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旬老兵难忘1953年的建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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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过日寇、揍过美国大兵，在朝鲜战场徒手挖过
地雷，还曾创造过两个人消灭敌人一个连的“奇
迹”……家住合肥市蜀山区丁香社区的张翻身老人
是一位传奇老兵，对于八一建军节，他有着一份别样
的情结，“在我心里，最难忘的建军节便是1953年的
建军节。” ▋余亚明 刘亚萍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九旬老兵荣立各类战功10多次
今年 90 岁的张翻身出生在山西省闻喜县，“我

是苦孩子出身，从小在地主家做‘小长工’，后来，日
军侵略中国，我又被日军拉去做了6年苦力，挨打挨
骂是常事。”年少的他对日军充满仇恨，“于是，1945
年，我毅然决然地瞒着家人去参军。”

入伍几天后，张翻身便在一次战斗中和日军正
面交锋，“当时，山西运城夏县一支日军中队拒不向
八路军缴械投降，占据一座山头负隅顽抗，上级命令
我们就地歼灭。我们5个连的兵力把整个山头包围
起来，两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打死打伤日军近 60
人，俘虏 10 多人。”此后，张翻身又先后参加了解放
太原、抗美援朝等大型战役，一生荣立各类战功 10
多次，其中包括特等功。

最难忘的建军节：在朝鲜战场庆祝胜利
对于八一建军节，张翻身一直有着一份别样的

情结，“1950 年的建军节，我在四川峨眉山剿匪，
1951 年的建军节，我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张
翻身说，最难忘的建军节要数 1953 年的八一建军

节，“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抗美
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所以那一年的建军节，我和战友
们格外欣喜和激动。”

虽然时隔 64 年，但张翻身仍清晰地记得，那一
天，全连战士将美军败丢的汽油桶支起烧水，痛痛快
快地洗了个热水澡，“那天的午饭也格外丰盛，大家
一起享用了祖国慰问团带来的慰问品，有鸡蛋粉、黄
花菜、牛肉干等。”激动的张翻身和战友们以坑道滴
水当酒，“举杯”庆祝胜利，“许多战士都流下了激动
的眼泪。”

“战友孙风岗还即兴编了一段快板唱给大家听，我
记得是这么唱的：‘说胜利，庆八一，大家心情特高兴，我
连猛虎冲二分钟占敌阵，干净利落俘敌103人……’”张
翻身说，每年八一建军节，他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起
1953年的八一建军节，“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六旬夫妻21天骑行青海湖
星报讯（石娅 为民 亚萍 记者 沈娟娟）

鲜红的队服、戴上墨镜和头盔，脚踩自己的爱
车……在合肥，有一支特殊的骑行队伍，他们
大多已人过中年，有的已年过六旬，他们把最
初的交通工具发展成为现在的健身工具。因
为大多居住在合肥市朝阳社区，所以他们给队
伍取名叫“朝阳骑行冬泳协会”，很多成员甚至
去青海湖、越南等地骑行。

今年67岁的高静安是骑行队的主力之一，
他和老伴都是骑行爱好者。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从上班开始就和
自行车结缘，那时候根本没有其他的交通工
具。”退休后的高静安看到好多年轻人把自行
车当做健身工具，于是也和老伴慢慢接触骑
行，这一接触就爱上了。

在高静安的家中，摆放着8辆自行车，都是
两位老人平时骑行的工具，包括山地车、公路
车、折叠车等，“根据不同的路况选择不同的自
行车。”

去年，高静安和老伴等一行三人从合肥坐
上火车到西宁，从西宁骑行到青海湖绕了一
圈，再经过兰州骑到西安，最终坐车回合肥，整
整花了21天的时间。

“漫天的油菜花，还有牦牛、草原，别提多
好看了。”高静安至今记得，青海湖周边风景很
美，自己边看边玩大约花了 5 天的时间，后来，
老两口又从南宁骑行到越南境内，“把自行车
当做我们的旅行工具，费用低还很环保。”

在朝阳骑行队里，像高静安这样的夫妻档
还有一些，比如 60 岁的陈树苗和老伴，他每天
用自行车当交通工具，从家骑行一个多小时到
合工大新区，无论刮风下雨，有时候，早上还会
和老伴骑行到较远的义城、岗集等地买菜。

原本是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却因为丈
夫的重病添了阴影，但妻子坚强、执着、乐观积
极的女性光辉，帮助丈夫6次逃离鬼门关，也照
亮着全家人的心房。 ▋韩月勤 记者 李皖婷

丈夫重病，她一夜白头
头发花白、精神矍铄是吕新惠给人的第一

印象，她的老伴老罗面色健康，坐在轮椅上。
吕新惠指指白发，笑着说，这是在 2008 年老罗
做支架手术时，一夜之间先掉发，再长出来时，
全是白发。

65 岁的吕新惠是原合肥化工机械厂退休
职工，他的老伴罗法和今年 69 岁了，原先是合
肥市瑶海区检察院控申科副科长，在吕新惠眼
里，他是她的“老罗”。再过5个月，就是两位老
人结婚 40 周年纪念日了，夫妻恩爱，还有一个
懂事的儿子，如果不是老罗15年前的那次突发
重症，这本该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快乐的家庭。

2002年1月，老罗在单位上班时突发多发性
脑梗住院治疗，从那以后，住院成了他的“专业”。

2008 年患心梗打了两个支架；2010 年患
双下肢梗塞；2011～2012 年先后两次患糖尿
病足，差点被截肢；2016 年 4 月左眼视力急剧
下降做了白内障手术；每年还有两次到医院住
院挂疏通血管的药……六度危急手术，每次化
险为夷，生病的是老罗，煎熬的是吕新惠的心。

她是他的腿、手和心脏
无数次的住院，无论白天、黑夜，都是吕新

惠一个人陪护。儿子要求陪护，她坚持不让，
她说自己就是老罗偏瘫的那条右腿、右手，是
他打着支架的心脏。

由于压力过大，吕新惠在 2005 年上半年
发现自己头重脚轻，语言表达也有障碍，去医
院一查，被确诊为腔隙性脑梗。这以后，她既
是病人，也是“护工”。

病情基本稳定后，医生建议吕新惠读报
纸、背书，她觉得枯燥，就去学唱歌、背歌词，一
直坚持到现在。她说，自己必须健康起来，这
样才能更好地照顾老罗。

不离不弃十五载
她给了老伴六次生命

星报讯（周友奇 记者 沈娟娟） 家住合肥市周
谷堆社区的戴庆仙和老伴已年过七旬，本该是颐养
天年的时候，然而，他们卖掉手里唯一的一套房子，
变卖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只为了给患尿毒症的孙
子看病。

1990 年，戴庆仙的孙子戴承志出生，让这个家
庭增加了很多快乐，因为儿子媳妇要忙工作，也不会
照顾孩子，戴庆仙一直把孙子带在身边抚养。

1998年的六一儿童节，戴庆仙一家人的命运彻
底改变了。戴承志和同学看海豚展览回来的路上淋
了雨，第二天就发起了高烧，“本来以为只是感冒，结
果他的身体开始浮肿，发现不对劲后，我们到医院一
检查，医生诊断是急性肾炎。”

之后的一段时间，戴庆仙和老伴每天都看着孙
子的身体肿起来消下去，不断反复，别的孩子都能
自己上学，可患病的孙子不能摔跤，也不能生病，他
就和老伴每天接送孙子，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再
到技校。

“你不知道，这几年，孙子抢救了好几次，有一次
抢救，我硬是在医院待了三个月。”戴庆仙和老伴的
悉心照顾并没有让孙子的身体好起来，2010年查出
患了尿毒症，一家人只能四处借钱给孩子看病。

治疗尿毒症要花很多钱，可总是找别人借钱不
见还，戴庆仙也不好意思张口了。

几年前，戴庆仙和老伴商量后，把手里唯一的一
套房子卖了，再在合肥市望湖街道周谷堆社区租了
一套 40 平方米的小房子安家，“差不多把欠债还完
了，手里还有些结余，有机会的话还是想给孙子换
肾，不能让他年纪轻轻就没了命。”

“他从小很可爱很听话，也是我们一手带大的，
感情很深，我再辛苦都不能丢下他不管。”虽然很拮
据，戴庆仙从来没有放弃，他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
责任。

现在，戴庆仙和老伴只能拼命存钱，等待合适
的肾源，每天都去锻炼身体，希望能陪孙子走更长
的路……

七旬老人天天锻炼 只为能照顾孙子久一点

星报讯（杨泽洲 袁芳 记者 马冰璐） 六旬老太
含辛茹苦一手拉扯大两名弃婴，不仅将她们抚养长
大，还把她们培育成才，面对沉重的经济负担，她从不
叫苦喊累，而是默默地四处打零工，这位和蔼可敬的
老太便是66岁的尹乐云。

提起这段往事，尹阿姨说，这还得追溯到 1974
年，当时，她和丈夫结婚仅1年，在凤阳老家度夏时，
她在路边草地捡到一名弃婴，由于找不到女婴的家
人，便把女婴带回合肥抚养。从此，她悉心照顾这个
女婴，并一直细心呵护她长大成人、上学、工作、结
婚，“后来，我还帮她找到了亲生父母，并让她和他们
相见团聚。”

“1993 年 3 月的一天，我出门办事时，经过合工
大附近的草丛时，听到婴儿的哭泣声。”她走近一
看，竟看到一个浑身泥土、光着身子的女婴。心疼
不已的尹阿姨当即把她抱回家照顾，“照顾她的时

候，我发现，这个孩子双腿有残疾。”尹阿姨说，后来，
一家人省吃俭用，节省出一笔钱，最终把女婴的腿病
治好了。

由于一直找不到女婴的家人，1995年3月，尹阿
姨和家人经商量，一致同意到民政部门办理了收养
证，从此，家里又多了一个家庭成员，由于年龄关系，
尹阿姨把她当做孙女看待，如今，这个小女婴已经长
大成人，并且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多年来，尹阿姨一家生活十分不易，她的丈夫是
铆焊工，手有三级残疾，加上一对亲生儿女和两个收
养的孩子，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紧巴巴的。为了补贴
家用，尹阿姨想方设法，四处打零工，“有时候，白天
干了一天活，晚上还要去工地上打零工。”

虽然生活艰辛，但尹阿姨从没叫过苦，喊过累。
“虽然辛苦，但我感觉，累并快乐着。”一想到家里的
4个孩子，她觉得非常幸福。

老太四处打零工 将弃婴扶养成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