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证奇迹·我与祖国同生日

� � � � “小叶，我家的电饭煲没用了，能不能过
来帮我修下？ ”“小叶， 我家的热水器不出热
水， 有办法吗……” 接到村里留守老人的求
助， 今年 70 周岁的叶子汉马上背起工具包，
上门帮忙修理。

他不是村里的电工， 更不是村里的专职
保姆，却为村里做了很多好事、实事。 “我是新
中国成立那天出生的。 走过 70 年，生活一年
比一年好。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为村里发挥
余热，很开心。 ”

与新中国同生日
他和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龙泉市城北乡上田村位于松阳、遂昌、龙
泉三县（市）交界处，距离龙泉市区 55 公里，
是一个优美安静的传统古村落。

叶子汉是土生土长的上田村人， 因为出
生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 从小就是四里八乡
的“小名人”。

他的二哥是军人，当了 10 年兵，于 1970
年退伍。 同年，他接过二哥的枪，奔赴绿色军
营。 他回忆说，1970 年，当地 6 名新兵在公社
所在地集合，然后大家踩着山间小路，步行一
天赶到龙泉城区集合，最后奔赴军营。

1976 年，等他退伍回来，发现山间小路变
成了机耕路， 不过， 村民还是脸朝黄土背朝
天，靠种田和卖木头为生。 由于没有马上分配
工作， 叶子汉背了 3 年木头———当时龙泉是
重点林区县， 很多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
靠砍树换钱。

1979 年， 叶子汉被分配在原上东乡政府
（今城北乡）工作，成为了一名农机员。

叶子汉收获了工作的同时，也收获了爱情。
他和老伴徐爱招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相

亲的时候，介绍人说，叶子汉有正经工作，朴
实肯干，以后新房子一定会盖起来，生活也肯
定会越来越好。

年轻的时候， 徐爱招在本地一家造纸厂
工作，是当地有名的“白富美”。 靠着积蓄，她
买了一只售价 110 元的红旗牌手表， 很多人
羡慕得不得了。

尽管当时叶子汉条件不好， 但徐爱招还
是嫁给了他。

1982 年，上田村分山分田，全体村民生产
积极性很高，不仅填饱了肚子，家里的粮仓也
冒了尖。

1988 年，夫妻俩在上田村买了块地皮，并
在地皮上盖了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洋房。 叶家
从此告别泥坯房，住上了小洋房。 这栋房子，
轰动了上田， 靠种香菇挣到钱的村民纷纷效
仿。

上田地处偏远，但上田人很有闯劲。 乘着
改革开放的东风，有的人通过读书、当兵跳出
了农门，有的人外出创业，勇闯市场，实现了
发家致富，纷纷在杭州、上海、宁波等地买了
房子，过上幸福生活。

上田村委会主任毛仁善告诉记者， 上田
是龙泉有名的“宾馆村”，100 多名村民在外开
宾馆，年营收上千万元的有四五人，年营收数
百万元的，有六七十人。 “每到春节，在外创
业、工作的上田人纷纷开小车回家过年，村里
停都停不下。 ”

大家过上了好日子， 叶子汉的生活也过
得愈加悠闲自在。 “大家早就没砍树换钱了，
所以上田山好水好村美。 在上田，我的晚年生
活过得很舒适。 ”

如今， 他的两个女儿都已经成家立业 ，
“她们在遂昌县城做生意， 都买了商品房，生
活过得不错。 ”

与新中国同生日
他努力工作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

叶子汉年轻时候，在部队里当的是防化兵。
防化兵是担负防化保障任务的专业兵

种。 因此，每次训练、执行任务时，叶子汉和战
友们都要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戴上防毒
面具。 “每次只能坚持 30 分钟左右，时间一长
谁都受不了。 因此，每次训练或执行任务时，
动作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快。 ”他回忆说，“特
别是夏天，每次结束任务，全身都湿透了，脱
下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后， 汗水可以直接倒出
来。 ”

记者问，有没有后悔当防化兵？
他严肃地说，当兵的最大目标，就是保家

卫国，这是每名军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我
最大的愿望，就是国家强大，百姓安居乐业。
尽心尽责地当好防化兵 ， 也是为国家作贡
献。 ”

由于任劳任怨，表现突出，叶子汉于 1975
年在部队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兵 6 年，锻炼了叶子汉的体魄，也淬炼
了叶子汉的一颗赤胆忠心。

参加工作后，他虽然是名农机员，但对于
领导分配的“额外”工作，始终不折不扣地认
真完成。

早些年，原上东乡有 12 个生产队 ，对应
的，就有 12 名驻村乡干部，叶子汉是其中一
名。 下乡的时候，他吃住在生产队，经常和生
产队干部一起，调解山林、治安纠纷。 当然，农
用拖拉机的年审等事宜，也要提供及时、贴心
的便利服务。

“当时交通不便，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下
村，有些自然村还要走路。 那时候记事全靠笔
记本，回乡政府后再向和领导汇报工作。 ” 他
介绍说，现在科技发展很快，公路网、信息网
四通八达， 乡镇干部的办公条件也得到很大
改善，日趋信息化、智能化了，乡干部办公很
方便。

他说，在乡政府工作 30 年 ，他做的事情
很琐碎，回想起来，其实都是服务于农业、农
村、农民。 “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能为
乡里乡亲服务， 见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巨大
的变化，感觉很骄傲。 ”

2009 年退休后，叶子汉在上田颐养天年，
一年总会去几趟遂昌女儿家住几天。 今年 8
月底，他又去了一趟，因为两个外甥一个马上
要读初中，另一个即将就读小学一年级。

在送上红包祝福的同时， 他还语重心长
地给孩子们上起了“开学第一课”。

叶子汉说，他以前在部队时写信回家，往往
过一两个星期信件才能寄到家。现在，手机很普
及，通讯手段日新月异，这都是科技进步带来的
福利。 “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成为国家和社会的
有用人才，将来为祖国的强大贡献力量。 ”

老人的话，铿锵有力，激情燃烧。

与新中国同生日
拥有 44 党龄的他积极发挥余热

忙碌了一辈子的叶子汉，退休后仍然闲不
下来。 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虽然退休了，但可
以力所能及地为乡亲们做点实事好事，乡亲们
开心，我也开心。 ”

城北乡是龙泉市远近闻名的“留守老人之
乡”，全乡 1.2 万人口中，外出创业务工的有近
8000 人。 留在村里的，七成以上是“下不了山，
进不了城”的老人。

过去，这些老人“生活缺助、安全缺护、健康
缺管、精神缺慰”等现象普遍存在。 2013 年以
来，城北乡开始探索山区养老模式 ，由乡政府
出资聘请专职保姆为留守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这些专职保姆身兼多职，除了照顾老人日常生
活，还管理着村里留守老人的健康档案 ，每周
固定时间进行走访，提供心理抚慰、法律援助、
应急救助、文体活动等服务。

叶子汉的老伴徐爱招就是上田村的专职
保姆， 她每天挨家挨户去走访村里的留守老
人，看看老人身体是不是还好 ，有没有什么困
难要帮助解决。

在走访中，徐爱招经常遇到老人的求助，比
如买米、灌煤气等，她打个电话给邻村的超市
老板，超市老板很快就会送货上门。 但一些小
家电故障，她只能请叶子汉帮忙。

前几天，留守老人毛关松家的热水器坏了，
出不了热水。 叶子汉听说后，马上背着工具箱
上门维修。 40 多分钟后，热水器故障排除，毛关
松又能洗上舒舒服服的热水澡了。

才隔两天， 留守老人谢陈福家的电饭煲坏
了。 那天，徐爱招挨家上门为留守老人量血压，
叶子汉帮忙打下手。听到谢陈福的诉求后，他借
来螺丝刀打开一看，发现其中一个零件怀了。

“什么时候去乡政府所在地或者龙泉市区，
顺便帮忙买来装上 。 ”他对记者说 ，换个电灯
泡 、小修小补 ，简单的活他能干就干 、能帮就
帮。 “这么一来，我成了协助老伴、不拿补贴的
‘编外专职保姆’，我和老伴有说有笑 ，互相配
合，干得很有劲头。 ”叶子汉笑着说。

上田村党支部副书记毛庆廷点赞他说：“叶
子汉作为有着 44 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积极发
挥余热，积极配合村里的工作 ，真心服务留守
老人，是村里所有党员和村干部的榜样。 ”

听到村干部的点赞，叶子汉有些不好意思
了。 他说，“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和新中
国一起成长，见证了祖国越来越强大。 是党培
养了我，让我过上幸福生活，以后，我还要一如
既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说到这里，叶子汉老人伏在桌上，一笔一划
地写下心中朴素的祝福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我也是同一天生日， 我很自豪和骄
傲。 在党的领导下，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
生活越来越好，感谢党和祖国，我身为
一名共产党员，要为党和人民做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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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人物名片：叶子汉，1949 年 10 月 1 日出生，家住龙
泉市城北乡上田村。 1970 年入伍，1975 年入党，1976 年
退伍。1979 年至 2009 年担任乡政府农机员，现在上田村
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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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叶子子汉汉成成了了协协助助老老伴伴、、不不拿拿补补贴贴的的““编编外外专专职职保保姆姆””。。

叶叶子子汉汉深深情情讲讲述述。。

叶叶子子汉汉的的退退伍伍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