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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过(guō)(guō)姓姓，，主要分布在主要分布在
江南苏锡常等地区江南苏锡常等地区，，姓氏渊源姓氏渊源
有二有二：：源于姬姓源于姬姓，，出自黄帝之出自黄帝之
裔姙姓裔姙姓，，属于以部落名称为属于以部落名称为
氏氏；；源于妫姓源于妫姓，，出自夏朝诸侯出自夏朝诸侯
国过国国过国，，属于以国名为属于以国名为氏氏。。

过祖荣年轻时是一名
身材魁梧的军人，如今年逾
古稀依然精神矍铄。在他
看来，不管人生经历多少
事，都要对党忠诚，为社会
多奉献，这是一名共产党员
应该做的事情。

上世纪60年代末入伍
当兵的过祖荣，曾在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宋任穷身
边工作多年。在过祖荣记
忆中，宋老慈祥和蔼，即使
身处逆境仍信念坚定、对党
忠诚，“老一辈革命家的人
格魅力感染了我，让我知道
当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是什
么样子”。他与宋老及其全
家结下了深厚真挚的情谊，
之后宋老回到北京，过祖荣
回到无锡，双方依然保持着
联系。就连过祖荣儿子的
名字，都是参加过长征的宋
老夫妇给取的，以纪念革命
峥嵘岁月。过祖荣说，
1977年儿子出生后他给宋
老写信并寄去了照片。宋
老夫妇和家人商量后想了
大江和雪山两个名字，考虑
到当时取名大江的孩子比
较多，宋老建议选雪山。“我
们一家都很喜欢这个名
字”，过祖荣当即为孩子取
名为过雪山。

时光荏苒，上世纪 90
年代过祖荣调往中信集团
上海分公司工作。负责投
资项目前期考察的他，此后
见证了中西部许多大型项
目的建设。“那时候经常去
陕西、甘肃、四川等地方出
差”，过祖荣介绍说，有的项
目是建水电站，有的项目是
造高速公路，与当地发展经
济、改善人民生活息息相

关，都是很有意义的工程。
快退休时，过祖荣又多了一
个身份，担任无锡祠堂文化
研究会过氏分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人生翻开又一个新
篇章。

“退休后比上班时还忙
碌！”作为第十二巡《无锡过
氏宗谱》主编，过祖荣要和
宗亲们一起把空白近60年
的宗谱续上。祖父就曾经
积极参与编修宗谱，过祖荣
觉得这件事自己责无旁
贷。他们发动了200多名
宗亲到全国各地以及海外
寻访过氏后人和搜集资
料。历时几年的修谱过程
中，他对宗谱上的仁人义士
有了更进一步了解。有一
名宗亲提出要为早已去世
的父亲“正名”，把老谱上记
载的经商去世改为赈灾去
世。老太太每次前来，过祖
荣都热情接待，虽然为她奔
波十多年的坚持所感动，但
秉承先辈们认真的态度，如
果没有确凿证据，宗谱不能
轻易更改。后来河南三门
峡的一处古迹重修，揭开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慈
善家跨省救助灾民的历
史。第十二巡《无锡过氏宗
谱》进入付梓前最后一校
时，终于汇集到了多种资料
证据，全体修谱委员一致同
意作出更正。过祖荣表示，
编修宗谱不仅是为了凝聚
亲情、记住乡愁，更是要把
良好的家风家训传承下去，
让后代弘扬先祖的高尚品
德，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以
善为本兢兢业业，报效祖
国。
（晚报记者 念楼/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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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百百””姓起源姓起源 ( 72 )

我想对党说

个人
档案

线索征集联系方式

人物线索征集启动

“‘百’姓心向党 融媒实
录访谈”栏目访谈人物线索征
集即日开始，如果您或您的长
辈、亲友是百年重要历史阶段
的亲历者，请速与我们取得联
系；如果您心心念念党组织对
自己成长成才、安家立业的关
心，请一诉心底肺腑之言；如
果您珍藏着党组织的书文、函
件、纪念物，请不吝共享个中故

事……
不 限 身 份 ，不 限 职 业 ，

不限年龄，全城大动员！虽
然 每 一 个 姓 氏 只 选 一 位 代
表 ，但 我 们 相 信 ，真 人 真
事 ，真 物 真 情 ，有 您 的 参
与 ，这 份 献 给 党 的 百 岁 生
日 礼 物 一 定 饱 蘸 浓 情 ！ 砥
砺 奋 进 新 征 程 的 合 力 一 定
激昂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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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忠诚，为社会多奉
献，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
做的事情。

日前，塔影二村社区支部书记将党史学习读本
送到老年党员手中。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梁溪
区上马墩街道纪工委沉到社区，对年老党员采取送
书上门的办法解决他们的学习难题。 （木杉 摄）

过祖荣

73岁
无锡祠堂文化研究会过氏分会
原副会长兼秘书长

送书上门送书上门，，共学党史共学党史

本报讯 梁家村桥位于江阴月城镇双泾
村元泾河上，是一座南北向单孔板桥，建于上
世纪九十年代初，桥体宽约4.4米，全长约13
米，两堍连接丁字形村道，是村民出行的重要
通道。在这里，南沿江城际铁路的墩柱伫立
于桥边河道，梁家村桥的“故事”从此开始。

由于雨水侵蚀、年久失修等原因，桥面
出现裂缝、坑洼不平，桥体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并且原桥路面狭窄、桥上无法会车，已
不能满足村民交通出行需求。而铁路桥墩
施工，也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河道过水面积，
影响河道防汛功能。

怎么办？不能影响群众出行，也不能让
铁路建设受阻。为确保附近村民出行安全，
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江阴市交通运输局会同
南沿江公司、南沿江建设指挥部、月城镇政
府等单位进行了多次会商，通过多方争取和
共同努力，将梁家村桥的改建列入“三改”工
程，解决桥梁建设资金，并由中铁十二局南
沿江项目部对河道和桥梁进行移位改建。

此次改建，尽量满足了梁家村村委的规
划要求。新建桥梁上部采用混凝土空心板
梁，下部为板式桥台，长19米，宽6.5米，两
侧引道112米，并优化了各项技术指标，大
大提升了桥梁的安全性及长期使用的稳定
性。新改移的河道也进行了疏浚扩宽，防汛
能力也得到增强。

5月25日上午，梁家村桥开始桩基施
工。工程完工后，村民生活出行、车辆通行
将更加顺畅便捷。 （宋超）

梁家村桥不再是危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