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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2015年第一季度
食品安全工作考评排序情况通报

依据《洛阳市食品安全工作季度考评排序办法》，现
将2015年第一季度食品安全工作综合考评排序情况通报
如下：

洛阳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
2015年4月3日

一、县（市）
汝阳县
宜阳县
栾川县
偃师市
洛宁县
嵩 县
孟津县
新安县
伊川县

二、区
西工区
吉利区
瀍河回族区
洛龙区
高新区
伊滨区
龙门园区
涧西区
老城区

本报讯 文明河洛大讲堂将于本周六、周日播出第
158期。本期讲堂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河洛书院、洛
阳理工学院联合举办，以“孝行天下 德昭四海”为主题，
特邀洛阳监狱王春来警官，真情讲述他10多年悉心照料
瘫痪双亲的故事。

10 多年来，王春来在精心伺候双亲的同时，还发
明了几十件瘫痪老人辅助用具，撰写亲情日记上万
篇，创作了《黑手伸出高墙》《河南犹太人》《孝子警官
日记》等多部小说，其理论专著《监狱中队管理学》填补
了国内监狱基础管理理论的空白。王春来先后被评为

“当代中华新二十四孝”“河南省直十大道德模范”“推
动中国家庭文明十大致敬人物”和中国“十佳孝贤”等
称号。

文明河洛大讲堂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市社
科联协办，洛阳广播电视台承办。本期节目具体播出时
间为：洛阳电视台一套节目于4月11日10时45分、4月
12日21时27分进行首播和重播，三套节目于4月11日
10时26分、4月12日10时26分进行首播和重播。讲座
时长30分钟。本期节目计划连续播出3集。

（王少峰）

文明河洛大讲堂
邀您聆听王春来的故事

本报讯 昨日，市公安局安乐派出所成功破获系列盗窃
案件。在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1名犯罪嫌疑人因暴
力拒捕被民警击毙，其余3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今年以来，洛龙区连续发生多起撬门入户盗窃、砸汽车
玻璃盗窃车内财物案件。市公安局将该系列案件列为督办
案件，要求加大案件侦办力度，尽快消除治安隐患，确保人
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为第33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创造良
好社会治安环境。

安乐派出所专案民警经过深入摸排调查发现，该盗窃
团伙由4人组成，均有盗窃前科，昼伏夜出，疯狂作案。4月
8日晚，该团伙再次入室撬盗保险柜，并砸坏4辆汽车玻璃
实施盗窃。

昨日2时30分许，专案民警确定了该团伙行踪，决定
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6 时许，1 名犯罪嫌疑人驾车在
洛龙区安乐镇王庄村出现，民警亮明身份并对其实施抓
捕。该犯罪嫌疑人抗拒抓捕，驾车猛然加速撞向民警，
将 2 名民警撞倒在地。民警鸣枪警告后，该犯罪嫌疑人
继续驾车疯狂冲撞民警及所驾车辆，民警依法果断开枪
制止。

犯罪嫌疑人中枪后，民警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犯
罪嫌疑人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受伤民警目前正在医院接受
救治。

市公安局相关部门和检察机关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介入
调查。

安乐派出所专案民警将该团伙其他3名犯罪嫌疑人成
功抓获，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记者）

我市警方破获系列盗窃案

一犯罪嫌疑人暴力拒捕
被击毙

铭记那段悲壮的历史，关注那个特殊的群体，我
们寻找那些幸存的老人，寻找依然健在的民族英
雄。当年，在抗日战场上，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当
年，从洛阳走出了一批批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战
争。现在，我们向抗战老兵致敬，欢迎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和我们一起，寻访抗战老兵、关爱抗战老

兵。若您有意加入我们，请与本报记者陈占举联系
（电话13937967110），也可与洛阳红山石志愿者协会
联系（电话 15037997657，QQ349606641），欢迎提供
线索。

（本栏目感谢爱心企业洛阳金吉尔勒枣业有限公
司关爱抗战老兵）

■老兵档案
姓名：杨殿凯
年龄：85岁
籍贯：山西沁源
入伍时间：1944年7月
现住地：总参军训部洛阳干休所
抗战经历：鬼子扫荡，杨殿凯众多亲人倒

在刺刀之下。1944 年，14 岁的他参加了八路
军太岳军区18分区38团，成为部队医院的一
名护工，后在部队中的护士学校学习，参加临
时培训班学习文化。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
解放临汾、太原等战斗。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全村安危，
拴在两棵“消息树”上

寻访、关爱抗战老兵，期待您的参与

难忘日寇屠村 十四岁从军抗日
“乡亲们虽然藏了起来，但还是没能躲过鬼子的

搜查。鬼子先是拿机枪扫射，后用刺刀戳，最后拿火
烧，杀了很多人。”85岁的杨殿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仍清晰地记得，他的爷爷奶奶就是在鬼子的大屠杀中
被杀害的。

1940 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之后，日军
变本加厉，以“铁壁合围、反复合击”的战术对太
岳根据地进行疯狂报复。山西沁源作为根据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日军“三光”政策的重点实
施区域。

杨殿凯回忆，他的家乡韩洪乡韩洪村，走上二里
地就可以进山。在八路军组织下，村里的民兵、儿童
团自觉组织起来，应对日军的扫荡。

当时，全村人的安危都拴在两棵树上。原来，他
们村附近的山顶上有两棵“消息树”，一高一矮，由多
名民兵轮流看守，一有敌情就放倒“消息树”——如
果高的树倒下，说明鬼子已从临近村庄出发往他们
村而来，得赶紧进山；矮的树倒下，说明鬼子马上就
要进村了，需立马就近隐蔽起来。

因为年龄小，杨殿凯没有看守“消息树”的机
会，但他一点也没闲着，在村口站岗放哨、查路
条。渐渐地，他也明白了鬼子扫荡的规律：春天，
鬼子扫荡是为了让大伙儿不能好好种庄稼；秋天，
鬼子扫荡的重点是抢粮食。

1940年11月24日，日军将搜捕到的129名韩
洪村村民赶至龙王庙内烧杀、枪击，仅一人幸免于
难。次年10月7日，日军进村扑空后又进山搜索，
发现了往煤窑里搬运物资的村民，遂用机枪猛烈射
击，残杀群众186人。

在杨殿凯的记忆中，从1940年至1943年，日军
每年都要进村屠杀。1943年秋，得到鬼子进犯的消
息后，不少韩洪村村民躲进了煤窑里。这次，鬼子没
有像平时那样在窑口点火放烟，而是在汉奸的带领
下直接冲进了煤窑，端着刺刀将躲藏在里面的村民
一个个赶出来，后集中到村中的大庙里。

“大庙里挤满了人，鬼子拿机枪扫射之后，又用刺
刀戳，最后又放火烧乡亲们的遗体，我和奶奶趴在亲
人们的遗体下不敢出声，这才逃了出来。”杨殿凯说，
那次屠杀是最惨烈的一次，全村有几百人遇害。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丧心病狂，
日军多次进村大屠杀

1944年，杨殿凯当八路军的父亲在一次战斗中牺
牲，母亲也因缺医少药永远闭上了双眼。在此之前，他
的爷爷奶奶相继在日军的屠杀中殒命。

为了复仇，14岁的杨殿凯找到八路军太岳军区18
分区38团征兵干部，要求参军。征兵干部见他年纪虽
小，却还机灵，答应让他跟着部队。

后来，杨殿凯被分配到野战医院里当了一名
小护工。也许是见多了血腥的杀戮，看到战士们
浴 血 奋 战 后 各 种 流 着 血 的 伤 口 ，他 并 不 感 到 害
怕 ，而 是 有 条 不 紊 地 帮 医 生 清 理 伤 口 ，为 伤 员 送
水送饭等。

在之前的征兵过程中，杨殿凯曾因主动和战士们

一起表演节目呼吁抗战救亡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
成为护工两个月后，他被选中参加了部队的护士学
校，系统地学习医学护理知识。

“最让人痛心的是因为缺医少药，有的战士受伤后
难以得到及时救治，最后牺牲了。”杨殿凯说。

本报记者 苏楠/文 陈占举/图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十四岁参军，野战医院里奋力救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