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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城事

□ 记者 林子靖 蓝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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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松云： 先国后家 大爱无疆
� � � � 1983 年 11 月 16 日， 是毛松云始终不能
忘却的日子。 那一天，她的丈夫———时任项弄
村党支部书记的叶永祥， 在和犯罪分子搏斗
中壮烈牺牲了。

当时他的家里还有尚未成年的儿女，大女
儿 20 岁，二女儿 16 岁，儿子 14 岁，小女儿才 9
岁，尽管内心悲痛，毛松云选择了一个人扛起了
家庭的重担，含辛茹苦地养育孩子，照顾婆婆。

1990 年春天，征兵工作开始了，毛松云唯
一的儿子叶伟胜先后 7 次到人武部要求参

军。 组织考虑到他是烈士的后代，又是家中独
子，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面对儿子强烈的参军
愿望，经过思想斗争，毛松云提起笔给县人武
部写了一封信。 就这样，叶伟胜如愿进入部队
成为了一名武警战士。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1992 年 7 月 4 日，龙游县爆发特大洪灾，叶伟
胜在救灾中壮烈牺牲了。

痛失爱子后，毛松云还是选择了坚忍，她
没有提任何要求，便离开了部队。 第二天一大
早， 村民们在田间又看到了挥着锄头的毛松

云。 那些年，村里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毛松云
一件都没落下。

1994 年 11 月， 毛松云最小的女儿叶伟香
高中毕业了，她又把女儿送到了儿子曾经战斗
过的部队。 叶伟香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部
队三年的时间里， 她各项成绩都名列前茅，被
评为“技术能手”，还获得了两次嘉奖。

“这辈子做永祥的妻子、伟胜的母亲，是我
最骄傲的事情！ 现在人们时常提起他们，我非
常知足！ ”毛松云满含热泪地说。

老兵李培祥： 人民军人为人民
� � � �今年 91 岁的李培祥出生于河南省沁阳县
紫陵镇紫陵村的一个贫苦家庭。 他的父亲先后
加入游击队、八路军，年幼的李培祥跟着父亲随
部队一起东奔西走，养成了坚强、果敢的性格。

1945年 5 月，17 岁的李培祥加入八路军太
岳军区独立二十四旅七十一团二营四连， 担任
卫生员，参加了抗日战争，他一个人负责一个连
队的医疗工作。 解放战争中，李培祥又参加了临

浮战役、襄樊战役等几次著名的战役，荣获“战
斗英雄”称号 3次。

解放战争后， 组织安排他去四川成都学
医， 结业后他放弃了去青海省西宁市医疗部
门工作的机会，主动请求去艰苦的地方，先后
来到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 长江黄河的分
水岭巴颜喀拉山南麓的八一公社工作。

1972 年，身患“高原病”的李培祥被安排

至遂昌县第二人民医院内科工作，此后又到遂
昌县防疫站工作。1982 年，松阳恢复县制后，李
培祥到松阳县防疫站工作，并于 1988 年离休。
离休后的几年里，他还经常下乡免费为农民提
供医疗服务。 他每月下乡送药，路远时自带干
粮， 在当地卫生院交接完毕后连饭也不吃，依
旧保持着革命军人的作风。

老兵王佐虎： 烽火狼烟铸军功
� � � � 在缙云东方镇四方村清塘自然村的 86
岁老兵王佐虎家中，珍藏着一张与毛泽东、贺
龙、粟裕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合影，这张照
片承载着他一生的荣耀。

1953 年，王佐虎与哥哥王佐龙、堂弟王平
钟三人一同去参军。 在部队里， 王佐虎是炮
兵，在某师独立战炮营二连二班任班长。

1955 年，王佐虎所在部队接到命令开赴东
部沿海参与一江山岛战役。他作为班组先遣兵，

提前一周出发，为开战作准备。 战斗开始后，炮
弹一颗紧接着一颗在敌军的滩头阵地上爆炸。
北江越来越近， 敌人不停地向王佐虎所在的队
伍开火。 但是战士们没有后退， 依然勇往直前
……最终， 一江山岛战役取得胜利。 为了防止
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的反扑， 王佐虎的部队留守
在南江半月余，直至大年三十才回家。

此后，在战炮营期间，恰逢全军开展大练
兵活动， 通过层层选拔最后有机会到北京见

毛主席。 王佐虎一路过关斩将，最终作为南京
军区代表，来到北京参加全国大练兵、大比武。
经过多次淘汰比赛，王佐虎最后成为全军炮兵
战斗训练积极分子。

1956 年， 王佐虎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 年 3 月 4 日，24 岁的王佐虎被选派到北
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战斗训练积极分
子”代表大会，参会期间，拍下了与毛主席的珍
贵合影。

“麦香”邱碎奶： 心存大爱 无怨无悔
� � � �在青田有一位烈属、军属———邱碎奶，解
放前她为革命事业奉献着巾帼力量， 解放后
她乐于助人、热心公益，积极为家乡建设出钱
出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着军属风采。

邱碎奶出生于 1918 年，是青田仁庄镇冯
垟村人。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地下党游击队员，
在开展地下工作时不幸牺牲。 而邱碎奶作为
游击队员的妻子， 曾多次不惧危险帮丈夫送

信，还给其他游击队员们洗衣做饭。
邱碎奶第一任丈夫牺牲 3 年后， 在政府

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 她嫁给了曾参过军的
第二任丈夫。 邱碎奶和第二任丈夫一样，舍己
为人，乐于奉献。 她年轻时带头组织开展村内
建设活动，协助丈夫完成村内的大小事务，积
极帮助有困难的村民。 此后，随着年岁增长，
邱碎奶不再带头参与村内建设， 但每当家乡

修桥铺路时，她总会出些钱，为家乡建设出一
份力。

去年，在自己的百岁宴席上，邱碎奶向浙江
青田之家公益基金会捐赠了 10 万元， 用于扶
贫、救困、助学等公益事业。 在捐赠仪式后，老人
高兴地说，把钱用于公益，是真正值得的事情。

作为烈属、军属的邱碎奶，见证过战争的残
酷，经历过生活的磨难，但她说，她从未后悔过。

老兵陈品珍： 奉献不止 老兵不老
� � � �虽年近 90 岁， 耳朵也时常听不清话语，
可只要谈起曾经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事， 陈品
珍的眼中便闪现出光芒。

陈品珍于 1930年 8月出生在丽水陈店村，8
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艰难
度日。 1951 年，21 岁的陈品珍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怀着一腔热血奔赴朝鲜，成为一名志愿军，
编入野战军 60军 179师 536团三营八连。

在朝鲜， 陈品珍参加过广为人知的上甘

岭、金城等战役，曾立过一次二等功和两次三等
功，并于 1953 年 4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一
次战役中， 陈品珍和另外两名战友组成的突击
小组侦察到敌人连部的位置。 在战斗中， 两名
战友不幸负伤。紧要关头，陈品珍与大部队来了
个里应外合，切断了敌方的通讯电缆，并机智地
用爆破筒插入敌人指挥部烟囱， 炸毁了敌方指
挥部。 此役陈品珍一人歼敌十二人， 活捉了敌
方连长，缴获了电台、机密文件等物资，立下二

等功。
1956 年复员后，陈品珍放弃了提干和留在

城市工作的机会， 回乡担任陈店村党支部书
记，主动投身到农村基层工作中。 之后还先后
当任过龙江林场场长、 生产队大队长等职务。
1993 年，陈品珍正式退休，但村民们遇事还会
来找陈品珍，陈品珍也依然热心调解。2014 年，
陈品珍将自己的军功章、军功证、中国人民志
愿军胸章等珍贵物品捐赠给了莲都区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