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地下党放过哨，做过解放军后勤，当过街道主任

王花枝:一生勤勉为民忙
快一个月了，北大街道办事处玉皇

阁社区健康巷的冯丽艳一家依然沉浸
在王花枝老人去世的悲痛之中。 他们再
也无法听老人讲过去的往事，只能在在
回忆中感受老人光辉传奇的一生。

抗战时期，为地下党放哨

王花枝的丈夫冯子昌和王花枝同
年出生。 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是我党的
交通员。

王花枝的大儿媳、74岁的杨学英告
诉记者，有一次，冯子昌在家里和另外
一名地下党商量事情， 为了安全起见，
让王花枝在门外放哨。 王花枝接下任务
后，打起十二分精神仔细观察着周围的
环境和来往的路人。

突然，她发现远处有两个男人朝自
己走来，出于高度的警惕，她仔细打量
着这两个越走越近的男人。 猛然间，王
花枝发现其中一个男人的腰间藏有形
状似枪的东西，于是赶紧回家告诉冯子
昌，二人立即离开。 由于王花枝及时发
现敌人，冯子昌他们顺利逃过一劫。

太行山上，给部队做军装

后来， 冯子昌跟着刘邓大军打仗，
很久没有和王花枝联系。 驻守安阳的国
民党知道冯子昌是共产党，派人到安阳
市郊的枯河村烧了他家的房子，还把王
花枝的婆婆抓起来毒打一顿。 无家可归
的王花枝跑到太行山当上游击队员。

王花枝的三儿子冯国涛说，他母亲
在山上主要给解放军做军装，做得很认
真，生怕穿着不舒服。 由于敌人经常进
山搜查，当时两岁多的大儿子跟着王花
枝经常上山隐蔽。“一次转移中我大哥
丢了，晚上，我妈妈的战友和民兵打着
马灯四处寻找，却找不到。 他们都以为

我哥被狼吃了，我妈偶然得知，我大哥
被一名大夫捡到了。 ”冯国涛说。

后来，王花枝来到这名姓薄的大夫
家领孩子。 当薄大夫了解情况后，对王
花枝说：“你们打游击到处跑， 不方便，
就把孩子放我家吧。 ”就这样，王花枝的
大儿子认薄大夫为干爹，在他家住了好
长一段时间。

解放之后，为人民服务

就这样，王花枝和战友们一直在太
行山上打游击直到解放。 解放后，王花
枝被选举为枯河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开始了为人民服务的新篇章。 在今天的
枯河村村委会的墙上， 还清晰地写着：
“第一任村支书：王花枝”。

由于丈夫冯子昌调到许昌工作，王
花枝夫唱妇随来到许昌。“我母亲一直
从事居委会工作，她先后做过居委会主
任、党支部书记。 ”冯丽艳说。

经过多方打听，记者联系到和王花

枝共事十几年的老同事———70 岁的张
爱香。 据她介绍，王花枝在工作上认真
负责，很讲原则，在当地居民中很有人
缘。 退休后，王花枝主动发挥余热，继续
在居委会帮忙。

老人安静地走了， 据她的子女讲，
老人是个低调的人，她从不轻易给大家
讲她年轻时的故事。 如今，老人与世长
辞，我们只能从她子女的口述中，点点
滴滴的回忆中，尽力还原老人革命的一
生，光辉的一生。

链接：王花枝，女，生于 1924 年 5
月，卒于 2014年 5月，安阳人。 1942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上太行山打游
击，参加过武工队，解放后随丈夫冯子
昌到许昌工作，1962年起一直在居委会
工作。

□ 记者郭剑

冯子昌、王花枝夫妇和孩子们在一起。

温馨家庭彰显人间真爱
———记区“最美家庭”获得者霍会军

在新兴街道办事处运粮社区日月
苑小区，说起“最美家庭”霍会军一家，
邻居们都赞不绝口：“他们家是一个充
满温情、亲情的大家庭，温馨和睦，妻贤
女孝。”5月 26日，记者走进霍会军家中
进行了采访。

妻子贤惠，家庭和睦

霍会军是许昌日月机电有限责任

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的一名物业人员，今
年 49岁，妻子周燕是一名下岗工人。

1989年年初，霍会军从部队转业到
许昌， 在原许昌日月机电厂保卫科工
作。1990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周燕。相处
一段时间后， 霍会军感到周燕是个懂
事、善良的姑娘。 1991年的阳春三月，霍
会军和周燕喜结秦晋之好。

夫妻二人结婚 20 多年从未红过
脸。 一有空闲，霍会军就主动帮助妻子
拖地板、洗衣服。 不忙的时候，周燕会精
心做上一桌子饭菜，等候丈夫的归来。

女儿霍婷婷乖巧懂事， 体贴父母。
参加工作之后，霍婷婷用第一个月的工
资为爸爸买了一件衬衣，为妈妈买了一
双鞋子。 女儿的懂事、乖巧，让霍会军夫
妇倍感欣慰。

照顾岳父,以尽孝心

霍会军的岳父、 岳母身体不是很
好，为了更好地照顾岳父、岳母，夫妻俩
拿出积蓄，在日月苑家属院为老人购买
了一套 80多平方米的房子。

2012年 6月的一天深夜，霍会军的
老岳父如厕时不慎摔断胯骨，不知所措

的岳母匆忙爬到四楼，喊醒熟睡中的霍
会军。 霍会军二话不说，背起 80多公斤
重的岳父就走， 在邻居何子文的帮助
下，把老人送到医院。

交费、检查、拿药，等老人躺在病床
上输上液， 霍会军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趴在老人的病床前迷迷糊糊睡着了。 朦
胧之中，霍会军听到有人问岳父：“这是
你的儿子吗？ ”老人很骄傲地回答：“这
是我的女婿。 ”

帮助邻里，共建家园

一个家庭的温馨和睦，离不开和谐
融洽的邻里关系。 在街坊邻居心目中，
霍会军一家人是家属院里的热心人。 邻
居们谁家有了困难，他们都会主动伸出
友爱之手，慷慨相助，为大家排忧解难。

日月苑家属院二号楼的居民王金
忠老人今年 75岁，和老伴儿一起居住。
因为与自己同住一幢楼，霍会军就主动
承担起帮助老人买东西、倒垃圾、疏通
下水道等琐碎的事情。

霍会军说：“我们家是个与人为善
的普通家庭，家风淳朴，传统而又时尚，
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进取心和爱心。 ”

霍会军幸福的三口之家。 （资料图片）

□ 记者冯子建

“一元大娘”
感谢身边好心人

本报讯（记者 郭剑 通讯员
信松岭） 5月 30日，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一元大娘”、家住西关街道办
事处许烟社区的退休教师张淑英
给记者打来电话，称她要感谢身边
好心人的无私帮助。

张淑英老人经常帮助乘公交
车的市民换零钱，方便他们乘坐公
交车；她抄写常见错别字送给老师
和孩子的家长，许多人学到不少知
识。 她得到很多人的称赞，大家都
很感谢她， 如今她要感谢别人，这
是怎么回事呢？
“我要感谢小区门口的许昌魏

都农村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 ”张
淑英老人告诉记者。 原来，为了准
备足够的零钱， 方便帮助乘客兑
换，张淑英每周末都到许昌魏都农
村商业银行华佗路分理处兑换零
钱。 这里的工作人员特别热情，每
次都及时给她兑换。

该分理处工作人员于向华向
记者介绍，张淑英老人第一次来换
钱，他们就认出她就是被报纸广为
宣传的那位老人。出于对老人的尊
敬，他们尽量满足老人的愿望。“我
们知道老人每周末来换钱，就提前
把零钱准备好。 有时没有零钱，我
们想方设法解决。 ”于向华说。

许昌市实验小学铁西校区的
何淑娜老师，也是张淑英老人要感
谢的人。 老人讲，由于这个小学是
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离家又
近，她就想把常见错别字表送给这
里的老师和孩子们。

据何淑娜讲，张淑英老人的行
为令她非常感动， 她想帮帮老人，
既减轻老人的劳动量，又满足老人
广为散发的心愿。 于是，她就按照
老人写的常见错别字表，用电脑打
印出来并复印许多份，抽空分发给
学校的班主任，让老师在班里给学
生讲解。“举手之劳，还是张老师的
行为打动了我。 ”何淑娜说。
“我总是遇见好心人。”张淑英

说，“我要向他们学习。 ”

家庭起纠纷
社区帮调解

本报讯（记者 郭剑 通讯员 王
莲花）“我儿子不照顾我，你们管管
吧！”前几日，家住民声巷的刘老汉
向社区工作人员哭诉道。

北大街道办事处玉皇阁社区
主任李彩伦赶紧请老人坐下，并给
老人倒上水。 原来，80多岁的刘老
汉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目前他
跟着女儿生活， 儿子天天忙着上
班， 只有在双休日才来家里看望
他，他感觉儿子不关心他。

李彩伦一边听刘老汉倾诉，
一边询问刘老汉儿子、 女儿的电
话，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们。 一
个小时后，刘老汉的女儿和儿子先
后赶过来。 李彩伦请他们坐下，说
出老人的不满。刘老汉的儿子告诉
李彩伦，他父亲多次到他单位找他
们领导。“我工作很忙，周末我一有
空就去看他，他有什么事可以给我
打电话嘛。 ”刘先生说。

李彩伦听完三人的叙述后，
一方面劝刘老汉有什么困难就请
社区帮忙，不要总去儿子的单位哭
闹，影响孩子工作；另一方面，子女
不仅要关心老人的衣食住行，还要
关心老人的精神需要。
经过 3个多小时的细心交流，

老人的心情慢慢平静了，老人的子
女也对父亲保证以后多关心他。

（资料图片）

2014 年 6 月 3 日 星期二
值班总编 张德玉 编辑 冯子建 热线电话 3361234 E-mail:jinriweidu@163.com邻里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