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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年前，河南大学迁至潭头（今属
栾川县）兴教求知。如今，潭头镇建了
国立河南大学抗战时期潭头办学纪念
馆，当年河南大学师生生活学习的地
方——河南大学抗战办学旧址，已成为
省级文保单位。

走访：旧址得到修缮，部分
重现当年原貌

河南大学抗战办学旧址主要分布在
潭头镇潭头村、党村、张村、古城村、大王
庙村一带。我们去的是大王庙村，当年河
南大学农学院在这里占了院落8个，设有
种子库和仪器室。如今这些黄墙青瓦的
院落已是省级文保单位。

1939年年初，受战事影响，已迁至南
阳镇平的河南大学不得不再次转移。3
月，时任河南大学校长的王广庆来到嵩县
考察办学条件，在县城碰到了他的大学同
学——潭头高级小学校长马振堂。

听说河南大学准备迁到嵩县县城，马振
堂提出“去潭头更合适”的建议。他的分析
是：潭头四面环山，有利于隐藏避敌；部分
民宅和潭头高级小学部分房间可以当校
舍；乡绅热心教育，会大力支持……

王广庆觉得有道理，便前往潭头考
察。之后，在征得县里官员的同意后，他
决心将校迁至潭头。

1939 年 5 月，河南大学师生经过长
途跋涉到达嵩县。最终，河南大学校本部
及文、理、农3个学院千余名师生进入潭

头，医学院留在嵩县县城。

历史：河大迁至潭头，师生
村民结下情谊

河南大学迁至潭头后，得到当地百姓
的大力支持。

潭头高级小学主动腾出校舍50余间
作为文、理、农学院的公共教室和图书馆；
关帝庙20多间房改为校本部办公用房；文
学院设在古城村、石门村，占了8个院落，
资料室另设于上神庙；理学院设在党村，
使用了6个院落；理化实验室、仪器室、生
物标本室、电厂设在40多间民房中……

此外，为了满足师生课本印刷和文具
需求，当地百姓办起了“七七服务社”；为
了让师生有个洗澡的地方，村民又利用天
然温泉建起了“河大池”；为了解决师生吃
菜问题，有村民主动改粮田为菜地……

在潭头人民的倾力支持下，河南大学
的教学、科研工作得以正常开展。1942
年3月，省立河南大学“升格”为国立河南
大学，跻身国内一流大学行列。

为了回报潭头人民，河南大学大力兴办
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从七七中学到简易
师范，大幅提高了当地百姓的知识水平。

1944 年 5 月 15 日，日军卢氏挺进队

侵入潭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潭头惨
案”。惨案发生时，与河大师生朝夕相处
的乡民竭力保护师生和学校的教学设备，
其中也有人被日军残忍杀害。

传承：修建纪念馆，弘扬
爱国精神

在如今的潭头镇，人们仍能看到不少
“河大元素”。

当年的七七中学现在已是河南大学
潭头附中。记者在该校门口看到，河大师
生当年栽下的两棵柏树苗已经长成大树，
树下的刻字石上写着“河大柏”三个字。
在学校的广场前，“河南大学潭头纪念碑”
立于凉亭下。

潭头镇党委副书记袁培岩介绍，
2015 年 8 月，由河南大学和潭头镇共建
的国立河南大学抗战时期潭头办学纪念
馆开馆，重现了当年河大在抗战时期的烽
火育才之路。2016 年，该纪念馆被省委
宣传部正式命名为“河南省第六批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近年，来自省、市、县
多家单位的员工及社会各界群众来此参
观学习，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本报记者 刘嘉仪 实习生 魏宇洋
文/图

河南大学抗战办学旧址：生动再现历史 弘扬爱国精神

“今年，我市夏粮产量创历史第二
高位，比上年增长 10.1%。了不起！”昨
日，93岁的樊晓雯举着放大镜认真读完

《洛阳日报》，眯着眼睛笑了。
樊晓雯是我市粮食系统的离休老

同志，虽然已过鲐背之年，但依然精神
矍铄、耳聪目明。谈起粮食，她总有说
不完的话。

1948 年，在解放区豫西干校结业
后，樊晓雯被分配到刚成立的洛阳行政
公署财粮科工作，自此跟粮食打了一辈
子交道。

20世纪50年代初，拖拉机厂、矿山
机器厂等一大批重点项目布局洛阳，数

以万计的建设者驰援洛阳。当时，放眼
全国，各大城市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生产
能力有限，收购完不成计划、销量急剧增
加，出现了粮食供应危机。在此背景下，
1953 年，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
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取消
粮食自由市场，实行“统购统销”。

“当时，城镇家庭每家一个粮本，粮
食凭粮本、粮票定量供应。”樊晓雯说，
什么人吃什么量，干什么活吃什么量，
都有严格规定。比如，工人分特重体
力、重体力、轻体力三等，大中学生分男
生、女生，儿童也按照年龄划分等级。

不仅如此，粮食部门对粮票管理还

有一套严密的制度。比如，市民出差、
探亲要凭粮本去粮店取粮票，取几斤粮
票，便从粮本里核减几斤粮食。到饭店
吃饭、买点心，凡是粮食制品，必须有粮
票才行，有人形象地将粮票比喻为“吃
饭的护照”。

“过去，解决吃饭问题一直是党委
的中心工作。”樊晓雯说，在困难年代，
全国实行粮食低标准供应，大家勒紧裤
腰带过日子，“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如今，粮票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
对此，樊晓雯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
忘记曾经历过的艰难困苦，都要倍加珍
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
端在自己的手上。”樊晓雯说，保障粮食
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尽管我国粮食生
产连年丰收，但始终要对粮食安全保持
危机意识。我国人口基数大，如果每人
浪费一点，总量将十分惊人，会对我国
粮食生产带来较大压力。

樊晓雯表示，保障粮食安全，不仅
要重视“开源”，加大供给，增强生产能
力，更要重视“节流”，从源头上杜绝食
物浪费。只有做好“开源节流”，我们国
家的粮食安全才能更有保障，经济社会
才能繁荣发展。

本报记者 孟山

丰 年 话 节 约

“说到勤俭节约，我就想到一个
叫《姥说》的相声，同时也想到自己
的姥姥。”昨日下午，西工区邙岭路
办事处卫生计生办公室主任李仕虹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其中“米饭粒
粒念汗水，不惜粮食当自悔”的台词
让她记忆犹新，也让她想起了姥姥的
教导。

李仕虹说，小时候，她最喜欢坐

在姥姥腿上听她讲故事。姥姥一边
给她梳小辫儿，一边说：“很早很早以
前，人们是不用种地的，天上每天都
会掉下馒头、包子、油饼，想吃啥就
吃啥……”

“那时候小，不知道姥姥是想通过
这种方式教育我们。”李仕虹说，当时，
她听得入迷，也很不理解，“我就问她，
那后来天上为什么不下包子了？”

姥姥说，是因为人们太浪费了，不
珍惜粮食，将吃不完的食物扔得到处都
是，惹恼了天上的神仙。后来，神仙下
凡送来种子，教人们种粮食，让大家知
道粮食来之不易，要珍惜粮食。

至于姥姥讲的故事，长大之后的李
仕虹当然知道那是编出来的，但姥姥教
育她珍惜粮食的初衷，她牢牢记在心
里，也将这样的启示传给了下一代。如

今，她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养成勤俭
节约的好习惯，在家吃饭不浪费，在外
就餐要“光盘”。

“虽然姥姥编的是神话故事，但
让我理解了生活的不易，懂得了粮食
的珍贵。”李仕虹说，她会把“姥姥说”
继续说下去，把姥姥留下的好家风传
下去。

本报记者 李三旺 通讯员 白剑锋

听姥姥讲节约的故事

高铁出行越来越方便。上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发布《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
纲要提出，到2035年，全国铁路网达到20万公里左右，
其中高铁7万公里左右。20万人口以上城市实现铁路
覆盖，其中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通达；全国1、2、3小
时高铁出行圈和全国1、2、3天快货物流圈全面形成，包
括主要城市市域（郊）1小时通达，城市群内主要城市间
2小时通达和相邻城市群及省会城市间3小时通达。

上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契税法》，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对于老百姓来
说，买卖房子可是大事，一个小小的税种，事关千家万
户的切身利益。财政部税政司负责人表示，契税法基
本延续了契税暂行条例关于税收优惠的规定，契税法
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对不同主体、不同地区、不
同类型的住房权属转移确定差别税率。专家表示，契
税法既为现行的优惠政策延续提供了法律依据，也给
地方政府留下了授权空间。这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
性和权威性。

文化和旅游部8月10日下发《剧院等演出场所恢
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第三版）指出，在充分做好
防疫措施前提下，低风险地区可以举办中型及以下营
业性演出活动。恢复开放的演出场所应严格执行人员
预约限流措施，观众人数不得超过剧院座位数的
50%。含有多个剧场的综合性演出场所，不同剧场之
间应当实行错时错峰出入场，加强统筹调度，避免人员
聚集。 （郭宁康）

大力建设铁路强国
演出场所恢复开放

本报讯（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王雨潇）近日，伊
川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李某兴等16名被
告人涉嫌寻衅滋事罪、破坏电力设备罪、非法转让土地
使用权罪一案。

伊川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7月至2017年3
月，被告人李某兴纠集被告人李某和、王某永、张某元
等为攫取非法经济利益，在城中拆迁、改造、协助政府
修路清理地面附属物、增加学校非学区名额等过程
中，以暴力、恐吓等手段，在武陟县城东仲许村区域
多次实施寻衅滋事、破坏电力设备、非法转让土地使
用权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形成以被告人李某兴为
纠集者的恶势力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为非作歹，
欺压百姓，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了较为恶
劣的社会影响。

公诉机关认为，李某兴等16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分别以寻衅滋事罪、破坏电力
设备罪、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等追究刑事责任。

庭审中，控辩双方在审判长主持下，围绕指控事实开
展举证、质证、辩论，16名被告人分别进行了最后陈述。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伊川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涉恶案件

扫二维码，了解儿童诊疗救
治项目细节

短 网 址 ：http://shouji.lyd.
com.cn/n/1015041

■ 记者昨日从龙门石窟研究院了解到，自
即日起“魏唐佛光——龙门石窟精品文物展”
虚拟展厅正式上线。展览将持续至 8 月 28 日，
市民可登录广东省博物馆官
方网站，在首页进入“魏唐佛
光——龙门石窟精品文物展”
虚拟展厅，或扫本文二维码直
接进入。 （刘嘉仪）

■ 14日上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洛阳市
中心医院定点合作中心”在市中心医院揭牌。同
时两个儿童诊疗救治项目也在我市启动。两家医
院合作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儿童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建设，增强儿科医疗服务能力。

（智慧 耿梅 高鸽）

山村建起小游园
改善环境惠民生

近日，在洛宁县东宋镇祁家沟村，村民们在新建成的小游
园里休闲健身，其乐融融。

今年，该村以党建为引领，以整治村容村貌、改善人居环
境为宗旨，在村里建设多个游园、广场，着力打造乡风文明、干
净优美的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李峰 摄

近日，在新区体育中心凌波湖，工作人员驾驶水草
打捞船穿梭在水面上打捞水草，清洁水系。高温天气
给水草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工作人员积极清除水草，让
水系保持“颜值”，呈现给市民水清景美的景象。

记者 张光辉 实习生 郭浩 摄

打捞水草 清洁水系

国立河南大学抗战时期潭头办学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