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自 2018年 8月 1日实
施“两开放”以来（机关事业单
位内部停车场、卫生间免费对
外开放），已取得明显成效，但
在近期组织的督查暗访中，发
现部分单位重视程度不高，落
实不到位。为确保“两开放”
工作扎实有效推进，现将“两

开放”具体要求公告如下：
1.开放时间：全市机关

事业单位卫生间都要无条件
全天对市民开放；停车场节
假日期间全天对市民开放，
工作日期间当日 18:30—次日
7:00对外开放。

2.开放范围：除涉密单

位、军队、学校外，全市各级
机关事业单位 （含直属单位）
均免费对市民开放。

3.投诉举报电话：0395-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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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两开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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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进才（1909年～1948
年），郾城县齐罗村人。出
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
岁时被父亲送到本村私塾念
书，12 岁时，因郾城一带
闹饥荒，便辍学在家帮父亲
种地。

罗进才生性倔强，天不
怕地不怕，遇到恃强凌弱之
事，他就打抱不平。罗进才
成人后，家里连糊口都难，
又被国民党逼着出丁，他两
次卖地送钱给保长才免予被
抓丁。罗进才被逼无奈，奋
起反抗，多次带领村民与地
主、保长做斗争，为穷人出
气。他的事传遍了十里八
乡，人们都敬仰罗进才的英
勇无畏。

1947 年 10 月，豫皖苏
五专署副专员彭干卿到郾城
裴城一带建立革命武装“路
西支队”，罗进才参加了

“路西支队”，并组织 150多
名贫苦青年成立了一个中
队，罗进才任中队长。

为了筹备枪支，罗进
才带着队员走遍了当地农
村的保甲长、地主豪绅家
中，强制提取枪支。没有
多久，中队共筹集各种枪
60 多支，大大提高了队伍
的战斗力。

后来，由于形势需要，
路西支队的一大批队员开赴
黄泛区编为豫皖苏五分区独
立十团。罗进才因为有丰富
的地方工作经验，被留在当
地继续开展斗争。

1947 年 12 月，沙北县
民主政府成立，罗进才被任

命为齐罗行政村村长，管辖
周围十几个村庄。在党组织
的领导下，他带领穷苦爷们
搞土改，斗地主，分了他们
的土地、粮食和财产，这引
起了当地反动势力的极端恐
惧和仇恨。他们组成还乡
团，对新生的革命政权进行
猖狂反扑，并打着“清乡”
的幌子，对罗进才进行搜
捕，寻找机会杀害他。但他
并没有被吓倒，决心要反抗
到底。

后 来 ， 罗 进 才 到 区
部，配合区武工队打击反
动势力。在一次突围中，
他腿部严重跌伤，返回家
养伤。

1948 年 5 月 28 日 晚 ，
罗进才接区总部通知，要他
警惕敌人再次袭击，嘱他妥
善安置好家属回到区部。罗
进才不放心乡亲们。临走
前，又把地主召集起来开
会，警告他们不能反攻倒
算，否则民主政府定惩不
饶。

由于开会耽搁了时间，
罗进才被敌人堵在了家里。
随后被连夜带到沙河南岸的
小赵村进行严刑拷打，但他
始终坚贞不屈。

1948 年 5 月 29 日 下
午，敌人把罗进才押送到澧
河南岸郾城与舞阳交界的代
湾村。黄昏时分，又被刽子
手押到澧河湾里的河坡上，
凶狠的敌人用 3挺机枪对准
罗进才的头部和胸部扫射，
将其杀害。时年39岁。

听到罗进才牺牲的噩
耗，齐罗村的穷苦群众悲痛
万分，哭声震天，200多人
纷纷到遇难现场寻找罗进才
的遗体，把他的遗体抬回村
里。

沙北县民主政府为他举
行了追悼会。安葬那天，数
以千计的送葬群众泣不成
声。罗进才虽然参加革命的
时间不长，但为革命事业做
了大量工作，他无畏的革命
精神永存。

市委史志研究中心宣教科

罗进才：无畏革命精神永存

本报讯 （文/图 记者 王
辉） 7月17日零点，在郾城区商
桥镇商西村，一条跨越京广高铁
的110千伏高压线架设工作正式
开始。经过和武汉铁路局、郑州
铁路局协商，京广高铁凌晨停运
4个小时，近百名施工人员要在
这短短的有效时间里，完成高压
线的架设。

“各小组注意，开始作业！”
伴随着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电
力施工人员王跃辉和同事，各自
乘坐一辆高空作业车，被送到了
30米的高空。

经过这里的高铁轨道高 26
米，宽 12米，他们两人需要将
牵引绳安全地从高铁西侧投掷到
东侧。牵引绳很细，绳头系着一

瓶矿泉水，王跃辉胆大心细，一
掷成功。东侧的施工人员接住牵
引绳后，通过牵引绳将高压线缆
送到铁塔上，从而完成横跨高铁
的架设工作。

“这种作业方式不多见，而
且难度比较大。”现场负责施工
的人员说，由于白天高铁运行车
次密集，不具备跨越施工条件，
只有在凌晨铁路部门给出的4个
小时“天窗”期进行作业。作业
时间的特殊性，给施工带来不少
新挑战。施工前期，经过铁路部
门相关专家多次评审，才通过了
这个施工方案。

“这条高压线的架设工程，
是我市的一项重点工程。高压线
途经郾城区商桥镇、李集镇，临
颍县台陈镇、皇帝庙乡，建成后
将彻底解决这四个乡镇的‘低电
压’问题，满足村民电力负荷增
长的需求，为村里的经济发展、
群 众 的 生 产 生 活 提 供 坚 实 保
障。”该负责人说。

跨高铁 架电线
百人奋战四小时 完成高难度施工

93岁抗战老兵王荫莲辞世
（上接01版）

一生清廉 坚守党员本色

王荫莲的丈夫任秀铎是河南
省睢县后台乡后台村人，他戎马
一生，战功卓著。任秀铎 1927
年跟随父亲任玉书参加大革命，
1938 年组建睢县第一支抗日武
装，1938年8月随吴芝圃与彭雪
枫在杜岗会师，随后东进，开辟
新的根据地永城。1938 年底，
任秀铎任豫皖苏军区第一个红色
政权永城县三区区长，1940 年
返回睢杞太地区，建立豫皖苏军
区第一个地厅级红色政权睢杞太
抗日联合办事处，任副主任。

1942 年王荫莲与任秀铎相
识，两年后结婚，一共生育了八
个子女。“我父亲作为睢杞太抗
日根据地主要领导，坚守根据地
抗战。他们就此一别，差不多 3
年光景。”任赞玲说，当时的汴
京、归德府及水东的大小城门

口，均有日军的画影图形，悬赏
5 万大洋，捉拿任秀铎。直到
1948 年豫东解放，王荫莲返回
家乡时，夫妻双方才团聚。

新中国成立后，王荫莲又和
丈夫一起投身到国家建设中。
1963 年，王荫莲被调到漯河。
她先后在漯河市中心医院、漯河
市工农兵医院工作。之后，王荫
莲被调到漯河市图书馆，担任副
馆长，并从图书馆离休。在医院
工作期间，王荫莲勇于探索，重
视医务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她
亲自联系河南省人民医院领导，
派出大量医务人员分批前往学
习，提高了医院整体水平。1975
年漯河发洪水时，她又带领医院
职工在河堤上连续奋战七天七
夜。在图书馆工作期间，王荫莲
四处奔走，为图书馆升级改造、
扩充场地和充实藏书不懈努力。

王荫莲一生简朴，忠诚仁
厚。1944 年抗战时的军毯，一
直沿用至今。在工作中，遇到分

房子、评职称，她总是先让给别
人。离休后，老人连一套属于自
己的房子都没有，平时都是住在
儿女家中。老人给子女留下的遗
产，就是抗战时期保留下来的几
本书籍。

每年春节，王荫莲还召集子
女开会，教育子女“要听党的
话，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工
作，团结同志，联系群众。”从
小不得说出自己是干部家庭的孩
子，要和老百姓一样，不能搞特
殊。还要求子女严格要求自己的
孩子，好好学习，做有益于社
会、有益于人民的人。

“母亲病重躺在病床上的时
候，神志一直不太清醒，但一听
到我们唱红歌，她立即就睁开眼
睛。”提起母亲，任赞玲总是止
不住眼泪。她说，母亲是一名老
战士、老共产党员，她对党、对
国家的赤诚之心，影响感召着子
女，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让后辈们永记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