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河南明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丢失1份开具给中国水利
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的
收据，编号：3849581，金额：
537712.11元，声明作废。

◆宜阳县白杨镇陡沟村村
民委员会丢失宜阳县村级经费
专用收据1份，开具日期：2018
年 8月 27日，编号：0004511，
金额：14200元，声明作废。

◆郭飞丽购买洛阳正大国
际广场东区6-1-1611号房的发
票丢失，发票号码：00938182，发
票代码：241001110070，金额：
228813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洛阳市老城大莹服装店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店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华阳门市部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门市部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编号为P410342485，姓
名为张砚非，出生日期为2015
年 5月 2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R410442420，姓
名为石乐柠，出生日期为2018
年 1月 2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洛阳烯望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捌仟万元减为贰仟万
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声 明
我公司与杜伟峰所签《门市

协议》于2019年11月25日终止
且不再续约。此日之后，杜伟峰
无资质以我公司华阳门市进行
招徕、咨询、出具收据等所有旅
游业务相关事项，特此声明。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编号为O410428367，姓
名为李易宸，出生日期为2014
年 5月 1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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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 岁参加拖拉机手培训开始，梁军似乎
已经把拖拉机当成了她的精神家园，而“东方
红”，则是这座精神家园里的“标志性建筑”。
她说过，中国一拖是民族企业的光荣，每次农
机展览会上，如果看不到中国一拖的产品，她
就会不高兴。

梁军还曾表示，中国一拖就是她的“第二个
家”，她真的很想再来中国一拖看看，如果身体好
起来，她一定要再“回家”，一定要坐一坐中国最
先进的动力换挡拖拉机。

可惜天不遂人愿。得闻噩耗，中国一拖党
委、集团公司迅速向梁军老人的家属发去唁电，
中国一拖党委书记、董事长黎晓煜敬献花圈。中
国一拖特派代表郑文华专程到梁军家中向老人
遗像三鞠躬，向家属表示慰问。

16日上午，梁军的追悼会在哈尔滨市殡仪馆
德政厅举行。中国一拖特派代表郑文华和现场
200多人参加了梁军同志的追悼会。

中国一拖宣传人员周双雪曾在2015年企业
建厂 60 周年期间远赴东北拜访梁军，她至今还
记得当时老人因为刚出院不久，婉拒或推迟了许
多家媒体的采访。一见面，老人就拿出一本《东
方红记忆》，兴致勃勃地向远方来客讲述自己和
中国一拖的故事。

中国一拖发去的唁电中写道：作为新中国第
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同志是一拖荣誉职工，与

“东方红”结缘60 余载，为中国一拖乃至中国农
机化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她先后在 1962 年、
1995年和2010年三次来到中国一拖……她的逝
世是中国农机工业的重大损失，她高尚的爱国主
义情操，努力拼搏、永不服输的工作作风，健康达
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是我们每一名职工学
习的榜样。

中国一拖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农机行业及
中国一拖广大职工，将继承梁军同志未竟事业，
努力拼搏，开拓创新，为不断推进中国农机化事
业的发展壮大而努力奋斗！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陶建华 周双雪

1959年首次开上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曾三次来洛走进中国一拖，
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一生与“东方红”结下不解之缘

人民币上女拖拉机手与 的毕生情缘东方红
14日13时许，新中国第一位女拖

拉机手，也是我国第三套人民币一元钱
上的标志性人物梁军在哈尔滨逝世，享
年90岁。

作为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的荣誉
职工，自1959年首次开上东方红54履
带拖拉机，到此后的数十年间，梁军曾三次
来洛走进中国一拖，并自豪地向习近平
总书记介绍“东方红”。

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与新中国
第一个自主农机品牌“东方红”，他们的
名字连在一起曾传遍神州大地。作为时
代的象征，两者建立了60余年的友谊，
也见证了我国农机产业的蓬勃发展。

对于中国一拖的广大员工来讲，1月14日是个令人悲伤
的日子。

当日晚上，哈尔滨日报社旗下公众号发布通讯《“人民币
女郎”哈尔滨人梁军去世》。据文中所述，14日13时许，新
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第三套人民币1元纸币的“人民币
女郎”、哈尔滨市农业农村局离休干部……拥有多个头衔，为
中国农机事业奉献一生的梁军病逝于哈尔滨，享年90岁。

消息飞速传播开来，许多中国一拖职工自发在朋友圈写
下悼念文字，纪念这位与“东方红”结下不解之缘的传奇人
物。作为中国一拖荣誉职工，梁军自 29 岁那年开上“东方
红”拖拉机后，便成为“东方红”的“铁杆粉丝”。她曾多次来
洛参观我国农机产业的最新进度，并在国家领导人面前宣传

“东方红”。这种情谊伴随老人一生，其子王燕兵表示，母亲
生前每当别人提及她的女拖拉机手身份，总会特别开心。

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与新中国第一个自主农机品
牌“东方红”绵亘数十年的友谊，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还要从
那个熟悉的画面说起。

出生于黑龙江省明水县的梁军在18岁那年，报名参加了
由黑龙江省委举办的拖拉机手培训班，是当时70多个学员
中唯一的女生。结业后的梁军投身北大荒开发建设，1950年，
以她名字命名的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成立，当时她们
开的拖拉机，各国产的都有，以至于梁军经常打趣说：“天天
开‘联合国’，什么时候能开上中国自己制造的拖拉机啊？”

梁军的愿望在1959年终于实现了。那年11月，第一拖
拉机厂刚刚投产，就向北大荒运送了13台东方红54履带拖
拉机。当时黑龙江省政府领导找到梁军，希望新中国第一位
女拖拉机手开上第一台新中国制造的拖拉机，她一听说拖拉
机的牌子是“东方红”，就“打心眼里感到亲切，忍不住想象着
它的样子”。

在后来专门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梁军按捺不住激动，跳
上“东方红”兴奋地兜了一圈，随后开着拖拉机走在队伍最前
面，这张画面被一名记者拍下并发表出去，照片随即红遍中
国。此后她的形象更是作为原型，印在第三套人民币的一元
面值纸币上广为流传。

从1959年到1962年，在黑龙江省驰骋的“东方红”拖拉
机越来越多。1962年春天，已是全国人大代表的梁军申请
到中国一拖考察，同时购买拖拉机配件。

在得到肯定的回复后，梁军随即坐上火车来到洛阳。在
企业内，已与“东方红”相识数年的梁军像个“好奇宝宝”，她
在厂区内试驾刚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到生产车间了解拖拉机
零件的加工工艺，与工人们交流生产经验和机械技术……对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这是梁军初次来到中国一拖。

“临走时，她要了30套履带拖拉机配件。没过几天，中
国一拖就把零件发到了哈尔滨。”梁军的外甥女武亚杰说，梁
军平时特别喜欢跟人念叨这一段。

等到1995年中国一拖建厂40周年庆典，在策划谁来为
典礼剪彩时，大家又一致认为梁军是最佳人选。于是国庆节
那天，梁军和当时的中国一拖领导一起为第100万台拖拉机
下线剪彩，并在会后参观了当时中国一拖的新设备、新厂房，
还开着这台拖拉机在厂区行驶了一段。

2010年6月，当听说中国一拖能够代表中国第一次生
产重型拖拉机时，已是中国一拖荣誉职工的梁军第三次来到
洛阳，执意穿上企业工作服和东方红3804大轮拖合影留念，
她反复叮嘱摄影师，一定要拍到“东方红”这三个字。

三年后，梁军与其他全国劳模代表一起，应邀来到中南
海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庆五一节、共话中国梦。提起最初的梦
想，梁军说她当年就想把北大荒变成祖国伟大的粮仓，现在
这个梦基本上实现了。她告诉总书记，如果让她再选择一次
人生，她还会做一名拖拉机手，为祖国耕耘拓荒。

交谈期间，梁军特别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了中国一拖和
“东方红”。梁军对总书记说，中国一拖还不到60年的历史，
已经能够生产380马力的重型拖拉机了，这么多年来，中国
一拖生产的拖拉机还叫“东方红”，是中国农机品牌的骄傲。
她还邀请总书记再次莅临中国一拖视察。听完介绍，总书记
高兴地接受了梁军的邀请，并表示有机会会再去中国一拖看
一看。

她把“东方红”开上人民币

她三次来洛，曾向总书记推荐“东方红”

她把中国一拖当作“第二个家”

12 日一早，天还没亮，52 岁的
王伟子就匆忙起床。他打开灶台，
烧上一大锅水，把麸皮、豆饼等饲料
搅拌均匀，趁热端到屋外的核桃
林。听见动静，在枝头、林间卧了一
宿的柴鸡扑棱着翅膀飞奔而来，围
在他脚边欢快啄食。见此情景，王
伟子搓搓皴裂红肿的双手，咧着嘴
笑得很舒心。

王伟子家住新安县南李村镇懈
寺村，早年以种地为生，因缺乏劳动技
能和其他收入，一家四口的生活十分
困难，前两年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咱有胳膊有腿，还有一膀子力
气，当贫困户，实在丢人。”他暗下决
心：摘掉贫困帽，给家人争口气。

起初，王伟子把目光投向经济
作物，并在村里的帮扶下种了6亩薄
皮核桃。产量虽不高，但多少能贴
补些家用。

后来，他又琢磨起了养殖。“以前
养过猪和羊，可规模太小，一年到头
落不下多少钱。”看到一些地方的林下
养殖做得风生水起，他盘算着，在自
家核桃林里养柴鸡，应该能有好收益。

说干就干。凭借政府给予的养
殖项目扶贫资金，王伟子给核桃林
装上防护网，买来专业书籍和上千
只鸡苗，一门心思当起“鸡司令”。

天有不测风云。因缺乏实践经
验，王伟子养的第一批鸡苗患上传

染病，损失近一半。痛定思痛之余，
他赶紧请来专家传授养殖技术，逐
渐摸到了规模化养鸡的门道。

养柴鸡是件苦差事，辛苦，周期
长，还有一定风险。鸡苗入舍的头
一个月，王伟子要像照顾新生儿那
样，整天守在旁边。他晚上定了闹
铃，每两个小时起来一次，调节好室
温，给小鸡添上温水和科学配比的
饲料，把凑在一起的鸡苗分散开，避
免发生挤压意外……“就像个打更
的，床还没暖热，就又得爬起来。”他
说，到了接种疫苗的时候，他和妻子
一天要给上千只鸡打针、滴鼻孔，累
得连饭都吃不下。

就这样，日子在紧张和忙碌中
一天天过去，王伟子一家的生活也

悄然发生着变化。得益于林下散养
的特殊方式，他家的柴鸡品质好，蛋
白质含量高，闻名远近。每到秋冬
出栏季，这些柴鸡就被众多消费者
登门抢购一空，火热的预订电话甚
至排到了第二年。2019年的行情也
很不错，王伟子养了 2000 多只柴
鸡，公鸡每公斤价格超过 40 元，柴
鸡蛋每公斤价格近30元，两项年收
益逾6万元。他不仅彻底摘掉了贫
困帽，还稳步走上了致富路。

“有恁多好政策，咱自己要是不
上进，可不光对不起家里人。”王伟
子说，经过这几年努力，如今再也不
为孩子的学费犯愁了，家里还陆续
添置了许多新物件，日子越过越得
劲儿。他打算开春再进一批鸡苗，
进一步扩大规模，同时把经验传授
给乡邻，让更多人跟他一起奔小康。
本报记者 孟山 通讯员 郭建立 文/图

“鸡司令”脱贫记

2010年，梁军第三次来到中国一拖（中国一拖供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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