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家庭好家风

一张旧报纸
记载一段尘封的历史

在青田县仁宫乡大奕坑村， 杂草和乱石边
一条狭窄的巷道里，周围都是低矮的民房，看上
去并不起眼， 其中靠着山边的房子是一户姓何
的人家。 随着时间的流逝，青苔布满，但是这里
曾经有位老兵，三年三次荣立二等功。

炎炎夏日，记者在仁宫乡干部的带领下，走
进这间房子，寻找一段即将尘封的军旅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何步高， 出生于 1939 年 2
月，1958 年 11 月 27 日入伍，在温州军分区司令
部服役。 如今这位老兵虽已不在人世，但是家人
依然珍藏着他大大小小的军功章和与部队有关
的资料、器具、图片。 虽然看着有些陈旧，但每一
件物品现在都很难见到，最特别的是，何步高在
部队获得的多张奖状以及一张《人民前线》报的
旧报纸。 这份珍贵的报纸， 也被家人珍藏了 58
年。

报纸和奖状已经很旧了， 报纸上的铅字已
逐渐模糊，甚至还有些霉烂，奖状的上面还有些
钢笔字的印记。 纸张的边缘被染上了黄色的水
渍，一道道特别长，深入腹地，漫过了上面印着
的印章。

见到我们来， 何步高遗孀张明翠搬来几张
凳子招呼我们在门前坐下， 说起老伴当年的参
军史，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用夹杂着青田方言
的白话， 老人向记者一点一点讲述深埋了几十
年的故事。

讲话的时候， 张明翠的脊背总会不自觉地
弯下来，眉眼间露出温暖的笑意。 她的头发已经
变白，两个辫子有些蓬乱。 采访期间，张明翠领
着我们走进里屋，昏暗狭小的房间，摆着一张床
和一张桌， 桌上的镜框里镶着一张何步高微笑
的遗像。 屋子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只有偶尔从
窗外传来几声鸟鸣声。

历史就像陈年的胶片，免不了尘埃和划痕，
甚至断裂。 张明翠虽然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
清楚了。 讲话被打断时，她会突然想不起自己接
下来要说什么。

“年纪大了，脑子不灵了。 ” 可关于老伴当
兵的事情她会不厌其烦地对来访者重复着。 她
记忆最深刻的是他在部队养猪的经历。 在她心
中， 最为荣耀的事就是老伴在部队里收获的满
满荣誉。

当兵养猪三年
三次立二等功

何步高是土生土长的大奕村人， 小学只读
了两年书，入伍后勤奋好学，特别的热心，是大
家一致公认的“好同志”。1959 年春天，连队决定
让热心为大家服务的何步高担任饲养员。 那时
候的何步高， 刚刚入伍不久， 接受了组织的安
排。

“父亲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想法， 总觉得
‘猪倌’没有扛枪威武。 ”何步高的儿子何松成回
忆起父亲时依然印象深刻。

后来指导员猜透了他的心思， 给他讲了毛
主席《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烈士张思德的模
范事迹和优秀品质。 何步高听了之后十分感动。
他心里想：张思德同志经历过长征，负过伤，为
了革命需要，勤勤恳恳地烧炭，在艰苦劳动中献
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对革命工
作挑挑拣拣，于是，何步高立志要养好猪，做张
思德式的战士。

后来的日子里，何步高为了养好猪，投入了

很多心思和精力。 不论是寒冷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
天，他总是在清晨三点起床，忙着切猪草，煮猪料。三
年下来，很少在黎明时分睡个安稳觉。

有一次，一头猪生病了不吃也不喝，驻地没有
兽医，何步高急坏了。 为了给猪治病，他想尽了办
法，在农村长大的他想到平时有一种草药可以治猪
病，就漫山遍野去找。 跑了大半天，终于找到草药，
回来后立即把草药煎好，一勺一勺地喂给猪喝。 期
间，何步高一直守在猪旁边，直到猪的病情好转，他
才觉得肚子饿了， 原来他自己已经两顿没有吃饭
了。

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寒风刺骨。 偏
偏这个时候母猪要生小猪了，何步高一整夜守在母
猪旁边，等着母猪产下小猪仔。 刚生下的小猪怕冷，
何步高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小猪，脱下自己
的棉衣给小猪盖上，自己冻得直打哆嗦。 在何步高
的精心照料下，母猪一年生的三窝小猪，百分之百
成活，每一只都养得白白胖胖。

何步高善于钻研，积累经验，他刚当饲养员时，
单位里有十几只猪，非常地瘦弱，几只仔猪之前养
了两年多还不到 40 斤。 于是他开始研究原因，把业
余时间都用在看书查资料上，自学养猪和兽医方面
的知识。 不断地找原因，想办法，总结经验。 不久，终
于使那几只瘦猴般的猪仔，半年多时间就长到了百
斤以上，小猪崽变成了大肥猪。

那个年代，能养好猪就能改善部队生活，何步高
一年时间养了三十多头猪，其中还有十几头猪都是
一百多斤的。

养猪期间，何步高三次荣立二等功，同时还被评
为“五好战士”。部队领导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何步
高去炊事班当猪倌的期间，每天都是清晨时分起床
切猪草、做猪饲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寒冷的冬天
母猪产仔守护，自己棉衣脱下给仔猪保暖，猪病了，
自己上山采草药， 煎好后一口一口给猪灌进去，把
猪病治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成为一名张思德式的
好战士。

1962 年， 何步高的事迹被刊登在了部队刊物
《人民前线》的头条。

居功不傲
传承一种精神

1965 年，何步高退伍回乡后，时任小奕村村支
书十分认可何步高的为人，于是将女儿张明翠嫁给
了何步高。 结婚当年，何步高的儿子何松成出生。

此后，何步高安心从事农村农业生产，从不居功
自傲，从没向当地党委政府提要求，只是把这份《人
民前线》报视如珍宝，经常拿出来看看，偶尔给儿孙
看看，教育他们要为国家多作贡献。

去年，何步高去世，但是何步高把军人特有的精
神传承给了子孙。

2017 年冬，何步高的孙子何星文，由于从小受
到爷爷良好思想的熏陶，毅然也选择了当兵，目前
在福建某部队服役，他像爷爷一样，一心扑在学习
和训练上，苦练杀敌本领，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在
绿色的军营里表现很好，多次受到嘉奖。

对于何星文来说，爷爷是个“老兵”，就是一个光
荣的概念。 在儿孙的印象中，何步高是个性格有些
内向、做事特别稳妥，勤劳朴实、心地善良的人。何松
成至今还记得，父亲在家门口的马路边被一辆拖拉
机撞到的场景，“他的脚肿得厉害， 在家休养了个几
个月才恢复，车主给他医疗费他不要，送猪脚给他
补补身子，他也不要。 他觉得不是大问题就不麻烦
人家，非常通情达理。 ”

何步高经常教导子孙，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
长大了保家卫国， 让孩子们从小就在心里种下 “当
兵”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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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何步步高高遗遗孀孀张张明明翠翠与与儿儿子子何何松松成成一一起起回回忆忆何何步步高高当当年年在在部部队队的的生生活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