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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国家一级作家、省作协
副主席、市作协名誉主席赵克红受邀走
进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附属小学（简称
洛一高附小），为师生带来一场别开生
面的“小记者对话大作家”公益课。

本次活动由洛阳日报社洛教融媒
主办，洛报研学游中心、洛一高附小承
办。活动现场，洛阳日报社党委副书
记、总编辑李勇，洛一高附小副校级协
理员黄丽芹，分别为赵克红颁发“洛报
教育智库专家”“洛一高附小文学副校
长”聘书。

公益课以“文学之旅，与梦同行”
为 主 题。“ 文 学 创 作 改 变 了 我 的 命
运。”在课堂上，赵克红深情回忆了自
己的文学之旅。从幼时对各类书籍
爱不释手，到上学后对写作充满热
情，再到工作后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
文学创作……他的故事引发现场师生

惊叹。数十年来，赵克红笔耕不辍，
出版诗集、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长
篇小说集、短信文学集等 10 余部著
作，荣获多项大奖，在文学创作领域
取得卓越成就。

情融为字，字化为诚。赵克红对
家乡洛阳饱含深情，创作出内容丰富
的散文。二里头、洛浦、黄河湿地、龙
门、老君山、老城、魏坡等地，在他笔下
信手拈来，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凭借
散文《回望故乡》，赵克红成为我市首
位获得冰心散文奖的作家。

在互动问答环节，小记者和语文
老师代表纷纷提出学习中的难题和自
己关心的问题，赵克红一一耐心认真
作答，引发大家共鸣。“有很多同学可
能觉得写作文太难了，总是不知道该
写点儿啥。其实，以我的经验来看，文
学从生活中来，都是亲身生活的体验、

感受和经历，抒发的都是‘真性情’。”
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创作灵感来源及写
作感悟，他鼓励广大青少年及文学爱
好者在日常学习中多读多写，勇攀文
学高峰。

活动最后，赵克红为小记者签名
赠送自己最新出版的散文集《复活的
河流》，并在每本书的扉页上写下对他
们的鼓励与期望。民进洛阳市委会青
年工作委员会也为孩子们送去200余
本优秀期刊《小百花》。

“赵老师用自己的文学之路和创
作经验，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
的文学课。”师生们纷纷表示，本次公
益课让大家更加热爱文学、热爱阅
读、热爱生活、热爱家乡，将以赵克红
老师为榜样，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懈
努力。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文 汪翔/图

昨日，市中心血站向我市 5 所高校捐献 15 万
元爱心助学金，用于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完
成学业。

自1991年我市开展无偿献血工作以来，广大高校
师生长期踊跃参加无偿献血。2023年，我市累计有9
万余人参与无偿献血，其中9600余人是高校师生，他
们是推动无偿献血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我市先后 13 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称
号，荣誉的获得离不开高校师生的支持。”市中心血站
负责人介绍，自2003年市中心血站设立“爱心助学基
金”以来，累计已向洛阳高校捐献225万元，资助贫困
学生4300余名。

“在家人的言传身教下，我从小就知道无偿献血的
重要意义，进入大学后也开始参加无偿献血。”受资助的
河南科技大学大三学生、无偿献血先进个人朱锦华说，
他会继续坚持无偿献血，并呼吁更多人加入献血队伍，
为需要帮助的人带去希望。

洛报融媒记者 王博东 通讯员 刘亚敏

昨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主办的
“食力守护 医心前行”食管癌多学科公益活动，在河南
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河科大一附院）开元院区
举行。此次活动会聚了来自河科大一附院和北京大学
肿瘤医院的专家团队20余人，为市民提供义诊和疾病
科普服务，旨在提升公众对食管癌的防治意识。

河科大一附院相关负责人在致辞中表示，食管癌
是一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疾病，医院有义
务和责任为广大人民群众传播健康知识，提高民众的
健康素养，助力疾病预防与早期发现。医院将继续支
持此类公益活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的医
疗服务，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本次活动的牵头专家、河科大一附院消化肿瘤内
科一病区主任贾瑞诺及多学科专家团队就食管癌的发
病机制、患者饮食指导及心理健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讲解，帮助市民全面了解食管癌的防治要点。同时，专
家们还为现场市民提供了个性化的健康评估和专业建
议，涵盖肿瘤内科、肿瘤外科、
胸外科、影像中心、精神心理
科、临床营养科等多个领域，充
分展现了多学科协作的优势。
此次活动不仅提升了公众对食
管癌的认知水平，也为患者带
去了关爱与希望。

洛报融媒记者 崔宏远 通
讯员 梁靓

河科大一附院举办
食管癌多学科诊疗公益活动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红色教育活动
在瀍河区大北门城市书房举行。数十名
学生与家长在洛八办党史宣讲老师的带
领下，一起学编“红军草鞋”，聆听红色故
事，感悟伟大的革命精神。

在活动现场，大家一边听老师讲解草
鞋编织方法，一边将麻绳的一头系在草鞋
把上，经过挽圈、编织、丈量、压实几道工
序，一双双草鞋新鲜出炉。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编草鞋，手都勒
出了几道红痕。”一名学生感慨地说，这次
活动让大家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亲身感
受了长征艰苦的条件，当年红军战士艰苦
跋涉、浴血奋战的场景更具象化了。

今年以来，洛八办在常规活动的基础
上，整合研学、宣讲、文物等资源，策划开
展“又见红色步履”系列文明实践活动，通
过一次次红色故事微宣讲，一堂堂红色河

洛主题游径实景党课带领更多市民重温
党的百年艰辛历程，感悟初心和使命。

为了进一步拓展活动的覆盖面和影
响力，洛八办还采取“纪念馆＋”的形式，
积极联动社区、城市书房、图书馆等，通过
多样化的形式和内容，将红色教育与实际
生活紧密结合，使广大群众在亲身体验中
学习和感悟革命精神。

截至目前，洛八办已开展“又见红色

步履”文明实践活动近40场。下一步，将
继续深入开展各类红色教育活动，推动新
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栾少鹏

学编“红军草鞋”感悟革命精神

伊滨区寇店镇刘李社区水塔：

助力实现
见证村民自力更生

著名作家赵克红受邀走进洛一高附小分享文学之路心得——

“小记者对话大作家”公益课开讲

用水自由

水塔曾是不少城乡居民的“生命线”，
有储水、供水、防火之用。如今，随着时代
的发展，完成历史使命的水塔逐渐淡出人
们的视线。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
伊滨区文物普查队在寇店镇刘李社区发
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水塔，其背后还有一
段有意思的故事。

昨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水塔就
矗立在刘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方的广
场上，其高约15米，直径约4米，整体为砖
结构。塔身和塔顶位置，“好好学习 天天
向上”等水泥大字依然清晰可见，散发着
浓浓的年代气息。水塔的底部有一道铁

门，里面还保留着当年的水
泵、水管等配套设施。

70 岁的刘李社
区 居 民 李 泽 普 回

忆，二十世纪七
十年代之前，

当地村民全
靠 手 摇 井

吃水，不

仅取水时费时费力，水质和水量也不稳
定。1973年前后，村里决定解决村民“吃
水难”问题，于是，村干部带着村民一起
上，耗时数月建设了这座水塔。自此，村
民们彻底告别了“靠天”吃水的生活方式。

在水塔旁边几米的位置，地面上安装
着一个井盖。李泽普说，这里就是当年水
塔的取水井，井水长年不断，水质清爽甘
甜。当时，水泵把井水抽出后，通过管道输
送至水塔顶部的储水室里。阀门一开，水
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沿着管道流到村里的
各个街道，村民只需出门走几步路就能用
水龙头接水，跟如今的自来水几乎无异。

“那个年代能用上‘自来水’，十里八乡
的人都特别羡慕。”李泽普说。

当年的刘李村，为何能率先让村民用
上“自来水”？记者在《洛阳村史通览》一
书中找到了答案。

原来，1962年，刘李村干部群众节衣
缩食、筹措资金，想方设法买来了电机、变
压器等当时奇缺的材料，成为当时寇店镇
第一个通电的村子。以此为契机，刘李村

又干了几件“破天荒”的大事——
从伊东大渠引水，修筑提水站、硬化

渠，使村里2000多亩农田首次实现旱涝
保收，大大改善了村民的生活质量；

成立面粉厂、翻砂厂、化工厂等，大力
发展集体经济，让村子一跃成为远近闻名
的先进村；

在位于村中心位置的村小学内修建
一座水塔，地下水管引到村民家门口，让
大伙儿实现“用水自由”。

…………
随着村子的发展，村民也过上了好日

子。当时，刘李村规定，凡是本地村民，磨
面优惠，吃水免费。待到年终结算时，家
家户户有分红。村里一度流传着“吃水磨
面不花钱，过年分个割肉钱”的顺口溜。

“当时我是村里的出纳，印象最深的
是，县里经常来我们村开三级干部会议，
一来就是几百号人。为啥选择在我们
村？因为不缺水和电，干啥都方便！”回想
当年，李泽普脸上满是自豪。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刘李村当年
的很多建设项目都已消失不见，只有这座
水塔因为处在村小学内部得以保留至
今，成为村庄发展变迁的历史见证。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任小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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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红向小记者签名赠书
小记者们分享阅读喜悦小记者们分享阅读喜悦

市中心血站向5所高校
捐献爱心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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