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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城事

□ 记者 蓝倞 林子靖 刘烨恒

今天，我们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 周年。 92 年的峥嵘岁月，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用血肉之躯，抵御民族强敌；他们
也曾浴血奋战，保卫祖国山河；他们曾屹立海防边疆，见证潮起潮落；他们也曾守望边关哨所，抵挡狂风凛冽。 时光流逝，如今
的他们，或离我们远去，或步入风烛残年。 为此，我们特别寻找了 10 位跨越各个时代、经历过战争炮火的老兵，用他们激情燃
烧的岁月故事，献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 周年。

随着电视剧《麦香》在央视的热播，不爱名利、独爱荣誉的军属“麦香”的形象深入人心。近年来，我们身边也涌现出了不少
以实际行动维护军人家属荣誉的“麦香”，他们诠释着作为一名军属的坚守和奉献。“麦香”们无私的付出和坚持，同样值得我
们向他们致敬！ 为此，我们寻找了各个时代的“麦香”，挖掘他们背后的感人故事。

从今日起，本报推出“老兵”风采和寻找丽水“麦香”系列报道。

■“老兵”风采和寻找丽水“麦香”系列报道

致敬老兵 致谢“麦香”

“麦香”王达根： 军人父亲的隐忍与大爱
� � �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在景宁畲族
自治县景南乡王处村就有这么一户人家，
父亲王达根曾是忠溪村支部副书记，是一
位本分、老实的农民，在儿子王一波 18 周
岁时，将他送去部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军
人。

多年来，为了让儿子在部队安心工作，
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总是咬着牙
坚持，从来不和在部队里工作的儿子透露。
他说：“军人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我
不能给儿子拖后腿。 ”甚至连王一波的爷爷

去世了，都没有通知他。 2009 年，王一波军
校毕业刚分配到部队工作，姐姐出了车祸，
失去自理能力，他还是没通知儿子。 王达根
自己因病 3 次到杭州、丽水、景宁动手术，
儿子因工作原因，都没在身边照顾。 村里人
都说，他遇到困难从来不告诉儿子，无论何
时都是笑呵呵的，十分让人敬佩。 这报喜不
报忧已成为王达根生活中的常态。

每当王达根遇到困难和压力的时候，
看看墙上那一张张儿子获得的喜报， 就能
马上露出笑容，感觉什么困难都能挺过去。

军人是为保卫和平，消除战乱，保卫人
民利益而存在的。 从军 17 年来， 在家人的
支持和自己的努力下， 王一波荣获了二等
功 1 次，三等功 3 次，全军优秀人才奖三等
奖 1 次。 2009 年因工作成绩突出，被保送至
西安陆军学院就读。

对于儿子来说，家人的支持，是干好工
作最大的动力，对于家人来说，儿子取的荣
誉就是最好的回报，儿子最亏欠的是家人，
家人最骄傲的是儿子取得的成绩。

老兵廖土根： 94 岁老兵的不变军魂
� � � �廖土根，1925 年 12 月出生， 龙泉西街
街道周村村人， 是一名年届九旬的解放前
复员军人。

1947 年，廖土根被闯入家中的国民党拉
走当了壮丁，一路颠簸来到了山东。 幸运的
是， 在廖土根参加国民党军队 7 个月后，他
走进了人民解放军军营。 人民解放军解放山
东，国民党军队被打败，廖土根也转为了一
名解放军，随后跟随部队转战山东、东北、湖

南等地，并且在解放战争中立下战功。 1949
年 4 月， 廖土根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那天起，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按照
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一言一行。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 同
年 10 月，廖土根作为最早一批志愿军战士
入朝参战。 当时，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作战条
件异常艰苦，不仅缺乏现代化的后勤支援，
弹药和粮食也是准备不足。 在战争中，作为

通讯班班长的廖土根主要负责上传下达的通
信任务，经常顶着天上美军战斗机的轰炸送情
报，有时甚至要从敌人的后方穿过，因此有的
战友去执行任务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廖土根冒着枪林弹
雨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次任务。 1954 年，抗美援
朝结束后， 廖土根回到了阔别 8 年之久的家
乡，重新开始务农生活，但骨子里军人的爱国
情结不曾丝毫减弱。

老兵叶女仙： 百岁女兵的红色人生
� � � �叶女仙，1918 年出生，是莲都区峰源乡
赛源村小岭根金坑人。 1935 年，粟裕将军率
领的红军挺进师进入小岭根金坑村。 同年
12 月，叶女仙参加了红军队伍，负责为战士
烧饭、洗衣、做鞋子的工作。 叶女仙工作积
极，表现突出，曾被领导多次表扬。 1938 年
3 月， 粟裕将军带领红军挺进师北上抗日，
叶女仙等一批战士坚持在当地继续开展革
命工作。 1942 年间，经党组织安排，叶女仙

夫妇负责安置游击队干部张金发同志在村
后的岩洞养护 6 个月之久， 后返回部队。
1942 年下半年， 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大清
乡运动，对红军住过的房屋、山棚一律拆除
烧毁， 叶女仙夫妇等留守当地的战士离村
进入深山老林，家中一切东西被洗劫一空，
就这样他们无家可归， 也与组织失去了联
系。

1984 年 10 月，叶女仙被浙江省人民政

府批准为红军失散人员，由浙江省民政厅补发
“抚恤优待证”。 解放后，叶女仙夫妇也积极参
与社会主义建设，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当上农会
干部，后来又当上了妇女主任，积极处理村中
事务，为村民谋福利。 1971 年，叶女仙丈夫金存
玲因工作劳累患病逝世。 53 岁的叶女仙就带着
5 儿 3 女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用自己的双手将
8 个儿女抚养长大。这么多年下来，叶女仙早已
成为了当地有口皆碑、德高望重的女强人。

“麦香”高宝菊： 英雄母亲的泪与爱
� � � �高宝菊，莲都区雅溪镇雅义村人，出生
于 1928 年， 是烈士周生平的母亲。 上世纪
80 年代， 高宝菊的第四个儿子周生平参军
了，并且参加了对越自卫防御作战。 1984 年
7 月的一天，周生平仍像往常一样在战场上
浴血奋战，为了救治伤员，他扛起战友就往
战地医院跑， 救到第二人时， 被榴弹炮炸
伤，牺牲在了战场上。

周生平牺牲一年后， 消息才传到了老
家， 骨灰也紧跟着寄到了母亲高宝菊的手
中。 一开始， 高宝菊不相信儿子已经牺牲
了，可是无情的事实让这位英雄的母亲不得
不接受曾经宝贝的儿子已经永远离她而去
了。 在失去了儿子的时间里， 在风风雨雨
中，高宝菊一边忍受着丧子之痛，一边起早
贪黑下地干农活，操持家务，用柔弱的双肩

默默地支撑着整个家。
作为村里的妇女主任， 高宝菊每天埋头工

作，把伤痛转移到高强度的工作中，努力为村子
做力所能及的事。每到清明节，她总会拉上全家
人，去万象山烈士陵园看看儿子“埋在青山上的
忠骨”，陪儿子说说话，一说就是一个下午。生活
中，高宝菊也是个善良、热心的人，与村民和睦
相处，深受邻居和朋友们的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