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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爸爸，女儿想知道您的模样……”
———抗日英雄唐克威的故事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乔小纳

������1943 年 1 月初，唐克威奉命来到斗争形势十分
严峻的水东地区，就任中共水东地委书记兼独立团
政委。 2 月 1 日，唐克威率队与日寇激战，身负重
伤。 面对凶残的敌人，他坚决不做俘虏，销毁文件、
还击敌人。 剩最后一颗子弹时，他在太康龙曲郑寨
村铁底河饮弹自尽，年仅 30 岁。

这时，他唯一的女儿———硝河刚刚两岁。 唐克
威牺牲后，妻子背着女儿硝河，一步一步，走了 1000
多里地来到延安。 硝河被送进延安中央保育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年龄增长，硝河
对爸爸的思念越来越深。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知
道爸爸的模样，能得到一张爸爸的照片。

她打开妈妈的柜子， 终于找到一些发黄的照
片，然后一张一张地辨认，希望能看到爸爸的模样。
妈妈的回答让硝河很失望：“战争年代， 条件艰苦，
你爸爸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

妈妈回忆说，唐克威其实挺喜欢女儿的，他来
水东工作的前一天， 特意到寄养女儿的老乡家，与
女儿玩游戏、唱儿歌，像个小孩一样。唐克威临走时
告诉女儿，等麦子返青了，就派人来接她。 谁知，他
刚到水东不久就牺牲了。

硝河给爸爸写了一封永远寄不出去的信：“爸
爸，您怎么连一张照片也不给女儿留下呀？ 要是有
您的照片，我一定把它贴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天天
能看到您，天天能陪您说话……”

硝河对爸爸深深的思念， 终于抑制不住爆发
了。 她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大声喊着：“爸爸，爸
爸，您在哪里呀，您牺牲得那么早，女儿我不知道您
的模样，能到您的墓前看一眼也行呀！ ”

上世纪 80 年代， 河南省委党史部门的同志一
路寻访，找到了唐克威的爱人与女儿，还带来一个
准确的消息：唐克威牺牲后，安葬在太康龙曲郑寨
村铁底河畔。

硝河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她带领家人来到
爸爸战斗过的太康县、杞县等水东老区。

1983年 2月 1日，恰逢唐克威牺牲 40周年纪念
日，漫天飞雪，硝河和家人泪洒铁底河畔。 来到爸爸
墓前，她长跪不起，轻抚墓碑，进行一场期待已久的
父女“对话”。 她依稀听到爸爸对女儿的期盼，非常内
疚地回应：“爸爸，40年了，我终于见到您了……”

在这里， 硝河听到了爸爸投身革命、 顽强战

斗的故事。 唐克威曾任北平学联秘书长， 率领学
生参加 “一二·九” 运动。 1938 年 12 月， 他调任
中共豫北地委宣传部长。 唐克威率领军民多次粉
碎日寇 “扫荡”， 巩固并发展根据地， 被誉为 “开
荒干部”。

在这里，硝河意识到人们对她爸爸的怀念与尊
崇———唐克威牺牲后，每年清明节，当地政府和群
众都去给他上坟扫墓。当地流传一句顺口溜：“谁英
雄、谁好汉，与唐克威比比看，人家才是真正的英
雄。 ”

在这里， 硝河感觉到郑寨村就有爸爸的 “家”
———郑寨村村民郑广安常年为唐克威守墓，定期清
除墓上的杂草；雨水冲走墓上的土，郑广安就去添
土，教育小孩子不要到墓周围玩耍，以免惊扰英雄。
每到中秋节，郑广安到唐克威墓前，“请”唐克威回
家团圆、吃月饼。每年除夕，郑广安“请”唐克威回家
过年， 把唐克威的牌位和自家亲人的牌位放在一
起，供奉大馍、饺子、酒、菜，和家人一起叩拜。

1987 年， 唐克威遗骨从太康龙曲铁底河畔，迁
至杞县水东烈士陵园。硝河与妈妈来到迁葬现场，亲
眼见证了水东老区人民以最隆重的礼节纪念英雄。

1992 年，曾与唐克威共同战斗过的杨得志将
军专门撰文，怀念战友。 他写道 ： “1943 年 1 月 ，
军区决定唐克威同志任水东地委书记兼独立团

政委……谁知这一去再也见不到这位坚定 、无畏
又十分乐观的好同志了。 他牺牲那天，风雪交加，
漫天的飞雪像是把人们的心搅碎了似的。 我一闭
上眼睛，唐克威的形象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非常想知道爸爸的模样，硝河让人比照自己的
模样，为爸爸画幅肖像。她了却一桩心愿，可以天天
“看到”爸爸了。

然而，硝河最清楚，爸爸的模样，永远镌刻在老
区人民心间， 镌刻在
老战友回忆里， 镌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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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幸福叫“在家门口就业”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赵永昌

3 月 3 日，在商水县平店乡龙巢网业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里，记者看到人来人往、机器飞转，60 多名工
人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

“在家附近上班挣工资，不耽误农忙时种田，还能
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几个孩子，太好啦！ ”龙巢网业有限
公司 41 岁的工人朱华丽说。 朱华丽是一名熟练的渔
网布缝纫工，每天吃过早饭骑电动车 8 分钟就能来到
公司，一天能缝制 50 多捆网筒子，一捆网筒子的加工
费为 3 元左右。

十几年前，初中毕业的朱华丽到浙江一家服装厂
打工。转眼间，朱华丽公婆和父母都年近七旬，婆婆患
病卧床，3 个孩子也需要照顾， 所以她希望能在家门
口找一份工作。

2023 年 2 月份， 朱华丽回乡后毫不犹豫地来到
龙巢网业有限公司当了一名工人。 “现在每个月能拿
4000 多元工资，和在外地打工收入持平，我很满意。 ”
朱华丽说。

昔日“雁南飞”，现在“凤还巢”，这充分说明商水
县农村产业发展迅速，外出务工人员思想也发生了转
变。 龙巢网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罗国昌介绍，过去由于
村里没有企业， 大部分村民只有背井离乡到外地打
工。 2017 年 4 月，在县、乡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投资
500 万元，建起了 6000 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 如今，
像朱华丽这样的村民公司就有 20 多人。

和朱华丽同在公司上班的李德行今年 69 岁了。
他说，他在公司干了快 10 年了，主要负责制作半成品
渔网框子，劳动强度不大，每天能制作 30 多捆网框，
一个月有 2000 多元的收入。

“实现乡村振兴要留住人才，留住人才就要有致
富项目和支柱产业， 村民的口袋鼓起来乡村才能振
兴，社会才更加和谐。 ”平店乡党委书记段文海说，“为
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 平店乡成立 40 多个农民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引进 10 多家企业入驻，为群众在
家门口就业提供了条件。 ”②18

������3 月 3 日， 几名游人
穿梭在周口铁路主题公

园，观赏不同时期的列车
车头。 周口铁路主题公园
融入众多周口文化元素，
不仅留住了城市记忆，还
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
健身、娱乐的场所。

记者 沈湛 摄

高铁大道南延主路
建成通车

������3 月 4 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高铁大道南延
至环湖路主路已建成通车。通车后的高铁大道南延与
武盛大道、文昌大道、高铁大道及环湖北路形成交通
闭合圈，对促进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发展、拉大城市
框架、优化城市路网布局、改善城市交通条件、提升城
市承载力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梁照曾 摄

铁路主题公园
留住城市记忆

朱华丽在缝制网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