化责任落实，形成问题台账，制定可行的措施，按照时

间节点补齐短板；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管理机制，加大监督管理

力度，进一步巩固创文成果，切实提升城市综合形象。

陈国重主持召开创文工作会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10 月 8 日下

午，市领导陈国重、杨辉星召集紫云、煤山、钟楼、洗耳河、风

穴路五个办事处负责同志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巩固提升

工作会议，安排部署近期城区主要工作。

会上，五个街道办事处就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开展情

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报。市创文指挥部各督导组依照创

文测评体系标准，针对各自督导的街道办事处创文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补充，并提出意见建议。

我市举行“学习强国”知识达人挑战答题大赛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10月 8日，我

市举行“学习强国”知识达人挑战答题大赛。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魏学君莅临考试现场。

来自我市 63个机关单位的 71名党员参加竞赛。此次知

识达人挑战答题大赛采用手机答题方式，学员可登录“学习

强国”APP，在“我要答题”“挑战答题”版块进行答题，在规定

时间内答对题目多者为胜，选手在比赛时务必注意做好手机

截图，作为成绩凭证。

何长军到邢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10月 8日，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何长军到焦村镇邢村调研指导脱贫攻坚

工作，并深入到贫困户家中看望慰问，详细了解“两不愁三保

障”、饮水安全、政策落实、困难需求等情况。

张振伟调研易地搬迁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10月 8日，市

领导张振伟到我市汝南街道怯庄村安置点和寄料镇九峰山

安置点进行实地调研。对安置点的搬迁入住、社区管理、后续

发展等情况进行实地查看，并深入搬迁户家中了解情况。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凝） 日前，记者从市

委宣传部获悉，我市 3名书画家在“出彩鹰城”美术、书法作

品展中获得奖项。

“出彩鹰城”美术、书法作品展，是平顶山市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之一。活动自今年 4月启动以

来，得到了全市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积极参与，他们深入

生活、潜心创作，用一幅幅精品力作表达对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深情祝福。其中，我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平顶山市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贾伟，我市画家、平顶山市美协副秘书长王

奇松的作品特邀参展；张文崇、王爱贞的书法作品获得一等

奖，赵中亮的美术作品《翠积云禅》获得三等奖，展示了我市

书画艺术家的深厚实力。

我市书画家在“出彩鹰城”
美术、书法作品展中获奖

“我年轻时干什么工作都不愿落后，爱争先，所以走到哪里

都是领导身边的红人。”9月 25日上午，正在市第三人民医院康

复楼疗养的任玉堂，回忆起自己 43年的工作生涯，仿佛又回到

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为革命改名“任玉堂”
1947年底，解放军陈谢兵团在陈赓、秦基伟、周希汉等将领

的指挥下，打垮了国民党在临汝县的反动军队，第一次解放了临

汝县城。但临汝县地主武装势力强大，国民政府地方武装军队负

隅顽抗，曾进行了两次反攻倒算并成功复辟，导致临汝县先后解

放了三次，战斗十分残酷。县人民政府先是从杨楼镇和尚庙村迁

到寄料镇观上村，最后才由观上村迁入县城。

194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18岁的任玉堂（当时的名字为“任

长山”）听同村的副保长刘玉私下通知说村里有点文化的人可以

去县城报名参加县教育座谈会，会上还能管一顿饱饭。几天后，

任玉堂背着家人，和同村村民刘自强、陈望、赵山等 4人，一大清

早悄悄出发往县城去，走到半道，赵山的家人闻讯赶过来把赵

山、陈望拉了回去。

当天晚上，任玉堂和刘自强两人来到城隍庙东边一个亲戚

家借宿。第二天上午，两个人找到了县政府报名处。报名表填好

后，任玉堂怕家里人反对，情急之下，看着表格里填好的“任長

山”三个字，他脑子里突然闪出了改名字的主意。于是，趁人不注

意，他先把“長”（“长”字的繁体字）字下边的“衣”字底刮掉，将

“長”字头修改成“王”字，在旁边加上一点，改成了“玉”字，再把

“山”字改成“堂”字头，下面加上“口”和“土”字，即成了“堂”字。

“报名表交上去后，我和刘自强每人领到了一双筷子。中午开

饭了，伙房做的是馍菜汤，7个人一盆肉菜，热气腾腾的白蒸馍管够

管饱。午饭后，参加会议。会后，按会议要求大家各回各乡各村办教

育，开始没有待遇，后来供给一些小米。”任玉堂回忆说。

从此以后，“任玉堂”成了他参加工作后的新名字。很长一段

时间，村里人只知他叫任长山而不知他就是任玉堂。建国后，他

长期在教育战线上工作，在杨楼、寄料两个乡镇来回调动，“任玉

堂”这个名字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剿匪反霸多次遇险
县教育座谈会后，任玉堂和刘自强两个人回到杨楼镇刘圪垱

村创办刘圪垱学校，任玉堂担任校长。不久，上级组织要求学校带

领群众搞文艺宣传，办戏班学唱戏，由于任玉堂不会唱戏，被外派

到寄料镇盘石盘、蛤蟆泉一带驻村参与剿匪反霸驻队工作。

当时，临汝县的剿匪反霸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县长王武烈初

到临汝县时住在杨楼镇和尚庙村，这期间曾两次到刘圪垱村搞

宣传发动工作，斗地主恶霸，打土豪劣绅，搞分田到户。据任玉堂

回忆，王武烈特别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打击清剿汝河两岸土匪

过程中，非常会做群众工作。县政府迁到观上后，清剿匪患工作

任务更加繁重。

任玉堂所驻队的村上有一恶霸叫王洞（音），打死过八路军，

有几条人命在身，八路军政府张贴布告通缉他。他白天藏在山

上，夜晚出来活动。任玉堂和村农会干部住在村部宣传发动群

众，揭露瓦解那些隐藏的土匪和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及国民党军

政人员，要求他们限期到人民政府登记自首，走坦白从宽的道

路。一天清晨起床后，工作队队员们发现窗台上晒的红薯干全都

不见了，房门有轻微撬动痕迹，屋顶上面被揭开一个洞。当时，驻

队干部和群众分析研究了现场后，大家都一致认为是王洞（音）

那帮土匪干的，红薯干分明是半夜里被土匪偷走了，门没端开是

怕惊动人，揭开屋面上的洞是想偷偷进室内打劫而终未得手。于

是，驻队干部和民兵群众兵分两路上山搜寻，但早已不见土匪的

踪影。后来，王洞（音）被搜获，被人民政府执行了枪决。

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工作，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彻底消

灭了土匪恶霸，清除了土匪遗患，使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深受

匪患的汝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翻身当家做了主

人，过上了平安和谐、幸福美满的生活。

担任过 20多所学校的校长

剿匪反霸工作结束后，任玉堂重新回到了三尺讲堂，并继续

担任学校校长。据任玉堂回忆，当时临汝县的教育事业百废待

兴，改革旧中国落后的教育体制，建立崭新的教育体系，培养新

中国的时代新人，基础教育更是事关重大。由于教育工作繁重，

善于创新、敢于争先的任玉堂，先后辗转于杨楼、寄料两个乡镇，

担任过杨楼镇刘圪垱小学、李庄小学、耿庄小学、赵沟小学，寄料

镇徐庄小学、观上小学、高庙小学等 20多所小学的校长职务，还

担任多科的课堂教学任务。

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1963年至 1964年，任玉堂还到

当时的豫西师范学校进修了中专学历。无论工作岗位怎么变迁，

任玉堂牢记自己参加革命时的初心使命，服从组织，顾全大局，

忠诚践行“人民教师为人民”的誓言和追求，在三尺讲台粉墨耕

耘而不悔。

43年的工作生涯，任玉堂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

者，1979年荣获原洛阳地区教师荣誉证书。走到哪里红到哪里。

这是他任教过的村庄的村民和以前的同事、领导对他的评价，也

是对他 43年革命工作最高的褒奖。

不向组织提困难
毕生从事乡村教育工作，一生平凡粉墨耕耘，两袖清风挥洒

自如。在 43年平凡的教学生涯中，任玉堂足迹踏遍杨楼、寄料两

个山区乡镇的千家万户，为成人识字扫盲，为幼小启蒙开智，工

作上任劳任怨，兢兢业业。

任玉堂为人正直，刚直不阿，淡泊名利，在处理个人问题上

更是展示出一位人民教师高风亮节的闪光情操。作为农村“一头

沉”家庭，任玉堂的妻子常年体弱多病，工作和生活有诸多不便，

但他从没有向组织上跑要“农转非”指标。任玉堂养育有 6个子

女，按照当时的政策，可以安排一名子女参加工作，但任玉堂从

没有向组织上要求过。即使在家庭生活遭遇最困难的时候，他也

咬紧牙关、勒紧腰带、自力更生渡过难关，从没有向组织上开口

要待遇、要调动、要照顾、要困难补助。

1991年 1月离休回村后，任玉堂继续关注乡村教育，热心

参与关工委工作，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被刘圪垱小学聘为校外

辅导员，为少年儿童辅导功课、讲革命故事。他还配合村两委做

好乡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逢年过节、遇红白喜事帮助村民书写

对联、写帖子，热心公益事业，扶贫济困，积极捐资助学、修桥修

路。3组村民组任某因治病家庭困难，他一次性捐款 1000元。

他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自家庭院空地上种植瓜果蔬

菜分送给亲朋乡邻，还试种竹子苗木，为培育竹柳生态防护林自

己动手做试验，并要求子女每年植树节前后义务到汝河岸边植

树造林、绿化荒滩。

2008年以来，任玉堂的老伴生病瘫痪在床，身患高血压等

疾病的他天天陪护在老伴身边，搀扶锻炼，求医问诊，喂药喂饭，

对老伴不弃不离、悉心照顾，令其他病友和医护人员深感钦佩。

“俺爸出生于农村，年轻时参加剿匪反霸可以说出生入死，

长期在农村从事教育工作，因此习惯了农村艰苦的生活，也养成

了对任何困难从容、乐观面对的人生态度。他今年已经 90岁了，

但吃饭从不挑食，啥饭都能吃，心态很好。”一直在他身边伺候他

的儿媳说。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一生默默无闻、平淡不惊，实在没有什

么精彩的感人事迹可讲。但回忆往事，我觉得此生最正确的选择

就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在市三院康复楼前绿树下休息的任玉

堂，心情激动地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任玉堂：四十三年粉墨耕耘三尺讲台

晒被子

发放爱心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