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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安梅 孙雨静 星级记者 俞宝强 文／图

作为曾在中南海红墙内的警卫，吕孝会这段在领袖身边
工作的经历，直到最近在合肥市汉嘉社区转党员关系时，才被
社区工作人员知晓。9月7日上午，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
者在潜山路与望江路交口的港汇广场门口，见到了这位正在
执勤保安工作的“中南海保镖”。

患病的哥要捐出眼角膜

胡光忠是合肥人，1994 年从单位下岗后开起出租
车。2014年3月，因突感不适前往医院检查，发现得了
食道癌。出租车暂时不能开了，胡光忠经过手术和化
疗后，身体大不如从前，在家中全靠妻子董永兰照顾。

2015 年，胡光忠突然告诉妻子，“如果我有一天不

在了，把我的眼角膜捐出去。”这个决定让妻子很意外，
细问才知道，一次偶然看到电视节目，有一位弥留之际
的年轻人捐出角膜让好几位患有眼疾的市民重见光
明。“他很伟大。”胡光忠觉得，自己也想在生命结束时
做一点贡献。

时间回到今年的 5 月份，胡光忠的身体越来越差，
他再次提出要捐献角膜的念头。妻子找到安徽省红十
字会眼角膜的负责人屈志国，听说想法后，立马派人到
病房了解情况。

不能动弹，签名靠妻子代为签下

当时，胡光忠的右手因为神经压迫已经不能动弹
了，没法正常签名，还是靠妻子代为签下。“签好后，他
还让我捧给他看，他就笑笑，很满意。”妻子董永兰告诉
记者。当时，胡光忠还有一个心愿，他考虑到自己的小
儿子还在读小学，希望受捐者能每年看望一下自己的
孩子，“等于自己能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大女儿刚刚
大学毕业，还在四处找工作，胡光忠最放心不下的是小
儿子，过去开车回家，孩子都会放下作业，蹦蹦跳跳跑
到面前，抱着自己大腿，吵着要出门兜风。

“借助别人的眼睛，我每年都能看看孩子，我也放
心了。”胡光忠说，可在得知捐受双方不得见面的规定
后，胡光忠沉思了一会，也没有多说话，“那没什么，希
望受捐的人能越过越好。”

放弃治疗为留下最后的光明

为了保护好视力，他从不躺在床上看手机，读书看
报累了，会出来走几步，远眺病房外的景色。

7 月底，病情逐步恶化，胡光忠被转入重症监护室
抢救。每天只有短短的探视时间，他在清醒的时候，都
向妻子指着眼睛示意，“我们明白，他是提醒我们不要
忘记把角膜捐出来。”

在弥留的最后几天，胡光忠已无法开口说话，见到
妻子时，哆哆嗦嗦的左手在董永兰手掌上比划，像是在
写什么字，找来纸笔一写，是歪歪扭扭的“放弃”二字，
他又指着输液瓶，董永兰眼泪流了下来，原来，胡光忠
曾告诉过妻子，自己如果到了生命最后一刻，想放弃治
疗，“化疗和治疗后，身体很多器官都不能用了，但眼角
膜一定要保护好。”就会觉得“总还有些念想在这个世
界”。

7月28日，胡光忠因器官衰竭离开人世。他的一双
角膜被取出，移植到一位高一学生身上。据悉，胡光忠
是合肥市首个的哥捐献角膜的志愿者。受捐的那名高
中生视力恢复得很好，并如愿重回课堂。

“孩子，人生的路很长，希望你好好学习，这样叔叔
一家都放心了。”胡光忠的妻子委托记者转告受捐者，
希望对方能做一个有爱心的人，这样叔叔会以另外一
种方式继续注视这个世界。

借你的眼，继续看世界
合肥的哥捐出眼角膜让高一学生重见光明

□张敏 刘冬梅 星级记者 俞宝强 文／图

经过一个多月的休养，高一学生何文（化名）走进教室时，同
学们投以最热烈的欢呼声……在他心中，最感谢一位热心的叔
叔。胡光忠，48岁，一名普通的合肥的哥，他在离世前，签下捐
献眼角膜志愿书，成为合肥市首个的哥捐献角膜的志愿者。他
的善举让何文重见光明。

写下征兵血书，15次政审才通过

吕孝会，1954年10月出生在庐江县。
“我的家庭十分贫困，几代人都讨饭生活”。据吕

孝会回忆，1973 年，19 岁的他，当时高中毕业，正碰上
征兵，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当兵。“我当时咬破手指，写
了一封血书，送到了征兵办公室”。40 余年过去了，吕
孝会依旧清晰地记着内容：鲜血表决心，一心要当兵，
保卫毛主席，处处为人民。

“自己成为中南海警卫，出发时才知道，当时征兵
就 7 个兵种，基本上是陆军工程兵之类的，并没有警卫
局”。据吕孝会介绍，当年不少同学都去军营报到了，
而自己也完成了各个程序，迟迟没有接到报到通知。

“最后才了解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后改为警卫局）

从各地抽调警卫人员，就在征兵的7个兵种中选拔人员。
毛泽东主席叮嘱不要选乡镇以上干部子女，要在农村找踏
实肯干的孩子。”就这样，吕孝会有幸成为警卫人员
之一，来到了北京。据悉，吕孝会经过15次政审才通过。

跟毛主席见过3次面

1973年11月，吕孝会来到中南海，进行了艰苦的三
个月培训。领到的任务主要就是做“四保卫”，即保卫
毛主席 ，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保卫重要外宾 ，保卫中
南海驻地安全。5 年里，吕孝会跟毛主席见过 3 次面。
第一次就在进中南海当警卫不久，吕孝会至今记得十
分清楚……

“1974年5月1日，毛主席老家人带来烟花，在我站
岗的不远处燃放，毛主席坐在椅子上观看，一直笑
着”。吕孝会第一次见到领袖，很激动。他仔细地看着
毛主席的一举一动。“当时能这样近距离看到毛主席，
保护毛主席，是我们感到最幸福的事情。”

第二次是1975年，是在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穿着
泳衣，“毛主席很爱看书和运动，很多警卫员都经常看
到毛主席穿着泳衣去游泳，锻炼身体”。

第三次是毛主席会见罗马尼亚外宾，吕孝会被派
去值班，做保障工作。

“在中南海担负警卫工作5年，曾近距离与毛泽东、
汪东兴、叶剑英等中央领导接触，如今这些都是珍藏一
生的记忆。”吕孝会告诉记者道。

退休选择打工当一名保安

退伍后，吕孝会在庐江县交通局公路管理站找了

一份工作，工作 21 年。2003 年，他开始选择打工当一
名保安。3 年前，来到现在的岗位。吕孝会告诉记者，
他喜欢这个职业，跟当年在中南海一样，保卫别人，觉
得很踏实。在一群保安中，吕孝会虽年龄最长，但干起
事来，一点不拖拉，还经常助人为乐、拾金不昧。仅市
民送的锦旗，就有 20 余面。前两年，还在合肥一小区
当保安的他，见到一位老人不慎摔倒，不省人事，他当
即拨打 120，陪护老人前往医院，还垫付 2000 元医药
费。虽然患者家人一直没有归还，但他仍觉得值。

如今，回忆起 5 年的警卫员生涯，吕孝会坦言十分
感恩毛主席，“我以前是在庐江讨饭，是贫农子弟。如
果不是毛主席，我永远没有机会在中南海当警卫，改变
我一生的命运。”

编者按：人这一生应该怎么活？吕孝会和胡光忠的故事给出了答案。一个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退休后，依旧选择保安
工作，且收获锦旗20余面，更有替陌生人垫付几千元药费的大爱精神。他说，自己贫困出生，应该心怀感恩；一个在社会底层奔波的出
租车驾驶员，身患重病，放弃治疗，保护眼角膜，希望给别人带来光明。他的付出让一个高一孩子重见光明，其中详细，令人唏嘘不
已。他们很平凡，又很伟大。吕孝会和胡光忠告诉我们，人这一生应该怎么活？那就是：懂得付出，心怀感恩。

低调保安大叔
原是中南海保镖
他说近距离保护毛主席，是幸福的事

依然保持在部队习惯，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