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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韩琦，中共党员，离休干部，生

前曾任洛阳市妇联副主任，因病于2014

年10月24日15时去世，享年86岁。定

于10月28日8时30分在洛阳殡仪馆永

安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请亲友于当日7

时30分在行署路2号院门口乘车前往。

子：张克 媳：沈桂芳

张建 李素霞

女：张代会 婿：陈榴

携孙辈 泣告

刚刚过去的双休日，大家沐浴在暖阳下，享受惬
意的秋日时光。

然而，昨日 14 时 50 分，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
色预警，预计未来 24 小时内除栾川外我市大部分
地区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 5 级，阵风 6 级到
7 级。

气象部门提醒，大风期间，市民尽量少骑车出
行；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逗留，关
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
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
建筑物资；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采取
回港避风等应对措施；有关部门和单位注意森林
防火。

气象专家介绍，冷空气南下为我市带来明显降
温和大风天气，今天白天市区最高气温将由昨日
的 27℃降至 15℃，未来几日最高气温将徘徊在
13℃至 17℃。此外，本周还将出现几次弱降水天
气过程。

具体预报为：今天全区晴天转阴天，夜里大部
分 地 区 有 小 雨 ，东 北 风 4 级 左 右 ，气 温 9℃ 到
15℃；明天全区阴天有小雨，气温 8℃到 13℃；本
周未来几日将以阴雨相间天气为主，气温将持续
走低。

大风 天 气 ，出 门 最 好 戴 口 罩 ，保 护 口 鼻 健
康。若有异物入眼，为防异物划伤角膜，千万不
要揉眼睛，可以多眨眼，促进泪液分泌将异物排
出。大风还会加速皮肤水分流失，应注意保湿。
大风过后降温幅度达到 10℃，气温骤降易导致
感 冒 等 疾 病 发 生 ，专 家 提 醒 市 民 及 时 增 添 衣
物，年老体弱者应适时穿上针织衫、毛衣等，注
意防寒保暖。

本报见习记者 李冰 通讯员 禹东晖

今日大风降温
本周阴雨相间

目前，在洛阳郊县承租土地发展都市生态游的
现象十分普遍。

然而，一些经营主体在短期内尝到甜头的同时，
产品单一、经营模式落后等问题随之产生。发展“生
态游”亟待创新。

旅游内容要创新。发展“生态游”不能千篇一
律，要为游客提供多层次、全方位、高品质的休闲服
务，大胆创新，力争使产品多样化，让游客有看头、有
玩头、有兴头。

发展思路要创新。有些地方发展“生态游”盲目
跟风，同质化严重，很容易让游客产生“审美疲劳”，
不妨让眼界再开阔些、思路再新颖些。比如，你种草
莓，我可以种樱桃；你搞采摘，我可以将土地租给游
客自己种植，体验稼穑之乐；你经营农家菜，我可以
散养家禽……

发展模式要创新。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
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经济，只有敢创新、善创新，才能
形成比较优势，赢得口碑。发展“生态游”，不妨跳出
观赏—采摘—就餐的单一模式，借景造力，无中生
有。比如，可以把荒山、荒沟建成红叶山、红叶谷，建
设集观赏、游玩、影视拍摄于一体的影视基地，让“生
态游”上层次、上水平，效果会更好！

创新才可持续，创新才能为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生态游”亦如此！

《河洛谈》欢迎广大读者对洛阳的大事小情发表
真知灼见。投稿地址：洛阳市开元大道218号报业
大厦20楼洛阳日报评论部。邮编：471023。电子
信箱：dengdehong@163.com。官方微博：@洛
阳日报。微信公众账号：lyrb0379。

“生态游”要善创新
张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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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0月25日，我市近百名志愿军老兵齐
聚周王城广场，一起唱着歌，共忆那段
峥嵘岁月。洛阳市老战士联谊会联络
处主任孙铁庆说，在当天到场的老兵
中，年龄最大的 87 岁，大家借此激发
市民的爱国热情。 记者 王蕾 摄

同唱经典歌曲
共忆峥嵘岁月

老人跌倒，该不该救？偃师市人民医
院神经外科护士陈静杰，用行动做出响亮
的回答。

8月19日，她经过顾县镇310国道与
洛偃快速通道交叉口时，看到一位老人躺
在地上，头部出血。她立即拨打 120，并
帮老人止血，直到救护车赶到。她因此被
网友赞为“偃师女英雄”。

“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
见到 27 岁的陈静杰时，她正在神经

外科重症监护室护理病人。对于网友的
评价，她淡淡地说：“这有点夸张。救死扶
伤是我的天职，我们每天都在抢救病人，
那天只不过地点不在医院。”

8 月 19 日的事情是这样的：当天 11
时许，顾县镇 310 国道与洛偃快速通道
交叉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位受伤
的老人横躺在马路中间，头部大量出

血。下夜班回家的陈静杰路过此处，迅
速跑到老人跟前，见老人头部、口腔及耳
孔一直不停地流血，她判断老人头部受
创严重。

她立即拨打 120，并将老人身体平
放、用毛巾按压头部伤口，防止流血过多
或窒息。十多分钟后，救护车赶到，陈静
杰帮医务人员把老人抬上车后，默默离
开了。

护士就是病人的家属
2008 年，陈静杰成为偃师市人民医

院神经外科的一名护士，主要负责重症监
护室的工作。

这里的病人大多昏迷或意识不清，
每天上班，陈静杰不仅要密切观察病情、
认真做好治疗，还担负着患者的鼻饲管
注食、排泄护理、翻身、叩背、肢体按摩等
工作。

工作期间，陈静杰格外认真，用她自
己的话说，“如果出现一点疏忽，就会导致
病人病情不稳定甚至死亡”。

曾有一名脑出血的病人，意识昏迷，
大小便失禁，每天需换洗床单10余次，陈
静杰从不嫌弃。有很多次，病人的痰液及
呕吐物溅得她满身都是，但她从未有过犹
豫。病人家属拉着陈静杰的手，感激地
说：“我们做儿女的也未必能这样做，太谢
谢你了。”

坚持时时处处做好事
在神经外科，有一个“日行一善”的记

录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关于陈静杰的
记录：1 月 16 日，拾金不昧；3 月16 日，公
交车上为老太太掏车费；5 月 11 日，小孩
玩耍时摔伤胳膊，主动为其包扎……令
人感动。

一年冬天，事发时已是凌晨一点多，

急促的敲门声将睡梦中的陈静杰惊醒，原
来是邻居家的小孩因腹股沟疝气哭闹不
止，她马上披上棉袄跟随患者一家赶往医
院就诊。为防止患者发烧感染，医生给予
复位保守处理。此间，患儿疝气屡次复
发，陈静杰夜里不知被叫醒多少次。

此外，陈静杰还利用休息时间，经常
为村民们测量血压、血糖，为他们普及健
康知识……

“不管身上是否穿着护士服，都应该
持有爱心。白衣天使不只在病房，而应
出现在每一个大家需要的地方。”陈静
杰说。

本报记者 王晓丹 通讯员 穆宝华

陈静杰：白衣天使不只在病房

龙门壹号协办

近日记者采访志愿军老兵，翻阅珍贵的战场日记——

发黄的日记本 难忘的烽火岁月
10 月 25 日是抗美援朝战争纪念

日。近日，记者采访了多位志愿军老兵，
寻找 60 多年前那段烽火岁月的印迹。
除了各式各样的军功章、纪念章，两位志
愿军老兵的日记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在一页页发黄的纸张上，一排排蓝黑色
的钢笔字，仿佛穿越时空，把我们带回炮
火连天的战场……

“回想以前我们和敌人打仗的时候，比这
艰苦几倍，很多同志牺牲负伤，都是为中国人
民和平幸福而牺牲流血的。”1951年8月2日，
19岁的王兰居在日记里写道。

王兰居，山东菏泽人，1948 年参加解放
军三野六纵队。1951 年 5 月，他随部队入
朝，是空军汽车团通讯班里的通讯员。

在朝鲜战场上，近一点的驻地间用电话
联系；远一些的，靠通讯员人工传递讯息。王
兰居在通讯班里是唯一会骑自行车的，骑车
送信成了他的工作常态。

“1951 年 8 月 1 日，星期三，雨。下山时
脚踏和车闸坏了，只能推着走。”

“1951年8月4日，星期六，雨。我疲劳得
要死，今天再去的话，可能吃不消……车子光
捣鬼，路上不知掉了多少次链子，没法走了。
我身上光骑车子就负了好多伤……”

“1951 年 8 月 9 日，星期四，晴。今天十
点钟出发，爬山越岭，我的车子像飞一样，公
路两侧的树一棵棵向北倒……”

王兰居描述，由于驻地间相距远，都是
山路，他有时候骑得两腿抽筋，只好骑一段
推一段。有一次，王兰居骑了 130 公里，去
38军送信，那顿大米稀饭和香肠的美味令82
岁的老人至今难忘。

虽不直接参加战斗，但他的工作充满危
险。王兰居回忆，那时，美军飞机常成群低
飞，机枪扫射、空投炸弹……这点在王兰居
的日记里有体现。

“1951 年 8 月 9 日，星期四，雨。走到顺
安机场，敌机来捣乱，往下扔了一个炸弹
……我要牺牲的话，同志们会说：不是叫特
务干掉，就是被飞机打死。”

“一开始比较紧张，后来见多了，就掌握
了躲避轰炸的办法。炸弹有惯性，飞机离得
远时比较危险，得朝两侧跑；要是在头顶上，
反而安全。”王兰居说。

1952年年底，王兰居随部队回国。1954
年，空军汽车团抵达洛阳，王兰居在洛阳定
居。只上过一年半学，但经过刻苦学习王
兰居出过诗集，还担任着数个诗词学会的
会长。

“1952 年 10 月 25 日。‘快到祖国
了！’凌晨两点一刻，副指导员和二排长
的声音把我们惊醒。前面就是鸭绿江
大铁桥，同志们都醒了，透过车窗，模糊
看见鸭绿江水在流动……凌晨六点，同
志们都起来了，兴奋地说：‘回到我们伟
大的祖国了！’有同志提出唱首歌，我
起了个头，打着拍子，一首《歌唱祖
国》，大家唱得格外整齐有力……”

翻开焦金海老人的日记本，扉页
上写着“永远是战斗队”几个大字，旁
边贴着一张军装照。

85 岁的焦金海是孟津会盟人，少
时随爷爷去外地投奔亲戚，曾上过初
中和一年半高中。1949 年 5 月，他在
湖北参军。1951 年 3 月，他随部队入
朝，先后在志愿军27军79师警工营二

连任文书、文化教员。
焦金海说，文化教员主要教战士

们认字，组织文化娱乐活动，活跃战士
们的情绪，提高战斗力。战事不紧的
时候，在军事训练后，他就在山坡上教
大家认字、唱歌、跳舞。他们还自创了
一种“坑道舞”，后被师文工团推广。

老人的日记不多，主要是在部队回
国前后写的。在他的日记本上，留存有
1952年10月13日，24军70师工兵二
连与他们换防时的情景。

“1952年10月14日，天阴沉沉的，
人马沿山沟走了出来，分散在黎洞山两
侧，静候出营的命令。兄弟部队热情欢
送，他们背着我们的背包，不肯松手
……出营时间到了，我们要走了，他们
才把东西交给我们。部队浩浩荡荡向

前挺进。开始下雨了，越下越大，山间
小路，泥泞难走，三步两摔，腿跌破了，
爬起来忍痛继续前进……”

“1952年10月23日。晚上十点到
达宿营地——熙川车站附近。出发
前，各班讨论了乘车纪律和注意事项，
为顺利登车，每排做便梯一个。”

老人说，回国前，部队强调了行军
纪律，还要评定“行军优胜旗”。

10月25日，和焦金海老人特别有
缘。1929 年的那一天，他出生；1952
年的那一天，他从朝鲜凯旋。

本报记者 陈曦 郭宁康 文/图

生日那天，回到祖国

骑车送信，出生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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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金海在看日记

纸张发黄的日记本

焦金海日记本扉页上写着“永远是战斗队”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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