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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首府 3

家人想把唐代理骸骨迁回故乡
文/本报记者 查 娜

万花筒影像隧道
5月27日，首府市民体

验万花筒影像隧道。据了

解，巨型“万花筒”影像隧

道日前亮相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一商场，走进利用多

媒体成像技术及三角镜折

射打造的“万花筒”影像隧

道内，一幕幕极致绚烂的

变幻影像让观众恍若置身

秘境中。

摄影/本报记者 牛天甲

为苗木瞧病的大夫：复检员赵建奇
说到森林医生，人们就想到了啄木鸟，鲜有人知道，那

些枝繁叶茂的苗木还得益于“保健大夫”———复检员。近年
来，首府大手笔投入绿化建设，公园、绿地随处可见，树连
荫、花满枝的街巷四通八达。入春以来，绿色正成为青城最
美的底色。5月15日，记者在成吉思汗公园见到呼和浩特市
园林科研植保站的复检员赵建奇时，他正在为将要安家落
户的苗木“把脉问诊”。

赵建奇蹲在金叶榆篱苗旁，仔细查看土样、树叶和树根
部，随后拿起小刀将树皮剥开，查看嫁接口是否有虫害（如
图）。每年的3到5月是首府绿化旺季，也是赵建奇们工作最
忙的季节，没有休息日。赵建奇每天在公园、在建工地、新植
绿化带等地东奔西跑。凡是在首府绿化带种植的苗木，都需
要经过市园林科研植保站复检工作人员的最后一道把关，
经检疫确定安全后才能够种植到土壤中。

赵建奇告诉记者，复查检疫苗木是否健康有“三费”：
费眼力、费时间、费鞋子。一些害虫暴露在树干上，肉眼容
易发现，而有的隐藏在树缝石缝或者草丛里，这就需要根
据经验判断，必要时需要显微镜来观察。因种植区域分散，
赵建奇往往需要来回折返数趟，每天要花费十多个小时去
复检从各地调运过来的苗木。手机微信运动显示，他每天
走三四万步。

苗木复检主要针对病害类、食叶类害虫、蛀干类害虫
这三种病虫害进行检测，不同的树种采用不同的检疫方法
和工具。赵建奇和同事用自喷漆对检疫有问题的苗木进行
标记。对于检疫合格允许栽种的苗木，复检员隔一段时间
还要来查看，为普防工作提供信息。记者在园林检疫车后
备厢看到，复检员
常用的工具多而
杂，约20种，大到10
公斤左右的消防
斧，小到4厘米长的
昆虫针，五花八门。
每当赵建奇和同事
来到工地上，干活
的工人们就打趣
说：“瞧病的大夫又
来啦！” 文·摄影

/本报记者 王利军

新报讯（记者 郝儒冰）

邀请邻里搭伴跳广场舞、反
映小区环境问题、发布停
水停电通知……赛罕区人
民路街道办事处仕奇社区
有个“微家交流群”，涵盖
社区网格内所有小区。

5月22日，记者在仕奇
社区公告栏上看到，上面
贴了一个微信群组二维

码，邀请社区居民加入，引
得不少前来办事的居民拍
照、扫码。

记者了解到，仕奇社
区按照网格划分，一个网
格组建了一个社区‘微家
交流群’，为邻里开辟交流
沟通新方式。“居民加入群
后，不仅可以和邻里朋友
分享兴趣爱好，还可以积

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同
时也可以在群内提睦邻建
议、向小区吐槽，或者针对
自己观察、思考的社会现
象和问题展开讨论，或提
出事关小区公共服务、居
民自治等方面的意见建
议。”社区工作人员姜尚告
诉记者，仕奇社区辖区内
老旧小区较多，大多数小

区没有普及业主群和物业
群，居民有问题不方便集
中交流。针对这一情况，仕
奇社区积极打造智慧服务
型社区，组建“微家交流
群”，为居民提供一个展现
邻里价值观的新平台，实
现居民沟通零距离，促进
邻里和睦互助、社区和谐
发展。

新报讯（记者 王利军）

5月25日下午，一场以“迎
六一 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见证时代变迁的老
物件故事分享会在玉泉区
图书馆举行，读者们欢聚
一堂，分享老物件背后的
故事。

现场展示的老物件有
粮票、老式录音机、电话
机、老式自行车、老照片、
连环画等收藏品，涵盖了
生产、生活等多个种类，每
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段时
光的记忆。并不宽敞的展
馆内聚满了不同年龄段的

读者，珍贵的藏品让大家
目不暇接。12岁的读者袁
子涵不断发出惊叹声：“妈
妈，我爷爷那一辈用的东
西可真笨重……”

分享会再现了新中国
成立70年来的峥嵘岁月。

老人们从中寻找共同

的回忆，孩子们穿越时光
隧道，从中了解了时代的
差异。玉泉区图书馆工作
人员娜仁告诉记者，活动
旨在让更多人通过老物
件，重温那些岁月和历史，
感知过去生活的艰辛，珍
惜今日的幸福。

5月21日，本报与今日
头条共同发稿，寻找长眠
兴安盟的四川遂宁籍战士
唐代理的亲人，并与《华西
都市报》取得联系。当日下
午，该报记者戴竺芯告诉
记者《华西都市报》新媒体
也同步刊发寻人消息，并
刚刚找到唐代理的侄子及
战友。半个世纪后，唐代理
的生平再一次为人所知。

“如果有机会，我们想
去内蒙古看看二叔，或者
能够带他回家。”唐代理的
侄子唐仕华在电话里告诉
记者。他说，其父亲是唐代
理的大哥，父亲在世时，曾
听他提起过有一位二叔参
军后在外去世，当时还未
婚。“我爸爸是大哥，唐代
理是老二，在他下面还有
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唐
仕华说，父亲在世时，一直

牵挂着二叔。通过遂宁当
地相关部门的联系，记者
也联系到了与唐代理一同
参军的同乡常显高。今年
73岁常显高对唐代理参军
及牺牲的情况十分了解，
并准确地说出了唐代理的
埋葬地点。据其讲述，他们
是在1964年12月应征入
伍，参军后在同一连队都
是工程兵。1966年，常显高
所在的连队来到现在的内
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开展工
作。那年4月30日，正值五
一劳动节前一天，部队上
午工作完毕后，下午便要
开展学习，地点选择在山
里一处树林里。吃完午饭，
战士们便出发上山。接近
目的地时，排长一声令下，
大家解散休息。再次集合
时，随着排长一声“立正”，
当时已是副班长的唐代理

突然倒下了。
他倒地后，战友们立

即将他背到营中卫生队，
遗憾的是，最终没能挽回
生命。第二天，部队组织了
士兵们送别唐代理，常显
高和另一位川籍战友亲
手将其埋葬于内蒙古兴
安盟科右前旗阿力得尔
苏木的一处山坡上，并立
下碑文。“我当时是18岁，
他比我大一点，应该20多
岁。”常显高说，由于部队
的流动性，此后他们便离
开了内蒙古，而他本人也
于1970年退伍回到四川
老家。回忆起五十多年前
埋葬战友和好朋友的那
一幕，常显高说仿佛就像
昨天一样。退伍回家后，常
显高把唐代理的遗物送到
他家中，唐代理的母亲见
了常显高就不住地流泪。

常显高说，十分希望内蒙
古当地的相关部门能代他
们战友和家属照顾好唐代
理的墓地。

给唐代理寻找亲人的
公益活动也引起了兴安盟
科右前旗及遂宁市蓬溪县
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5月
23日和24日，记者分别联
系了兴安盟科右前旗退役
军人事务局和蓬溪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在记者的协
调下两地退役军人事务局
进行了对接，并各派专人
负责查找资料及知情人，
对接相关单位，确定唐代
理的相关信息。经两地退
役军人事务局了解情况，
并未找到唐代理被评为烈
士的依据，而是找到了他
为病故军人的登记。据当
时参与埋葬唐代理的战友
称，刻有唐代理烈士字样

的石碑是战友们刻的。两
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均表
示，无论唐代理是烈士还
是病故军人，都会关注并
协助家属做好后续工作。

5月24日，唐代理的侄
女唐群也联系了本报，她
告诉记者：“唐代理是我
的二伯，我父亲是他四
弟。现在他们兄弟姐妹中
只有我三叔和小姑姑在
世，三叔知道这个消息后
很激动，我们家人商量
后，想尽快把二伯的遗骨
迁回老家，跟爷爷奶奶合
葬。二伯离家那么久一定

也想家了。”
5月27日，最早发现唐

代理墓并向媒体发出寻人
求助的乌兰浩特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王立
儒告诉记者，他与科右前
旗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
人员再次来到唐代理墓前
实地探访，并在周边范围
内寻找知情人。乌兰浩特
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了王
立儒寻找唐代理的亲人
后，给予大力支持，该局局
长杨宝春表示会全力配合
寻人工作，并让王立儒积
极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

馆藏老物件讲述光阴70年

仕奇社区有个“微家交流群”

◎◎致敬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