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如今，
时常有家长在景区购
票时发现，虽然孩子
年龄尚小，但因身高
超过免票标准，而无
法享受儿童免票的优
惠政策。现在好消息
来了——包括我市
21家景区在内的242
家沪苏浙皖四地旅游
景区，已经开始实行
兼顾身高和年龄的儿
童免票新规。

记者从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了解
到，日前，市消保委配
合省消保委、联合各
县（市）区消保委，开
展了旅游景区儿童免
票规则调查。在逐一
核实了解现有免票规
则的同时，市消保委
向全市范围内部分景
点发出倡议，希望景
点执行对消费者更有
利的免票规则，实行
身高兼顾年龄的儿童
免票规则，即6周岁
（含6周岁）以下或身
高1.2米以下的儿童
免除门票规则。倡议
旅游景区进一步提升
服务品质、改善消费
环境、激发消费潜能，
吸引更多消费者到我
市旅游，加快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宣城
敬亭山景区、安徽扬
子鳄森林保护区、宁

国恩龙世界木屋村、广德太极五色谷等21
家我市景区积极响应，签订倡议书并承诺
实行儿童免票兼顾身高与年龄的规则。

近日，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召开主要景
点儿童免票规则联合消费调查结果发布会，
包括我市21家景区在内、242家已表示响
应的长三角景点企业名单得以公布。

为了更好享受到新规，市消保委发出
呼吁，对年龄未满6周岁、但身高超过1.2
米的消费者，家长应提前准备好身份证等
能够证明儿童本人年龄的有效证件原件。

据了解，2016年8月1日实施的《安徽
省旅游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管理办
法》明确规定，政府制定价格的景区门票免
门票群体为6周岁（含6周岁）以下或身高
1.2米以下的儿童；利用非公共资源建设的
景区，其门票及景区内相关服务价格，实行
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自主确定价格水
平。目前，我省大部分非公共资源建设的
景区实行儿童门票自主定价。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同龄儿童中身高超高的情况愈
发常见，由此引发了很多消费争议。安徽
省消保委的调查显示，大多数消费者倾向
于按照年龄和身高兼顾年龄免票规则。

市消保委副秘书长杨伟告诉记者，接
下来，市消保委会从试点慢慢推广，对未参
加新规的景点加大宣传，希望有更多旅游
景点响应倡议、实行新规，更好地保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谭艺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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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里的一个日常午后，泾县迎
宾路179号8幢居民楼里，住在301
室的一位老人正在打电话。“孙子呀，
你能看见我吗？我看到你了，好清楚
呀……”老人用智能手机拨通了孙子
的电话，视频里爷孙俩有说有笑，老
人看着身处远方的孙子脸上浮出了
幸福的笑脸。挂掉电话后，老人感慨
地说：“祖国的电信事业发展得真好，
我感到很自豪。”

今年92岁的李承德是原泾县邮
电局退休职工，谈起这位老人的过
往，不由令人顿生敬意，这位参加新
四军打过日本鬼子、参加淮海战役解
放全中国、远赴朝鲜参加过抗美援朝
的老兵，可谓是历经战争历练。

李承德作为邮电局的退休职
工，在通信岗位上工作了半辈子，但
初次遇到电话时却是满腔怒火。

“1943年6月，我加入了新四军，在
55团9连当战士，我们曾经围攻敌
人一个炮楼，准备全歼敌人……”老
人谈起当年的战斗印象很深，日军
火力很猛，而且利用电话呼叫援军，
敌人增援了不少，作为战士的李承
德在百米之外看到敌人用电话来通
讯，恨不得想炸掉那部电话。“在淮
海战役时，我就和通信工作扯上了
关系，当时我作为通信战士，在战场
上负责电话线的通畅。”淮海战役打
响后，李承德在55团3营任电话排
排长，在一次阻击战中，电话排所有
的战士都在炮火中受伤和牺牲，为
了保证指挥部的通讯畅通，李承德
在满是炮火的阵地上不停地修复被
炸断的电话线。三天三夜的阻击
战，电话线被炸断已经无法连接，李
承德只能用自己的身体当电话线导
体，他的两只手紧握两端电话线，通
信保障了，但阵阵刺痛的电流令他
痛苦不已。阻击战结束后，打扫战
场的战友发现了昏迷的李承德，将
他送到了医院救治。解放战争结束
后，他又转战朝鲜，在朝鲜战场上用
英勇的表现痛击美国军队，顺利完
成各项战斗任务。

1956年，李承德转业了。这一
年，他来到了泾县，在邮电局当起了
一名架电线的职工。“那时候，整个县
城电话只有两部，都是手摇式的。”李
承德没想到在战场上学会的知识在
建设祖国时能派上用场。白天，他和
工友们一同扛着木头安装电话杆。
夜晚，他和工友们挤在简陋的宿舍里
忍受蚊虫。“建国初期，架设电话线全
靠人力，那时候没有汽车，更没有起
吊机，都是人力一根一根把电话杆竖
立起来，电话线都是爬上去架设起
来。”再后来，电话线路越建越多，安
装电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李承德也
变得越发忙碌起来。“先是县里有电
话，后是乡镇通上电话，再后面村里
也安装上了电话，通知消息越来越方
便了。”李承德笑着说，如今的泾县已
经大不一样，镇镇有网络，村村有宽
带，人人有手机，这都是生活越来越
美好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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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 70 年，祖国各地
焕然一新，现代化建设进程

成果卓越，人民生活幸福美满。
我市泾县有三位老战士，他们经历
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改
革开放，他们从落后的旧中国走进了
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三位老
兵怀揣对祖国的赤子之情，对事业

的炽热之心，唱响了一曲曲祖
国赞歌。

1944年8月10日，92岁的吴发恒
老人对这一天记得特别清楚。“那一
天，16岁的我在无为参加了新四军，光
荣地成为了一名新四军小战士。”吴发
恒还清晰记得当时一首童谣这样唱
道：“吃菜要吃白菜心，投军就投新四
军……”

在泾县泾川镇中山北路52号102
室，吴发恒向记者叙述了他从军的故
事。1944年，吴发恒投奔新四军之后，
因为从小读过私熟，所以被安排进入2
师6旅独立团2营营部当起了一名通讯
兵。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1944年至
1949年间，吴发恒的职务一直在变，从
通讯兵变成一名炮兵，从炮兵又变成医
务兵，再从医务兵变成一名军医。“参加
的渡江战役和淮海战役时，我已经是一
名在前线救死扶伤的军医了。这和当
初的通讯兵相差很大，我也没有想到会
成为军医。”

朝鲜战争爆发后，吴发恒被调入朝
鲜战场救死扶伤。“那时候，美国的飞机
很厉害，动不动就来袭击，我们的部队
在行军过程中很多人都‘挂了彩’，我们
就立即做手术抢救战友生命。”在一次
美军空袭中，吴发恒正在抢救一名受伤
的战士，背后却传来爆炸声，巨大的气
浪掀翻了整个手术帐篷，一块炸弹碎片
击中了他的左眼和左肩，左耳也发出嗡
嗡的声音。“后来左眼失明了，左耳也听
不见声音。”昏迷中的吴发恒被战友们
救起，几天后，伤势好转的他又投入到
一线救人，直至朝鲜战争结束，他才随
部队回到国内，成为最后一批撤离朝鲜
的志愿军军人。

1966年，吴发恒转业来到了泾县，
担任泾县县立医院的副院长。“那个年
代，泾县整个县都没有救护车，医院大
楼很破旧，病房设备也不齐全，全院只
有不到80名工作人员，医药储备也很
紧张。”吴发恒回忆说，上个世纪60至
70年代，泾县整体医护水平不高，县医
院能动手术刀的医生只有一个，很多患
者的疾病都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人民
群众医疗保健水平很低。

吴发恒把在军队中学到的外科手
术技术向同事们展示，并开始师徒传
授。“军队对医疗技术要求严格，我同
样也是根据军队的要求来教学，一开
始同事们不能接受这样的风格，后来
也慢慢接受了，整个医院的医疗水平
逐年提升。”

1979年，吴发恒被调至县卫生局
任局长一职，作为卫生局局长的他仍
心系医院事业发展。为解决县立医院
没有救护车的问题，吴发恒和几位卫
生单位的领导联合向上级部门打了申
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把救护
车“请”到了县立医院。“那一天，医院
上上下下都很开心，咱们县立医院有
了救护车，这成为了那一年我们心中
最开心的事。”

采访结束之际，吴发恒告诉记者：
“建国70周年了，虽然身边老伙伴不多
了，但我看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诞生，
这是我们心中最大的愿望，祝愿祖国更
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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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牌坊巷57号农行宿舍区内，汪
延祥老人正从自家屋中拿出一个“宝
贝”。“宝贝”是一个木箱，看上去有些年
代了，打开木箱，老人从里面拿出一枚枚
军功章。“我17岁参加新四军，在陈毅元
帅的领导下和日本鬼子打过仗，后来参
加解放战争赶走了国民党，还去过朝鲜
打过外国兵……”老人细数着代表荣耀
与历史的军功章，面对它们，老人的眼角
泛起泪花，脸上却是自豪的神情。

1944年9月，17岁的汪延祥加入了
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四师，成为一名新
四军战士。抗日战争胜利后，汪延祥所
在的华东野战军21军61师182团参加
了全国解放战争。谈到淮海战役，老人
回忆说，当时敌军有60多万人，火力十
分强悍，进攻开始后，炮弹像雨点一般打
在阵地，老人上半身不幸中了弹片受伤
晕迷。“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几十万
国民党军队最终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消
灭了，我们打赢了淮海战役。”老人兴奋
地回忆说：“我参加了渡江战役，当时想
到能解放南京，内心就无比地激动。”汪
延祥随21军作为渡江战役的突击集团
主力，率先拉开了渡江战役的序幕，解
放了大片江南土地，1950年他又参加了
解放舟山岛、普陀岛和长途岛的战斗。
朝鲜战争爆发后，汪延祥又跟随21军进
入朝鲜，在那个世人瞩目的战场上，汪
延祥表现英勇，多次立下战功，抗美援
朝期间他已经成长为一名连指导员，朝
鲜战争停战后他也撤回了国内。1956
年，29岁的汪延祥被调遣至泾县中国农
业银行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个年代，汪
延祥并没有坐在办公室里享福，他主动
申请下乡工作，第一个工作点就落在了
泾县孤峰乡。“那时候，广大农村基层还
很贫穷，基础设施很差，我和村民同吃同
住同劳动，砍柴、插秧、割水稻，田间地头
到处跑，那时候一心就想着建设新中
国。”汪延祥在基层一干就是很多年，基
层的磨炼让他更加成熟。

1966年至1976年，汪延祥被泾县农
行指派为扶贫干部。这十年里，他一如
既往的深入基层，十年间，回家的次数用
手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那时候，农村
的生活依旧很苦，一年吃几回肉就很幸
福了，我们天天想着如何搞建设。”汪延
祥笑着说，1978年是最令他激动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向世界宣布改革开放，农村
也渐渐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汪延祥老人坦言，新中国已经成立
70周年，泾县县城的样貌也已大大改变，
自己是搞经济工作的，城市的基础设施
越来越完善，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经济越
来越繁荣，他的内心很欣喜。说起如今
的网络，老人有些激动地告诉记者说：

“我现在都会用支付宝啦，如今手机能转
账能购买东西，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
事，方便！”

临别之际，老人感慨万分。1949
年，他在部队听着广播参加建国阅兵，面
朝北京心向党，70年过去了，老人可以从
山区泾县坐着高铁去往祖国的四面八
方。“如今的生活就是我当年梦中的模
样，这一切都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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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祖国繁荣富强，国家发达
了，人民安康了，一切都很好，我们这
些老同志衷心希望祖国强大，无愧于
那些用生命换取胜利的战友。”

寄语：“回首过去，我们现在生
活的很幸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新中国已经焕然一新，也希望祖国
未来越来越好，更加强盛！”

寄语：“感谢中国共产党，我们
有了一个新中国，如今中国繁荣强
大了，我们更要珍惜和平，我们还要
加倍努力工作，让祖国日益昌盛。”

李承德 汪延祥 吴发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