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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 5 月，日军侵
入潭头，制造了骇人听闻
的“潭头惨案”，其中有十
余名河大师生惨遭杀害。
从此，李红太的爷爷李永
信、伯父李忠贵和他祖孙
三代，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接力守护抗日遇难师
生墓70余年。

2015 年 10 月，“好农
民”李红太荣登“中国好人
榜”，荣获全国“诚实守信
好人”称号。中国文明网

“好人365”栏目日前对李
红太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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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社会组织进行年检的通告

（2016年3月1日）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和 《基金会管理条例》 有关社会组织

（含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年检的规定，现就
市本级社会组织年检事项进行通告：

凡2015年6月30日前在我市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自本
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前接受年检。年检资料请
登录洛阳社会组织信息网 （www.lyshzzxxw.com）“网上下
载”专栏自行下载，咨询电话：63940214。对无故不参加年
检或年检不合格的社会组织，将按照国务院有关条例规定依
法处理。

年检期间，按照民政部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实施
工作要求，将对已成立的社会组织进行新登记证书换发工作。

洛阳水生态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拟在洛阳
伊滨区伊东渠至伊河，永兴东街至永兴西街
之间中轴带内建设中央轴带水系景观绿地工
程，现申请该建设项目规划选址意见书。根
据国家城乡规划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洛阳市
城乡规划局现将该建设项目选址有关事宜公
示如下：

一、项目单位：洛阳水生态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二、项目概况：洛阳伊滨区中央轴带水
系景观绿地工程位于洛阳伊滨区中部，具体

选址范围为东至永兴东街，西至永兴西街，南
至伊东渠，北至伊河（不含商业服务业设施用
地等开发用地），用地规模以批准的用地坐标
图为准。

三、用地性质：公园绿地G1
四、公示时间：自登报之日起七个工

作日
五、监督电话：

洛阳市城乡规划局
63923831 63917263

洛阳市城乡规划局
建设项目公示

传统招聘、网络招聘，均面临招聘效率、质量“双低”的尴尬

午后的阳光洒落在滕岭村的百年古宅上，安静、平和。
一位八旬老太太，手扶拐杖，正独自坐在一座老宅门前

的台阶上，享受着午后的日光浴。（如图）“坐这儿晒晒太阳，
舒服。”老太太耳朵有点儿背，说话时故意放大了声音。

滕岭村位于汝阳县刘店镇，因老窝自然村古石村落而
闻名。去年年底，第三批河南省传统村落名录公布，我市
11个村落榜上有名，滕岭村名列其中。

老窝村盛产奇石，村子被群山包围，山为石头山，村民祖
祖辈辈靠山吃山。“这里的石材历史悠久，曾发现过2000多
年前人类所使用过的石器，也发现过1000多年前唐代中期
少数民族活动的遗迹。”该村村委会委员苗红伟说，村民修建
房屋就地取材，用石头打地基、垒墙、铺路，逐渐形成了奇特
的古石村落。如今，村子里还保留了一半儿这样的石头房子。

沿着村道往前走，是一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石头院
子，70岁的杜青川就住在这里。走进院子，笔直狭长的四
层院子让人为之一惊，一层层被岁月洗礼的石阶一路向上，
把一个个小院子和石屋串联在一起，让人一下子静了下来，
仿佛时光倒流一般。

“我的母亲活了94岁，她在这院子里住了一辈子。”杜青
川说，这个院子是祖辈传下来的，以前还有同族的兄弟一起
住，后来，家族成员逐渐搬出，他的两个儿子也外出打工，目前
只有他和老伴儿在这里居住，“房子住得越久，感情就越深”。

老窝村的石头院落随处可见。“这些年，有不少外地的
客商来开发我们村的奇石。”苗红伟说，但奇石开发成本高、
风险大，只有五六户村民参与。

60岁的姬小杰就是其中一户。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
始上山捡石头，逐渐完善装备、技术，丰富奇石知识，成了村
里的“奇石专家”。“现在到山上转一圈，我大概都能判断出
来有没有石头。”他说。

前段时间，村支部书记找到姬小杰，希望他能捐出几块
奇石，摆在刘店镇洪岭村恐龙园景区里，吸引游客到老窝村
观光。姬小杰很支持：“希望借助恐龙园景区的游客，来我
们这儿看古宅、买奇石，带动村子的发展。”

本报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李素云 文/图

滕岭村：石阶石屋蕴乡愁

“奶奶，我们来看您了！”
昨日，老城区亨通街3号，洛阳市第一中学“学雷锋小

组”的8名成员代表，像往常一样敲开了独居老人吉玉娥的
家门。他们不仅帮助老人打扫卫生，还为老人送去了一份
特殊的礼物。

1971年春，洛阳一中第1届“学雷锋小组”成立，几名
女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帮助军属和孤寡老人买菜、
做饭。45年过去了，雷锋精神在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中薪火
相传，接力火炬也已传递到第 22 届，参与学生 1000 余人
次，先后照顾了30多位老人。

吉玉娥今年90岁，每月靠低保维持生活。从2009年
起，第16届“学雷锋小组”的成员开始照顾她。去年重阳节，
同学们去看望她时，老人遗憾地说：“孩子们，你们经常来看
我，可我年纪大了，腿脚不便，想去看你们却看不成……”

回来后，同学们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帮老人实现心愿：
“可以把这些年我们照顾奶奶的照片做成影集，这样，奶奶
就可以天天‘看见’我们了！”今年开学前，他们精心挑选了
30多张照片，并拿出零用钱到影楼做了一本影集。影集的
封皮上还写上了大家的心里话：这些年，我们一同走过。

昨日，当同学们把影集送到老人手中后，老人激动地合
不拢嘴。她仔细翻看着上面的照片（如图），并和同学们一
起回忆过去的时光。本报记者 王晓丹 通讯员 刘岩 文/图

洛阳一中“学雷锋小组”为独居老人
送去特殊礼物——

这些年，我们一同走过

本报讯 洛阳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积极落实市委工
作部署，日前成立了“保节会、保投资、保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落实。

2016年，是洛阳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并购年”，
也是洛阳旅游事业“出形象、见成效”的关键年。为此，领导
小组制订了集团 2016 年“三保”工作的年度规划，将确保
第 34届牡丹文化节开幕式、中原美食节、音乐节等项目的
相关工作落实到位，力争实现第一季度“开门红”，为圆满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将快速、有序地推进
项目建设，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难点问题，助推我市文化
旅游产业开创新局面。 （朱丹青）

洛阳旅发集团成立
“三保”工作领导小组

保节会 保投资 保扶贫

优化模式是关键 精准对接是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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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者登台献艺，招聘方高薪抢
人……近日，新区一家大型购物广场上
演了洛阳版“职来职往”。在2016年共
青团洛阳市委服务青年创业就业“职动
青春”活动中，“‘职’面伯乐”现场招聘
秀吸引了众多求职者和市民的关注。

进入2016年，招聘模式有了哪些变
化？招聘平台如何转型，才能让千里马
和伯乐更快“看对眼”？

直面企业负责人，秀才华赢职位
舞台上，求职者使出浑身解数展现

自己；舞台下，各家招聘企业抛出“高
薪”“精品岗位”“带薪休假”等筹码争抢
人才。“‘职’面伯乐”现场招聘秀一开

始，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从嵩县赶来的 90 后小伙张楠第一

个登台，在自信流利的自我介绍之后，
他还带来了一段演唱。“能够同时在 30
多家企业负责人面前展现自己，这机会
太难得了，我当然想把最好的自己展现
出来。”张楠说。

面对求职选手，职场达人们分别进
行了职业技能考评并提出宝贵意见，最
后决定是否为选手提供工作机会。

在这一环节，一名曾做过房产销售、
意向岗位是营销经理的选手被要求现场
模拟售房。虽然在即兴模拟的3分钟里
他的推销并没有成功，却受到了多个职场
达人的褒奖：“坚持，不怕被拒绝”“很热

情”“有服务意识”。这些营销人员的必备
素养，让他收获了两家公司提供的岗位。

多家企业提供职位，就业导师会根
据选手特点和职位给出建议，意向企业
则给出薪资待遇，最终去哪家企业则由
求职者决定。

吸引目标群体，提高择才精准度
我市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业务总监

赵鹏表示，除了传统的招聘会，网上招聘
受到更多人关注，但两者各有利弊，市场
也在期待更优化的招聘形式出现。

“近几年，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双方
的需求变化很快，招聘形式也要不断推
陈出新。”连续多年组织新春招聘会的
团市委青农部部长温利涛坦言，2013年
以前，传统招聘会几乎场场爆满，之后
人气逐渐下降，对于优秀企业和人才的
吸引力明显下降。

“如何吸引优秀企业和人才？现场
招聘秀就是提高择才精准度的一次试
水。”温利涛说，提前通过网络发布“英
雄帖”，5000元的薪酬门槛筛选出有实
力的企业和精品岗位，同时吸引目标人
才；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和面对面舞台展
示能够让企业直观了解求职者的综合
素质、职业特常，从而解决招聘难中“待
遇与资源错位”的问题。

“求职者掌握主动权的形式，更能
吸引到精英人才。”我市一家牡丹企业
运营总监马少辉说。

优化招聘模式，满足市场需求
近年，网络招聘随着求职者的盲目

海投，海量简历一定程度上成为“企业
招聘之痛”，也成为阻断人才和用人单
位匹配对接的茫茫海洋。因此，网络招
聘和传统招聘一样，遇到了招聘效率和
质量“双低”的困局。

那么，招聘平台如何转型，才能让
供需双方对接成功率更高呢？

一家人力资源公司业务部经理司
胜远建议，招聘平台应进行全方位覆
盖，融入当下热门的移动互联技术，将
网页、移动端和现场招聘有机结合，形
成扫描二维码查看个人简历和企业信
息，双方能够即时在线互动交流的高效
模式，真正实现“互联网+招聘”。

在我市从事多年人才服务工作的
郭瑞峰表示，实现求职者与招聘方精准
对接，还需要有大数据思维。他认为，
未来的招聘平台应转型为个人职业发
展平台——建立人才数据库，在求职者
找到工作后继续延伸服务。比如，评估
并提升其职业价值、获得更多人脉和资
源等，以便更高效地把合适的人送到合
适的岗位上。
本报记者 李冰 通讯员 秦卫红 文/图

年幼时 跟随长辈上坟
祭祀，立志做好人

1971年，李红太出生在栾川县潭头
镇石坷村。每年春节前后和农历二月
二、十月初一，他都要跟着伯父和父亲
上山祭祖，除了自家的祖坟，还要到看
花岭上上坟。

随着年龄增长，他逐渐从伯父李忠
贵和父亲口中，得知了看花岭上那几座
坟茔的事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
保存河南高等教育的火种，河南大学在
先后辗转至豫南鸡公山、豫西南镇平等
地后，于 1939 年 5 月来到潭头镇继续
办学。

1944年5月15日，日军侵入潭头，
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潭头惨案”。当时，
河大师生共计16人被杀害，25人失踪。
当天，李红太避险回来的爷爷李永信在
村边野枣林附近，发现了3名河大师生，

其中2人已经死亡，另1人身受重伤。
悲痛之余，李永信等人将他们抬回

家中，并对负伤的学生进行照料。然而，
由于伤势严重，三天之后，那名学生也在
极度痛苦中死去。这3名河大师生分别
是：吴鹏，河大农学院森林系助教；辛万
龄，法律系学生；朱绍先，文学院学生。

后来，李永信与村民们一起，流着
泪将 3 名师生的遗体埋葬在看花岭上。
同时，他还找来三块砖，刻上姓名后分
别埋于坟前。

这时，李红太才知道，看花岭上的
坟并不是自家的祖坟，而是河南大学遇
难师生的坟茔。“爷爷在世时经常说，我
们不能让他们成为孤魂，应该像对待自
己的亲人一样对待他们。”李红太说。

长大后 和母亲一起守墓
上坟，传承义举

2015 年 11 月 12 日（农历十月初

一），寒衣节，李红太像往年一样，提前
把自己每个月仅有的四天假期调到这
天，冒雨赶回石坷村为河南大学遇难的
抗战勇士上坟。

那天一大早，李红太在潭头镇购买
了苹果、香蕉等水果，以及香烛、冥币、
五彩纸衣等，骑着三轮车回到了石坷
村。上午，他和母亲胡爱竹老人一起，
下厨炸了祭祀用的油条、油角，蒸了馒
头。中午过后，天下起淅淅沥沥的小
雨，李红太提着一个大篮子，胡爱竹提
着两大兜子的祭品，沿着蜿蜒的山路来
到河南大学潭头惨案纪念园。焚香、摆
供品、烧纸，然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
躬。最后，他们还对
墓园周边进行了清
扫、整理。

这是李红太守墓
祭祀的一个场景。这
样的场景，十年来他

从没有间断过——每年的春节前后、农
历二月二、十月初一，无论李红太在哪
里都会回家祭祀。

现如今 积极宣讲河南
大学在潭头的故事，守护忠诚

1998年，潭头镇政府出资在看花岭
上栽下 1 万余棵柏树；2005 年 9 月 17
日，“河南大学潭头惨案纪念碑”在石坷
村 看 花 岭 上 的 死 难 师 生 坟 前 落 成 。
2015年5月，潭头镇政府出资近5万元，
对坟墓周边进行了修缮；7月，潭头镇政
府又将原有的河南大学抗日时期潭头
办学纪念馆重新扩建，用400多幅河南
大学在潭头办学期间的珍贵资料图片，
记录了那段惨痛的历史。

由于见证和参与了诸多重要事件，
进一步坚定了李红太为勇士守墓的决
心。同时，他也多了一项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为前来凭吊的人讲述河南大学
在潭头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
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现如今，每年都有数千名的河南大
学师生在此祭祀悼念，全县各乡镇、县
直各单位的人员也经常到看花岭上缅
怀历史；只要接到电话，他都会想尽一
切办法，赶回去讲解，从不怕麻烦。

“现在，知道这段历史的人越来越
少了，我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这段历史传
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这
是李红太最朴素的心声。

（文网综）

“好农民”李红太：

祖孙三代接力守护
抗日遇难师生墓70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