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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文/图）今年
89 岁，1949 年 1 月参加工作，当过乡村教
师、工会干部、许昌地委办公室秘书、市
委统战部副部长，1991 年 9 月从市政协
离休……9 月 24 日上午，谭涧泉接受了
记者的采访。

15岁被抓劳力修建小铁路
1930 年 4 月 11 日，谭涧泉出生于襄

城县颍阳镇谭庄村。由于家境贫寒，他
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

1945 年，日本人抓劳力在许南公路
附近修建小铁路。作为家里的长子，15
岁的谭涧泉只得和一群大人一起到工地
下苦力。年幼体弱的他因动作稍慢了点
儿，便挨了日本兵三拳头。那一刻，他强
忍眼泪，内心燃起了怒火。过了几天，他
和工友听到日本投降的好消息，便立即
卷起铺盖回家了。

17 岁那年，父亲见他求学心切，便
忍痛卖了 2 亩地供他念中学。但他仅读
了一年零两个月，学校就停课了。1949
年 1 月，他到谭庄村小学教书。不久，解
放军来到他的家乡。谭涧泉和一位同事
怀着满腔热忱，组织师生和群众欢迎解
放军，并自编了一首拥军歌曲，义务教大
家传唱。3 个月后，谭涧泉被调到襄城

县陈刘侯中心小学当校长。后来，因为
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能力强，他被调到襄
城县总工会工作。1954 年 6 月，他被调
到襄城县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1961
年，他调任许昌地委办公室秘书。

工作上的“拼命三郎”
“为什么你能在众人当中脱颖而出，

频频晋升？”对于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
谭涧泉说：“我没有文凭，起点低，总觉得
自己不如别人，因此不管干什么工作都
会全力以赴，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那个年代提拔任用干部基本上不
看文凭，只看实际工作能力，我觉得自己
真的是时代的幸运儿。”谭涧泉感慨地
说，“我常常心怀感恩，珍惜每一个机遇，
加倍努力干好自己的工作，不辜负党组
织的信任。”

1986 年，谭涧泉任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1991 年 9月，从市政协离休。

“我上午办了离休手续，下午就去市
关工委报到了，一天都没有歇。”谭涧泉
说。此外，他还兼任市老年体育协会副
会长，后又应邀加入老区建设促进会，为
老区群众脱贫四处奔走，直到 2012 年老
伴儿偏瘫才停止工作。

谭涧泉珍藏着数十种荣誉证书和奖

章，有全国书画大赛获奖证书、市级文明
家庭证书、全省关心下一代突出贡献奖
证书、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证书、
老区建设促进会先进个人证书、全省离
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证书等，但最看重的
是 2016 年被河南省委授予的“50 年以上
党龄荣誉纪念章”和今年被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

70年来，许昌环境越来越好
谈及许昌 70 年来的变化，谭涧泉深

有 感 触 地 说 ，1961 年 ，他 初 到 许 昌 工
作。当时，南大街还是土路，下雨天泥很
深；大同街外号“洋街”，很繁华，两旁大
部分是两层楼；火车站东侧是烟行，放眼
望去没有一栋像样的楼房。“当时，机关
工作人员的办公条件也很差。我写材料
用的是蘸笔，为了节省费用，收到书信后
还会把信封翻过来折叠再用一次。”

改革开放后，许昌人逐渐过上了衣
食无忧的生活。特别是近几年，许昌城
市规模扩大了，高楼多了，湖多了，城区
也找不到土路了。谭涧泉说：“许昌城市
框架拉大，环境越来越好，医疗水平也越
来越高，我看病药费全报销。如今，我儿
孙满堂，感到很幸福。”

谭涧泉：全力以赴不负党组织的信任

本报讯（记者 毛迎 文/图）身 穿
暗红色的唐装外套，满头白发、精神矍
铄……9 月 25 日，记者在市老干部大学
剪纸班的教室内见到刘宗英时，她正手
持一把小剪刀，剪一幅雷锋肖像。“我今
年 89 岁，眼不花、耳不聋。我在市老干
部 大 学 报 了 4 门 课 程 ，生 活 过 得 很 充
实。我小时候到处兵荒马乱，做梦也没
想到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刘宗英
说。

幼年目睹土匪肆虐、兵荒马乱
刘 宗 英 出 生 于 1930 年 ，老 家 在 驻

马店市汝南县。
“我是农村的，小时候兵荒马乱，夜

晚常有土匪到村子里抢劫财物，日子过
得很不太平。”刘宗英说。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刘宗英断断
续续上了几年学。1949 年 3 月，经过艰
苦卓绝的武装斗争，驻马店基本解放。

“ 驻 马 店 解 放 的 时 候 ，我 刚 满 19
岁。在干部培训班接受培训之后，我就
参加工作了。”刘宗英说。1949 年 8 月，
刘 宗 英 被 安 排 到 汝 南 县 税 务 局 工 作 。
那时候，当地只有一些小商户，经济并
不繁荣。

由于上过师范学校，刘宗英对教师

这个职业很向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不少穷苦人家的孩子有了上学的
机会，一些学校急需教师，刘宗英就到
平舆县的一所乡村小学当了教师。

“我负责教二年级的学生。一个班
有四五十人，一名老师负责教一个班的
所有课程，包括语文、数学、音乐等。”刘
宗英说，虽然教学任务比较繁重，但看
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神情，她觉得再苦
再累也值得。

哪里需要往哪里去
刘宗英的丈夫是她上干部培训班

时的同学，两人于 1950 年成婚。婚后，
刘宗英的丈夫去郑州深造，毕业后被分
配到许昌工作。在过了两年两地分居
的生活后，刘宗英跟随丈夫来到许昌，
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刘宗英在许昌当过小学教师，后来
被 调 到 工 会 组 织 为 扫 盲 班 的 学 员 上
课。她说，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扫盲
可是一项重要工程。党和政府举办扫
盲班，让因为战争、贫困没能上学的普
通民众走进教室，学、识、写一定数量的
文字，以扫除文盲。扫盲班的学员大部
分来自工厂，因为白天要上班，上课时
间只能安排在晚上。刘宗英兢兢业业
教 学 ，让 原 本 不 识 字 的 学 员 学 会 了 读
书、看报。

1956 年，刘宗英和丈夫被调到位于
许昌县蒋李集乡（今建安区蒋李集镇）
的 农 场 工 作 。 直 到 1964 年 ，她 才 被 调
回市区，在许昌医药采购供应站工作。

“在工作方面，我完全听从组织的安排，

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刘宗英说。
据刘宗英回忆，在计划经济年代，

购买粮食、肉、布等食品和生活用品都
要 凭 票 。 药 品 实 行 的 是 专 销 、统 配 制
度，药厂生产的药品全部由国家设立的
各级医药站销售、配送。

“现在，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药
店 随 处 可 见 ，人 们 就 医 、买 药 都 很 方
便。发达的医疗卫生事业，为人们的健
康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刘宗英深有
感触地说。

祖国更加富强，人民愈发幸福
刘宗英和丈夫养育了两女一子，如

今和儿子一起生活。目前，儿子已经退
休，对刘宗英照顾得无微不至。两个女
儿也很孝顺，刘宗英的晚年生活非常幸
福。

89 岁高龄的刘宗英依然保持着爱
学习的好习惯，报名参加了市老干部大
学 剪 纸 班 、文 学 班 、保 健 班 和 历 史 班 。
在家人的帮助下，她熟练掌握了电脑和
智 能 手 机 的 使 用 方 法 ，通 过 网 络 看 新
闻，了解国家大事。此外，她还在微信
朋友圈里和同学、家人互动，丝毫没有
落后于时代。

“我的孙女、外孙有的是硕士，有的
是博士。现在，他们中的两个在北京工
作，一个去英国留学后定居在那里。70
年 来 ，各 行 各 业 在 党 的 领 导 下 蓬 勃 发
展，人民过上了美好幸福的生活。国家
富强了，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扬眉吐
气，我觉得特别自豪。”刘宗英满脸喜悦
地说。

刘宗英：国家富强，自豪感油然而生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纪念章”获得者谭涧泉

拍卖公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现定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 30 分在许昌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龙兴路与竹林路交会处）
三楼开标二室召开拍卖会，依法对许
昌市体育运动学校原运动员食堂的房
屋租赁权，许昌市文峰路 938 号部分
房屋租赁权，瓷器、书画等工艺品一
批，储值卡等卡品一批，废旧医疗设

备、器械一批，手机、手表一批，房产若
干套，黄梨膏、金丝皇菊等，废旧物资、
车辆一批等进行公开拍卖。

报名方式及资质要求详见许昌市
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xuchang.
gov.cn/）。 联 系 电 话 ：2776936、
15936335511。地址：许昌市建安大道
52号。

工商监督电话：0374-3178755。
许昌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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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剪雷锋肖像的刘宗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