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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播报 人物
D07

决心报国 参军抗日

在登封这片热
土上，有一位普
通而执着的干
部，她在平凡的
岗位上廉洁自
律、忘我工作、
无私奉献，以崇
高的精神感召、
激励、影响着周
围的人们。她
就是登封市政
协委员、登封市
农委工会主席
张淑霞。
登封播报
胡建邦 文/图

始终把群众放在第一位
——记登封市政协委员、登封市农委工会主席张淑霞

认识张淑霞的人都说她是个
热心而敬业的人。只要是工作的
事、群众的事，无论多忙，无论工
作时间还是节假日，从没听她说
过一个“不”字。

1993 年，张淑霞到登封市委
政协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文印
及接待工作，人员少、任务重，可
她从不抱怨。常年专注工作导致
她患上了颈椎病，“工作第一，这
点病不算什么。”她坚定地说。

2013年4月，张淑霞任登封

市农委工会主席，负责工会、统
战、计划生育、团委、妇联等工
作。“农民利益无小事，作为农业
工作者必须始终把农业的利益放
在心上。”

两年来，她围绕农委中心工
作，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
到田间地头、龙头企业、合作社开
展技术指导和政策服务，及时帮
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为提高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2014 年她积极组织了全市首

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能大
赛；为提高农民的科学意识和水
平，她大力举办各种类型、不同层
次的培训班，针对县乡两级农技
人员、村级农民技术员、科技示范
户、种粮大户以及普通的种粮农
民等进行培训；她还利用 12316
三农热线、农业信息网站、广播电
视节目、手机短彩信服务平台和
物联网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
技术培训和服务，为登封农业发
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在感到
光荣和自豪的同时，也感到更多
的责任和义务。张淑霞按时出
席政协会议，积极参加政协活
动，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积极建
言献策。在工作期间，积极配合

领导做好各项工作。针对登封
市各乡镇农田水利灌溉情况，她
建议改变农村基础水利情况，希
望进一步加大水利投入。

张淑霞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还有着一名优秀的政协委

员特有的责任感。她时刻关注
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中心，时刻关
注百姓生活中的大小事，时刻关
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为登封的父老乡亲的美好生活
而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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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出生于武术世家的陈同山，不仅
把自己的儿子释小龙培养成了国际功夫明
星，使其拥有“内地头号功夫王子”“功夫小
皇帝”等称号，还培养出了不少极具影响力
的人物，在武术界、警界、影视界、商界等领
域声名显赫、成就斐然。因此，陈同山被称
为“造星大师”并不为过。
登封播报 孙淑霞 胡建邦 文/图

陈同山出生于登封大金店
书堂沟村的武术世家。1988年，
陈同山成为嵩山少林寺武术学校
的新掌门。

在他的带领下，南拳和太极
拳相继被引入课堂，全国首次将
武术与舞蹈融为一体，编创出耳
目一新的武术表演形式；弟子们
在全国大型赛事活动中斩金夺
银。王世英、陈保堂、王马万、
张祖才、张青、郑富等均是上世纪
90年代少林武术的代表人物，其
中，王世英更是打破多个纪录，

创造了一连串的散打“神话”。
他的弟子不仅有全国敬老

之星、全国道德模范、抚养680名
孤寡老人的“孝义明星”黄久生，
全国180万警察总教头、河南警
察学院总教官丁峰，广东省破案
能手、深圳市特警支队总教官
王马万，还造就了中国大陆新
生代武星释小虎、中国新生代
功夫女星蒋璐霞、浙江永乐影
视公司旗下艺人孟彦森、浙江横
店影视专业武打替身演员仇奎等
职业影视演员。

陈同山致力于少林武术的
同时，不忘回报社会，支持家乡
建设和公益慈善。2004年，他捐
资30万元为家乡建希望小学，并
铺设柏油路3000米；2006年，捐
资1万元助办全国第13届老年
骑游健身展示大会；2008 年 5
月，组织师生为汶川地震捐款17

万元；2012年3月23日，登封市
慈善总会举行募捐，小龙武院全
体师生踊跃捐款，奉献爱心。另
外，陈同山的武术学校还为当地
的植树造林、社会治安、应急维
稳、扑灭山火等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得到表彰和嘉奖，受到当地
群众的好评。

每位老兵都是一段传奇。他们，有的在民族危难时刻奋不顾身，用血
肉抵挡敌人的侵略，用生命捍卫民族的尊严；有的在枪林弹雨中摸爬
滚打，参加过多个重大战争，对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的为建设祖
国无私奉献着青春，转业后继续贡献力量……为迎接抗战胜利70周
年，本报特开设《老兵》栏目，请您“归队”，讲述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1944年农历八月十三日，
八路军南渡进入豫西到达登封
后，何根毅看到他们集体唱歌、
说话和气，并向群众宣讲抗日
政策，便下定决心参加八路军，
抗日报国。

“由于哥哥已经牺牲，娘
不同意。”何根毅说，县政府
介绍他加入八路军豫西抗日

军政干校杨树林分校，听到
这个消息后，爹皱着眉头一
声不吭，娘拉着他的手哽咽
地说：“孩子啊，你哥哥不在
了，家里不能没有你。”他心
里酸酸的，但没有打消参军
的意念，最终顺利参军上学，
并跟随皮定均在登封进行抗
日斗争。

敬业实干 甘于奉献

立足本职 情系农业

世家宗风 星光璀璨

侠义之心 回馈社会

“1946 年的 7 月 13 日，我们从
霍山县南边的毛毯厂出发，以每昼
夜七八十公里的速度行进，争取突
围的最后胜利。”何根毅说，历时 24
天，行程 1500 公里，终于粉碎了敌
人的围追堵截，到达苏皖解放区。

当时，他们的长袖早已变成短
袖，长裤变成短裤，肿胀的双脚上包
着层层布条，身上全是血渍和污
泥。同志们个个眼窝深陷，眼珠充
满血丝，面孔又黑又瘦。当地群众
看到后都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你
们辛苦了，辛苦了！”

对于这件事，他在回忆录里写
道：“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
们胜利的源泉。”不久后，何根毅又
驰骋在华东战场、华北战场、西北战
场、西南战场抗美援朝战场。回顾
参军的种种，他讲道：“许多革命烈
士和战友，为国家、为人民解放事
业，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我们要铭记
历史，缅怀先烈，继承和发扬好优良
传统。”

“1946 年 6 月，震惊中外
的中原突围战打起。接到命
令后，6 月 26 日晚上，皮定均
旅长指挥我们离开驻地进行
突围，历经千辛万苦，躲过敌
人围追堵截，7 月 4 日到达立
煌县吴家店，休整3天。”何根
毅说，连续 7 天的行军，干粮
吃完了，鞋也不能穿了，脚上
磨出了血泡，他就把被单撕

成布条缠在脚上。
临走时，一位老大娘看

他光着脚，就拿出一双鞋说
道：“没有时间做新的，这双
鞋是我孩子穿过的，你穿上
它好走路。”何根毅推辞不
要，大娘却说:“你就是我的
儿子，穿上它。”他用双手接
过大娘手里的鞋，并喊了一
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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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亲”赠鞋 满怀真情

历经坎坷“父母”心疼

哥哥抗日战场牺牲，嫂子闻讯悬
梁自缢。何根毅誓死为哥报仇，
决心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何根毅是登封白坪乡沙过窑
村人，1928年出生于白坪乡
一户农民家庭，童年在东白坪
国民学校读书，1943年考入
中岳庙武陟中学。
登封播报 岳星朵 孙淑霞
通讯员 王云奇 文/图

“你穿上它，就是我的儿子！”
——登封老兵回忆中原突围战中老大娘赠鞋

老兵何根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