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期学生健身忙
暑假伊始，学生们纷纷来到市区

篮球、羽毛球场馆，他们奔跑跳跃、挥
汗 如 雨 ，在 运 动 中 强 健 体 魄 、磨 砺 意
志 ，让 假 期 充 盈 着 青 春 的 朝 气 与 力
量 。 图 为 射 击 项 目 深 受 小 学 生 欢
迎。 本报记者 张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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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公园环境
盛夏时节，三门峡现代服务业开发区青龙谷公园内绿意盎然。

近日，园林工人分布在公园各个地方，正忙着清除杂草，用辛勤的汗
水维护着园区的整洁与生机，为市民营造出清爽宜人的夏日休闲环
境。 本报记者 摄

本报讯（记者梁如意）近日，
贵州榕江遭遇洪涝灾害，灾后防
疫工作形势严峻。三门峡蓝天
救援队迅速响应，毅然踏上驰援
之 路 ，以 实 际 行 动 诠 释 使 命 担
当。在圆满完成任务返程时，榕
江百姓夹道含泪相送。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
命。三门峡蓝天救援队在接到
榕江县卫生健康局的救援邀请
函后，立即集结 6 名经验丰富、技
术精湛的队员，携带专业防疫设
备、消杀药剂等物资，驾驶救援
车辆，开启了这场跨越 1380 公里
的 紧 急 驰 援 。 一 路 上 ，队 员 们

“换人不停车”，日夜兼程，克服
疲 劳 与 困 意 ，只 为 尽 快 抵 达 榕
江，投入到防疫工作中。

抵达榕江后，救援队队员顾
不上休整，迅速与当地相关部门
对接，深入受灾区域开展防疫消
杀工作。队员们穿着一次性防
护服，背着沉重的消杀设备，穿

梭在大街小巷、居民院落和安置
点，对重点区域进行全方位、无
死角的消杀作业，有效降低病毒
传播风险。同时，他们还向当地
群众普及防疫知识，指导大家做
好个人防护和环境清洁。

完成阶段性救灾任务后，三
门峡蓝天救援队和其他救援队返
程回乡，街道两侧站满了自发赶来
的贵州老乡，他们用朴实真挚的方
式表达着内心的感激与不舍，不断
向救援车辆挥手致意。“感恩你们”

“一路平安！”“榕江‘村超’欢迎回
来做客”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与难
以抑制的哽咽声交织在一起，汇成
一片情感的海洋。

三门峡蓝天救援队队长吉
中伟表示，此次星夜驰援，蓝天
救援队用行动彰显了无私奉献、
团结互助的精神，为榕江灾后防
疫工作贡献了力量，也让受灾群
众感受到了来自远方的温暖与
关怀。

携手共管社会花坛
连日来，在三门峡市城管局的督促下，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明珠集团、海联集团、市供电公司、市市场监管局等单位积极响应落
实“门前四包”责任制，及时修剪绿篱，打扫卫生死角，清除绿化带内
白色垃圾，使沿街社会花坛整齐洁净、绿意盎然。

本报记者 单义杰 摄

本报讯（记者王梦）连日来，
位于三门峡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的体育运动公园项目备受市民
关注。7 月 6 日，记者从三门峡现
代服务业开发区管委会了解到，
该项目已接近尾声，预计本月中
旬完成验收并正式向市民开放。

据悉，体育运动公园选址于
青龙谷公园、苍龙谷公园与欢乐
谷公园交会处，具体地点位于甘
山路与周公西路交叉口，总规划
面积达 23.82 万平方米。其中，
体育场地用地 20920 平方米，铺
设健身步道 24000 平方米，配套
建设 4500 平方米停车场，整体布
局既融合自然生态，又兼顾运动
功能。建成后的公园不仅是区
域绿地系统的有机延伸，更将成
为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彰显城市
品位的重要载体。

该项目施工负责人胡海强介
绍，公园运动设施覆盖全年龄段需

求，精心打造 5人制足球场 2块、篮
球场 6块、乒乓球场 6块、门球场 1
块、羽毛球场 2块。同时新建 15处
室外健身器械广场，每处 200平方
米；2处儿童活动场地，每处 500平
方米。蜿蜒 10公里的健身步道贯
通青龙谷公园，形成生态运动网
络。此外，该项目配套建设 500平
方米非机动车停车场、4000 平方
米生态机动车停车场，并完善足球
门、篮球架、乒乓球台、门球门、安
全警示牌等设施，同时铺设排水系
统、安装照明与监控设备，确保功
能完备、安全便捷。

“目前，健身步道施工已全
面完成，球场面层画线及篮球架
安装进入收尾阶段，灯光设施调
试同步推进，计划于本月初对该
项目进行预验收，正式开放时间
预计在本月中旬，敬请期待。”现
代服务业开发区管委会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道。

在灵宝市函谷关镇北坡头村，有这样
一位女性，她从出生起就命运多舛，却始
终怀揣希望，靠直播插上梦想“双翼”，用
坚韧和乐观书写着动人的人生篇章。她
就是今年 36 岁的董敏，一位身残志坚的母
亲，一位扛起家庭重担的女儿，更是一位
在逆境中绽放光芒的生活强者。

命运多舛 磨难接踵而至

1989年，1岁的董敏来到养父母家中，开
启了新的人生。在董敏 1岁那年，突发高烧，
因条件有限未能及时治疗，最终导致她双腿
残疾。“我从记事起，就不会走路，只能在地
上爬，父亲为此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小拐杖。”
谈及童年经历，董敏湿了眼眶。行动不便的
她，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了无数艰难，但养父
母的关爱让她坚强地长大成人。

成年后的董敏经人介绍，与邻村一名
残疾小伙子结婚。鉴于二人情况，当地政
府为他们办理了低保和重残补贴。成家
后的董敏专注经营小家，丈夫对她体贴疼

爱，儿子姚炅楠的诞生更令这个小家庭充
满温馨。原本以为生活终于迎来曙光，董
敏却在 33 岁那年再次遭受沉重打击，在外
工作的丈夫突然晕倒，医院检查结果是肝
癌晚期。虽然一家人为丈夫积极治疗，然
而，3 个月后，董敏的丈夫还是被病魔夺去
生命，留下她和 13 岁的儿子相依为命。面
对生活的重重磨难，董敏也曾感到绝望，
但看着孩子天真的脸庞和卧病在床的父
亲，她深知自己不能倒下，必须勇敢地面
对这一切。

直播谋生 逆境中寻找希望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董敏开始四
处寻找赚钱的机会。双腿残疾的她屡屡碰
壁。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短视频直
播行业，决定尝试通过直播来改变现状。

没 有 专 业 的 设 备 ，她 就 用 一 部 旧 手
机；不懂直播技巧，她就熬夜学习，观看大
量的直播视频，向其他主播请教经验。

每天清晨，在安顿好孩子和父亲后，董
敏便开始准备直播内容。她的直播间没有
华丽的装饰，只有朴实的乡村生活场景。她
会展示自家种植的农产品，分享农村生活的
点点滴滴，也会讲述自己与命运抗争的故

事，将生活的酸甜苦辣毫无保留地展现在镜
头前，用真诚感动了众多网友的心。

尽管行动不便，但为了给观众呈现更
好的直播效果，她每天坚持直播七八个小
时。长时间的直播，让她疲惫不堪，但她
从未想过放弃。“孩子已经没有爸爸了，再
难我也要把孩子养大。”董敏掷地有声地
说。

乐观向上 传递温暖与力量

“生活再难，也要笑着面对。”这是董
敏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直播间里，
她总是以乐观积极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
前，用自己的故事感染着每一个人。不仅
吸引了 30 多万粉丝的关注和支持，也为她
带来了一定的收入，让一家人的生活逐渐
有了起色。直播间里，一句句鼓励的话语
刷屏：“妹妹加油！”“生活一定会好起来 !”
更有热心网友为她寄来生活用品，为孩子
寄来学习用品，为这个艰难的家庭注入温
暖的力量。

几年前，一位不愿意留下姓名的好心人
得知董敏行动极为不便，便悄悄联系经销
商，为她购置了一辆崭新的残疾人电动车。
当残疾人电动车送到家门口时，董敏抚摸着

车身泣不成声：“这份恩情，我永远记在心
里！”此后，她经常骑着这辆承载着爱心的残
疾人电动车，接送孩子购买物资，效率大大
提升，笑容也愈发灿烂。面对未来，董敏充
满信心：“只要我还能坚持，就会一直努力下
去，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董敏的直播间不仅是谋生的平台，更
成为传递温暖的桥梁。她会在直播中讲
述灵宝市函谷关的历史故事，推荐家乡的
农特产品，扩大家乡知名度；遇到同样身
处 困 境 的 网 友 留 言 倾 诉 ，她 也 会 耐 心 开
导，用自身经历鼓励对方勇敢面对。

“董敏，你是我的光！”“看到你努力的
样子，我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在评论
区，这样的留言比比皆是。网友们被她的
精神感染，而她也从网友的支持中汲取力
量 。 这 份 跨 越 地 域 、素 未 谋 面 的 双 向 奔
赴，让董敏更加坚定：“我要把这份爱传递
下去，让更多人相信，生活总有希望！”

在董敏的家乡，许多人被她的精神所
感动。她不仅成了孩子心中的榜样，也因
为身残志坚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坚韧与担当，
就像一束温暖而明亮的光，照亮了自己和
家人的生活，也照亮了无数人的心。

直播间里，她是一束温暖而明亮的光
本报记者 梁如意

“生死本是平常事，古今英烈万古
芳 。 回 首 残 垣 溅 血 处 ，更 觉 忠 魂 不 寻
常。”这是周凯东烈士的战友为其写下的
一首缅怀诗。

周 凯 东 ，1915 年 出 生 在 河 南 陕 县
（今陕州区）李村乡柳沟村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1929 年豫西大旱，周凯东外出乞
讨，参加了冯玉祥部队。1930 年中原大
战后，该部队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
路军。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对日
不抵抗政策，1931 年 12 月，周凯东所在
部队在江西宁都起义，被编入中国工农
红军第五军团。

参 加 红 军 后 ，周 凯 东 苦 练 杀 敌 本
领。1932 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 10 月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经受
艰苦的革命锻炼，他很快由普通战士成

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1937 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周

凯东随部队转战太行山区，1941 年任八
路军太行军区新一旅一团副团长，在华
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中多次参加抗击
日军的战斗。1943 年春，周凯东任新一
旅三团团长，在山西黎城以南一带山地
开展“麻雀战”。5 月 6 日，千余名日伪军
向黎城进犯，周凯东带领三团主力掩护
群众转移，自己亲率两个连顽强阻敌 6
小时，有力保护了群众的生命安全。

1943 年 8 月中旬，为打击日伪军嚣
张气焰，八路军总部集中 15 个团的兵力
发起林南战役。周凯东率领三团担任突
破林县县城南门、歼灭日伪二十四集团
军指挥部的任务。8 月 18 日零时 30 分，
周凯东指挥突击连战士越过护城壕，登

上城墙，很快解决了南城门守敌。他命
令机炮连掩护，突击连一举又拿下城东
门，封锁了敌人东逃之路。清晨，周凯东
正在与政委研究如何攻打敌军司令部，
伪军约两个连的兵力沿南北大街向南城
门反扑，企图夺回南门，打通与南关日军
联系的通道。“决不能让敌人的企图得
逞！”周凯东命令重机枪排火力封锁街
道，七连进行阻击，连续打退敌人数次进
攻。

18 日上午 10 时，四架日军飞机狂轰
滥炸，县城西南城墙被轰开几个缺口，南
关外日军扑向南门向三团发起猛攻，城
内伪军也乘势集中火力向南门攻击。三
团四面受敌，情况危急。周凯东沉着冷
静，迅速进行了新的战斗部署。随即，他
跨出指挥所，冒着枪林弹雨到连队察看

战斗情况，不幸在十字街口被一颗子弹
射中。作战参谋和警卫员急忙为他包
扎，周凯东推开他们，说道：“不要管我，
快去告诉政委，一定要顶住敌人，坚决完
成任务。”之后壮烈牺牲，时年仅 28 岁。
战友们化悲痛为力量，与日伪军展开了
殊死搏斗，18 日夜，攻克林县城及其外
围据点，占领伪军指挥部。至 26 日，取
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战后，周凯东的遗体被安葬在晋冀
鲁豫烈士陵园。2009 年 9 月，周凯东被
评为河南省“6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
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5 年 8 月，
周凯东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 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三门峡市委党史方志研究室 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供稿）

周 凯 东 ：更 觉 忠 魂 不 寻 常

本报讯（记者李博）“街道、社区工作
人员已经到现场调查协调，上门给我们说
明了情况，破损的污水管道修复完成，异
味 问 题 解 决 了 。”7 月 3 日 ，三 门 峡 市

“12345”政务热线中心工作人员在回访时，
刘女士高兴地感谢，市“12345”政务热线督
办让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今年 5月，市“12345”政务热线接到刘女
士等 10余名群众来电，称湖滨区崖底村建筑
工地内污水管网断裂近 2个月，污水横流，气

味难闻，希望热线协调解决。市“12345”政务
热线第一时间将诉求转至市政管理部门调
查处理。市政主管部门调查后反馈：该处污
水管网非城市污水主管网，管道铺设时间久，
产权无法确认，现场查明是拆迁施工单位施
工挖断污水管道所致，建议施工单位组织修
复。根据市政部门反馈结果，市“12345”政务
热线将诉求转至湖滨区政府调查处理，湖滨
区随即协调崖底街道、国资公司等单位到现
场调查处理，但仍然无法确认责任单位，期间

周边群众多次向热线来电，希望尽快解决。
市“12345”政务热线迅速组织人员到现

场查看，发现进入 6月，雨水增多，工地内的
污水已汇集成“臭水塘”，加之天气炎热，异
味迅速扩散，周边群众“无法”开窗，生活受
到较大影响。根据现场情况，热线立即进行
督办，要求湖滨区政府尽快解决。经过督
办，湖滨区政府高度重视，再次组织相关单
位到现场协商解决方案。最终崖底街道主
动担当，组织施工队立即进场，对汇集的污

水进行抽排，对断裂的污水管道进行重新铺
设，同时安排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向周边群众
做好解释工作，经过 10天施工，污水横流问
题得到解决，周边群众对此非常满意。

今年以来，市“12345”政务热线以党建
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为契机，不断完
善 工 作 机 制 ，加 大 现 场 督 查 督 办 工 作 力
度，推动群众诉求高质高效解决，2025 上
半年共解决群众各类“急难愁盼”8.6 万余
件，满意率 96.84，收到社会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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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体育运动公园即将开放

三门峡蓝天救援队
圆满完成任务返回

榕江百姓夹道含泪相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