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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8月27日讯(记
者 赵兴超) 27日，本报C04

刊发了《16岁少年拄双拐赌气从

医院出走》，获得广泛关注。27
日，出走两周的拄拐少年李
金鹏，被家人在农大校园一
宿舍楼内找到。两周来，李金
鹏捡瓶子等垃圾，卖了偶尔

买个馒头，睡在宿舍楼水泥
地面，喝自来水。庆幸的是伤
口没有出现恶化，孩子跟父
亲回了家。

“感谢这么多好心人帮忙
转发孩子的消息，现在孩子回
家了，给大家报个平安。”27
日，李金鹏的父亲李庆国给关

心孩子的好心人带来了好消
息，孩子找到了，而且平安回
了家。李庆国说，家人在农大
校园34号宿舍楼找到孩子，孩
子睡在水泥地面上，全身被蚊
子咬得满是疙瘩，他看到儿子
第一眼就落了泪。

尽管还是不太愿意说
话，倔强的李金鹏断断续续
告诉了家人这些天他是怎么
过来的。出走当天，李金鹏并
没有去其他地方，而是在医
院第一住院部西侧的消防通
道待着，一待就是五天时间。
期间，曾有保安询问他的情

况，他告诉保安说自己在医
院住院，保安也没再多问。而
这五天时间里，李庆国一家
正满泰城寻找他，以为他已
经出走很远。

随后的九天时间里，李金
鹏从医院离开，去了东临的农
大校园，在宿舍楼内找到一处
容身平台。白天人少时，他就
到校园内捡一些瓶子、废纸等
垃圾卖给小贩，换几毛钱买点
馒头吃，有时捡不到垃圾只能
饿着，每天饥一顿饱一顿。“我
儿子太倔强了，都这种情况了
还硬挺着，受了不少罪。”李庆

国对儿子的遭遇非常内疚，李
金鹏说，他在出走前几天也想
过回去，但碍于面子没有回病
房。之后的几天又担心父亲责
骂他，就拖了下来，直到被家
人找到。

找到孩子后，家人又带
孩子到医院做了检查，大夫
确定伤口没有大碍，一家人
带着孩子回了肥城。李家人
说，看到这么多好心人帮忙
寻找孩子，他们从心底里感
激，孩子的心情和身体都需
要慢慢恢复，替孩子向大家
说声谢谢。

9月6日-8日，第二届
“远东杯”中国泰山农业博
览会将在泰安花样年华景
区举办。本届农博会由山
东泰安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泰山区农业局主办，齐
鲁园林网、山东云墨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泰安远东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赞助，是泰山区自
主举办的规格与档次最高
的综合性农业博览会。

本届农博会共设6个展
区，700个标准展位，室内展
览面积6000平方米，室外展
览面积31000平方米。参展企
业范围有：特色农业、现代

农业、农产品、农资、农业机
械、花卉苗木、台湾美食等，
预计参观人数达5万人。

本届农博会以“科技
驱动·产业创新”为主题，
打造国际化展示交易平
台、农业科技成果推广转
化平台、农业产业体系服
务平台，发挥农博会在发
展现代农业、展示农业最
新发展成果、研讨发展趋
势、引领产业导向、搭建产
需平台与科技信息交流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展会主
要活动包括国内农业合作
交流、展览展示、农业科技
成果信息发布、项目招商

与技术交易、农业技术咨
询培训、评奖选优等。

泰山花样年华景区是
集休闲观光、体验刺激为
一体的国家AAAA旅游景
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五星级企业，本次农博会
的举办将推动山东农业产
业发展，把泰山花样年华
景区打造成知名旅游品
牌，成为泰安特色农业文
化建设的重要载体。9月6

日泰安花样年华景区，丰
收的锣鼓即将敲响，让我
们携手相约泰山，共同品
味我国农业的又一场饕餮
盛宴。 (薛瑞)

2015中国泰山农业博览会
9月6日花样年华盛大开幕

先是待在医院消防通道，后又“安身”校园角落，这孩子倔得让人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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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8月27日讯(记
者 邢志彬) 95岁的苗培兰
是一名抗战老兵，他用三年
时间写成革命题材小说《红
枫叶》。书的内容是根据他哥
哥战死沙场等真实事迹改
编。26日，在泰安军分区第四
干休所，苗培兰向年轻战士
赠阅十几本新书，并给战士
们讲了几个革命年代，他亲
身经历的战场上的故事。

26日下午，简短的赠书
仪式在苗培兰老人家中举
行，苗培兰虽然已经95岁高
龄，头发眉毛全白，但精神头
很好，他坐在沙发上，大家仍
然能感受到老战士的英雄气
概。他1940年开始参加和宣传
抗日救亡活动，1953年奔赴朝
鲜战场参与铁路工程建设工
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颁发解放勋章。

苗培兰说，他参加革命
主要是受哥哥苗雨村的影
响。据他回忆，苗雨村从小就
很有艺术天赋，写文章和国
画的水平很高，参加武装起
义前就通过写稿子、画画的
形式宣传抗日活动。1938年参
加威海起义，之后又参加多

次抗日武装战斗。1939年5月，
苗雨村所在的61团一营与64
团一营强攻驻栖霞古镇都的
1000多名敌兵，首战告捷。紧
接着部队又增援攻打莱阳城
的友军，激战一夜，歼灭大部
分敌军，立下赫赫战功。

1940年，苗雨村任5旅14

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委，此
后两年中一方面负责思想政
治工作，主编《军人周报》，同
时也参加战斗冲锋。1942年8
月20日，在拔除平度城西楼
子庄据点的战斗中，被暗藏
在身边的日本特务推下护城
河的浮桥，壮烈牺牲。为纪念

他，栖霞抗日民主政府决定，
将苗雨村老家苗家沟所在的
大榆庄区改称“雨村区”。

前几年，平度相关部门
找到苗培兰，说要重建革命
烈士纪念馆，希望重新整理
苗雨村的事迹。苗培兰很受
触动，他说虽然哥哥的壮烈
事迹已经过去70多年，但后
人没有忘记他，他觉得应该
也做点什么怀念哥哥，记录
下他的事迹。就开始创作《红
枫叶》这本书。

苗培兰说书里大部分故
事都是他亲眼目睹，亲身经
历的真人真事，反映了革命
时期的真实情况，不是编造。
他给战士们讲了一个故事：
上世纪60年代，他作为铁道
兵参与修建成昆铁路时，遇
到隧道塌方，一名战友的身
体被巨石压住，只剩下头部
在外面，已经没法抢救。这名
战友说的最后两句话苗培兰
记忆犹新，一句是“包里有党
费，替我交上”，另一句是，

“把我遗物收拾一下送回老
家，就当把我送回去了。”这
名战士叫徐文科，他在苗培
兰笔下化名徐文学，事迹编

入《红枫叶》这本书中。
说起铁道兵的革命事

迹，苗培兰回忆起很多往事。
他还给战士们讲了一件往
事：有一次他和战友去抢修
一座被炸毁的大桥，临时搭
建的石桥和枕木不够牢固，
军列通过时晃动很大，眼看
枕木就要垮塌。一名战友竟
然爬到铁轨下面，用肩膀垫
在枕木下面减少晃动，等军
列通过，他已经大口吐鲜血，
不久就壮烈牺牲。

老人虽然已经年近百
岁，讲起这些故事却滔滔不
绝，一点都不累。战士们听了
这些故事，都说受到很大触
动。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收到这样的礼物
很高兴。听革命前辈的事迹
是他们巨大的精神财富，回
去会认真阅读和学习。

95岁抗战老兵出版革命纪实小说

火火车车过过来来枕枕木木要要塌塌，，战战友友爬爬到到铁铁轨轨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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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

95岁的抗战老兵给年轻战士讲革命往事。本报记者 邢志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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