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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城事

□ 记者 林子靖 蓝倞 刘烨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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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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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寻找了跨越各个时代、经历过战争炮火的老兵和各个时代的“麦香”，挖掘他们背后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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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德娇：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都曾是军人
� � � �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作为一家两代人
的军属， 全德娇的丈夫和儿子都把最美的
青春年华献给了军营， 军营也把他们培养
成了最优秀的男人。

出于对军人天生的好感， 认识丈夫兰
小华时，全德娇就对他“为大家舍小家”的
性格十分欣赏。“为了大家的事，他可以十
天半个月不回家。 ”全德娇说。 别人眼中的
“缺点”在她眼里都是“优点”，丈夫在部队
培养的正直、急“公”近“义”的品格一直深
深吸引着她。

1997 年， 一次意外导致全德娇卧床三
年，翻身都需要三个人帮助。 为了治病，家
里欠下 10 多万元外债。 在家人的鼓励下，
她一步步甩掉轮椅、拐杖，最终再次站起来
正常行走，创造了主治医生口中的“奇迹”。

儿子兰斌辍学之后的路何去何从？ 全
德娇坚定地支持他子承父业、投身军营。 全
德娇始终记得，儿子入伍前，她亲手为儿子
佩戴好鲜红胸花的情景。 她相信，经过军营
的磨练，儿子会成为全家的骄傲。 入伍后，
兰斌的每一次重大选择背后都有全德娇的

全力支持， 她一步步指导他从一个青涩的
少年，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新兵。 五年军旅生
涯里，兰斌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成为一名
共产党员， 成为战友、 领导眼中的先进典
型。 如今，兰斌是一家文化公司的总监，工
作认真、家庭幸福。

今年已经 62 岁的全德娇依然很忙碌，
每年，她都要和她的“老伙伴”送戏下乡 30
多场。 这个人生经历丰富的女子，常骄傲地
对人说：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是生命中最重
要的两个男人都曾是军人。

老兵夏岩兴： 传承红色精神 是他的初心和使命
� � � �“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 必须保护他
们。 ”回忆往昔峥嵘岁月，97 岁高龄的夏岩
兴仍用缺少了 3 根手指的右手敬了个标准
的军礼。

1941 年，年仅 19 岁的夏岩兴加入八路
军，编入 18 军 3 团 3 营 2 连，在江苏正面
抗击日寇。 每天冲在枪林弹雨之中，没子弹
了，就与敌人拼刺刀。 为了取得胜利，夏岩
兴和战友们很多时候需要跟敌人近身肉
搏，因此牺牲的战友也是不计其数。 尽管如

此，大家还是奋勇上前线，杀敌卫国。“我们
曾经在草丛里待了三天三夜， 白天躲起来
休息，晚上打仗。 ”夏岩兴说。

1945 年春，意外发生了。夏岩兴和战友
在江苏一带的芦苇荡里与日本人打游击
战。 晚上，日本人偷偷调来一个团的兵力，
把营驻地团团围住。 在突围过程中，夏岩兴
的右手被流弹击中，他顿时昏倒。 在这场战
役中， 夏岩兴所在的 3 营 360 多人只剩下
不到 120 人。 受伤的夏岩兴在部队和老百

姓的帮助下， 转移到就近的医院接受了手术，
切除了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被评定为
因战六级残疾军人。

现在，虽然年事已高，但每年的建军节、国
庆节，夏岩兴总会穿上笔挺的军装，为小朋友
讲述战争年代保家卫国的故事，并告诉他们要
好好学习，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我从小
受到的教育就是为人民服务， 这是我的初心，
也是我的使命。 现在虽然上了年纪，但还是希
望继续‘发光发热’。 ”夏岩兴说。

老兵林水根： 昔日红色战士 如今环保卫士
� � � �“这是二等功奖状， 这是三等功奖状
……”抚摸着这几张已经泛黄的奖状，林水
根老人缓缓道出了曾经的军旅生涯。

1950 年，21 岁的林水根报名参军，被
分到遂昌县大队三连， 主要职责是保障土
地改革顺利进行。 两年后，因为表现优异，
他被调到衢州公安大队看守队， 与战友们
一同守卫地方安全。 1955 年，因身体原因，
林水根复员回乡务农。

早年的军旅生活除了给林水根留下珍

贵的记忆，也给他留下了一些伤病。 2003 年
开始，林水根坚持每天走路锻炼身体，在此
过程中，他发现路边、小溪里有许多垃圾，
于是边走路边当“环保义工”，“这样既能锻
炼身体，又能清洁家园，一举两得。 ”

“刚开始家人挺支持我出去走路，后来
发现我还沿路捡垃圾，就不同意了。 ”林水
根说，家人担心他在捡垃圾时受伤，为此还
闹了别扭。 但是林水根却认为，如果环境改
善了， 对大家都有利， 渐渐地家人也理解

了。
每次弯腰捡垃圾时，林水根都将这当作向

为祖国和人民流血牺牲的烈士深深鞠躬。 就这
样，一坚持就是十余年。

近两年，因为年事已高，林水根不再每天
出门捡垃圾， 而是当起了乡里的环保宣传员，
用所学的知识为村民作义务宣讲，还经常去学
校给孩子们普及“五水共治”知识。 在林水根的
带动下， 周边群众的环保意识有了很大的提
高。

“麦香”潘梅芳： 舍小家为大家 柔肩撑起一片天
� � � �二胎母亲、人民教师、军嫂，拥有三重身
份的潘梅芳，肩上承担的责任也更多，可她
却经常把“只有‘大家’的和平，才能有‘小
家’的和谐”这句话挂在嘴边，用羸弱的肩
膀挑起了全部重担。

2011 年 1 月 26 日，潘梅芳与丈夫戴崇
锋爱情长跑 7 年后步入了甜蜜的婚姻殿堂。
彼时，戴崇锋是新疆陆航某旅一名优秀的空
中机械师，潘梅芳则是遂昌三尺讲台上的一
名优秀教师。尽管相隔 4000 多公里的距离，

但两人牛郎织女般的爱情甜蜜而美好。
一年只能休假回家一次的丈夫，常缺席

潘梅芳和孩子人生中的重要时刻。2014 年 9
月，潘梅芳在上班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身体
多处骨折，被紧急送往医院动手术。 在这最
需要丈夫陪伴的时候，潘梅芳却选择了对丈
夫只字不提，并嘱咐身边的亲朋好友不要告
诉丈夫， 免得他自责担忧， 导致工作分心。
多年来，潘梅芳已经养成了报喜不报忧的习
惯，只为能让丈夫安心履行军人的职责与使

命。
在工作中，潘梅芳一直兢兢业业，全身心

投入教学中。 自 2013 年 9 月调入云峰中心学
校以来，潘梅芳一直担任语文教学工作。 凭着
对工作的满腔热爱，由她接任的毕业班进步显
著、成绩突出。 潘梅芳也先后荣获县“教坛新
秀”“优秀教师”“三育人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
号。 默默付出的潘梅芳，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
名军嫂的坚守和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