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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百岁老兵
秀山丽水、养生福地、长寿之乡，丽水是国内首个获得“长寿之乡”称号的地级市，也是一方有着光辉革命历史的红

色热土。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丽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丽水日报社推出致敬“百岁老兵”专题报道，通过全市

12位“百岁老兵”一生跟党走的感人故事，展现老兵退伍不褪色、退役不退志的忠诚本色。

祝“百岁老兵”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罗凤养
浙江龙泉人，1918 年出生，1935 年

入伍，1936 年与部队失散。
红军失散人员。穿上军装，罗凤

养是给红军送情报、送粮食，从枪林弹
雨中走来的小战士；脱下军装，他是家
乡建设的“功臣”，数十年深耕乡野，开
渠修路、为民造福。

周美林
浙江青田人，1919 年出生，1949 年

入伍，1957年退役。
1949年，周美林父亲周进千在剿匪

斗争中牺牲，他继承烈士父亲遗志。服
役时，他曾在人武部、军分区工作，后成
为保护一方平安的人民公安，全心全意
为老百姓服务。

刘琼琳
湖南涟源人，1919年出生，1947年

入伍，1957年退役。
解放前，刘琼琳在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中参加过大小战斗 30 多次，屡立
战功。建国后，他随军来到浙江，转业
到地方，先后在庆元县人事局、龙泉二
中工作。

郑子玉
浙江缙云人，1921 年出生，1948 年

入伍，1952年退役。
抗日战争时期，郑子玉在长沙保卫

战中力拼日寇，英勇负伤。解放战争时
期，他转投解放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参加淮海战役。如今，每逢清明，他都
会前往革命烈士陵园缅怀追思逝去的
英烈。

林益鸣
浙江青田人，1921 年出生，1948 年入

伍，1955年退役。
服役时，林益鸣参加了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战争等，他和战友们一起为新中
国的诞生、为保家卫国奋勇战斗。退役
后，他扎根乡村，开垦种粮、修路搭桥，改
变家乡面貌、改善群众生活。

高步连
浙江丽水人，1922 年出生，1948 年

入伍，1952年退役。
高步连拥有 72 年党龄，参加过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抗美援朝第三
次战役时，他身受重伤，治愈康复后，因
伤残转业回丽水。退役后，高步连扎根
基层，一直从事服务地方工作。

周仁良
浙江青田人，1922 年出生，1948 年入

伍，1955年退役。
服役时，周仁良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多次荣立战功。在上甘岭
战役中，他战斗英勇，身体多处遭受贯穿性
创伤。1952年，周仁良到浙江省残疾军人
学校读书学习，后转入地方工作。

赵子林
浙江青田人，1922年出生，1948年入

伍，1955年退役。
赵子林在淮海战役时加入解放军，

后参加了渡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
1955年，他响应国家号召，复员回家参加
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办起了村碾米厂、
榨油厂、电灯厂，改善了村民生活、发展
了村集体经济。

夏岩兴
浙江青田人，1922 年出生，1945 年入

伍，1949年退役。
服役时，夏岩兴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在一次突围过程中，他的右手
被流弹击中，因战致残。如今，每年建军
节、国庆节，他总会穿上整齐的军装，为小
朋友们讲述战争时期保家卫国的故事。

杨成言
浙江丽水人，1922 年出生，1949 年入

伍，1952 年退役。
在解放战争中，杨成言参加过大大小

小战斗数十次，作战英勇。全国解放后，他
又跟随部队继续剿匪，荣立战功。在他的
感召下，家中子辈和孙辈有 3 人都曾入伍
当兵，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军人之家。

蓝来新
浙江丽水人，1922 年出生，1949 年入

伍，1955年退役。
蓝来新在抗日战争后，投诚到解放军，

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在上
甘岭战役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胸膛进入并
穿出后背，被战友们送往后方医院抢救治
疗。退役后，他返乡回丽，为村集体谋发
展、谋建设。

蒋梦催
浙江缙云人，1922 年出生，1949 年入

伍，1954年退役。
蒋梦催参军入伍后，参加了抗美援朝

战 争 。 在 上 甘 岭 战 役 时 ，他 多 次 参 与 坑
道 设 计 和 修 建 ，为 战 友 们 更 好 地 攻 守 提
供 了 极 大 的 保 障 。 退 役 后 ，他 常 与 身 边
人讲起当年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战斗故
事。

红色血脉的赓续
人民军队所向无敌，钢铁长城坚不可摧。
在今年“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丽水市双拥领

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教育局、丽水
军分区政治工作处等部门开展的“献礼八一、致敬军人”
主题书信活动，收到了来自全市普通高中 2210 名学生
的书信。

本 文 开 头 节 选 的 ，正 是 庆 元 二 中 学 生 吴 易 衡 的
书信。该书信从一个青年学生的视角，用饱蘸着热
烈情感的笔端，书写了丽水青年矢志报国、拥军爱军
的家国情怀。连同吴易衡的书信在内，这些书信由
各地人武部门寄到丽水籍现役军人手中，为部队官
兵带去家乡人民的问候和祝愿。

“千难万艰我去闯，今朝唯我少年郎。”军旗飘扬，明
日照耀，带上心中的国与家，开启少年的下一征途！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们都在不同的人生路上奔
向更好的自己，倘若我长大后也有能力，为别人，为国家
做点什么贡献，而你，就是我的榜样！

因为有你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为了一支令敌
闻风丧胆的军队。钢铁洪流，武直轰鸣，那是陆军的威
风；后舰破浪，核艇潜底，那是海军的气礴；鹰击长空，鲲
鹏翱翔，那是空军的英姿；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捍卫
大国尊严，那是火箭军的荣耀。因为有你们，人民有了
安定的生活；因为有你们，共和国有了坚定不可摧的护
盾。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我们负重前
行。”没有你们，我们何来与他国叫板的底气？没有你
们，我们何来一统江山的自信？你是和平的捍卫者，你
是人民的防护罩，你是最可爱的人！

⋯⋯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在飞雪连天的塞外边关，在祖国“东极”黑瞎子岛，
在骄阳炙烤的南海，在草长莺飞的北疆草原，处处驻守
着人民子弟兵。

在渴求知识的课堂，在闲庭信步的公园，在奋勇争
先的科研一线，在万家灯火的团圆时刻，时时透露着宁
静吉祥。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谊深。”94 年风雪
兼程，人民军队始终秉承根本宗旨，矗立在巡防处突
一线、攻坚在抢险救灾现场⋯⋯无数事实雄辩地证
明，人民军队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
军队，也因此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无限爱戴，我们欣喜
地看到，红色血脉在丽水大地赓续。

双拥深情的升华
“你们当年的牺牲和奉献，换回了我们今天的幸福

生活，向大家致敬！”2020 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市委书记胡海峰专程赴市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参加过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 9位
老战士老同志代表，为他们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表达向英雄学习、向英
雄致敬之情。

胡海峰与每位老战士老同志亲切握手，认真了解他
们参加抗美援朝战斗的事迹，仔细询问老人们的生活和
身体情况，并为大家佩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感谢他们为保卫国家和人民所
作的贡献，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安享晚年。

丽水市双拥领导小组办公室还为全市参加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 277位志愿军老战士进行了音像、
口述资料采集，并在 2021年集结成册，出版了《“敬礼老
兵”丽水市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老战士影像册》，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一部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就是无数先烈前
赴后继的流血牺牲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之际，更要不忘初心追寻红色记忆，牢记使命传承
革命基因。为进一步弘扬践行伟大的建党精神、浙西
南 革 命 精 神 ，营 造 崇 军 爱 军 拥 军 氛 围 ，今 年“ 八 一 ”
前，丽水市慈善总会、丽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了

“关爱抗美援朝老兵”慰问活动，到曾参加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家中走访，向他们致以
节日的关怀和问候。

英雄终有远去的一天，但英雄精神长存。为了留下
宝贵的记忆，今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还联合丽水日报
社，为全市 12位百岁以上老兵拍摄了肖像照和微视频，
留存百岁老兵的事迹和风采。他们有些经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有些积极投身家乡建设，毕其
一生为保家卫国、家乡建设、脱贫攻坚作出杰出贡献。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入伍之前都没有
读过书，是部队培养了我，才有了我今天的幸福生活。”
老兵们的爱国之情、肺腑之言，得以留存以资恒久的纪
念。

做好双拥工作，做常做长是关键。去年 5月 8日，市
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暨市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要全力创成全国双拥模范城。把
实现“三连冠”作为全市双拥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志在
必得、势在必得，不做则已、做则必成”的信心和决心，在
非常之时、下非常之功、求非常之效，按时保质完成各项
目标任务。

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双拥工作作为重中之
重，常抓不懈，推陈出新，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适时
推出。

为切实解决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融资渠道难、融资成
本高问题，日前，缙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与缙云农商银
行共同举办“退役军人拥军优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

“拥军贷”贷款产品发布及现场授信仪式，让好的金融政
策惠及广大军人军属，有效保障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缙
云农商银行将向缙云县现役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
家属授信“拥军贷”专项贷款 5亿元。

庆元通过前期摸排调查，在退役军人外出务工、经
商较为集中的上海宝山、嘉兴嘉善两地，建起了异地退
役军人服务站，于去年 10月投入使用，已先后为 30余名
农村籍退役士兵办理老年生活补助等事项，节约各种费
用约 6万元；累计为异地退役军人开展线上教育 5场，参
与人数达 1000 余人；解决异地退役军人各类诉求 20 余
件⋯⋯“我们切实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享受过服务的
老兵们这样评价。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丽水历来有
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2006 年至 2019 年，
丽水市连续四次被命名为“浙江省双拥模范城”。9 县

（市、区）有 8 个荣获“浙江双拥模范县（区）”，是名副其
实的双拥模范城。

去年 10月 20日，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
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市被命名为“全
国双拥模范城”。这是自 2012年我市创成“全国双拥模
范城”以来，连续第三次获此殊荣，勇夺“三连冠”。

“拥军扁担”的传承
“儿子，我年龄大，走不动了！今天我将挑菜扁担交

给你，希望你把我们家的拥军传统一代代传下去！”7月
28 日上午，“全国爱国拥军模范”、70 岁的叶美英，把一
根颇具传承意味的扁担，交到了小儿子叶利波手中，嘱
咐他不管通过什么形式拥军，一定要给山上的年轻官兵

“一个温馨的家”。
这根“拥军扁担”，她挑了 50多年，为驻守高山上的

部队官兵送新鲜瓜果蔬菜，步行十万多里。扁担挑坏了
数十根，鞋子磨烂了百余双，但一段激荡人心的“军民情
深”得以延续半个多世纪。

“接过这根特殊的扁担，这个接力棒就交到我手
上了！”叶利波说，母亲走了一辈子的拥军路，她最大
的心愿就是拥军的好传统不能丢！他们三兄妹一定
把这根特殊的“拥军扁担”挑下去，把这条拥军路坚定
地走下去。

近年来，我市不断创新体系机制，组建了双拥模范

城创建领导体系，形成各行各业合力联创的双拥工作
体系；坚持完善党委议军会、军政座谈会、双拥联席会
等制度机制；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党委和政府议事日
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部队建设总体规划、纳入政府
年度综合目标及党政军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政绩
考核等。

每年春节、“八一”建军节等，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
带队深入部队基层察军情、问军暖、解军忧，帮助部队解
决实际困难。机关企事业单位与驻丽部队结对共建办
实事成为常态，近四年来，100 多家共建单位共投入 700
多万元为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我市还相继出台完善系列拥军优属政策，形成了党
政军三位一体、群团组织广泛参与、双拥志愿者队伍遍
及城乡，全面覆盖的双拥工作网络。

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以来，累计建立退役军
人服务机构 2205 家，实现了市县乡村四级全覆盖和“五
有”目标。全力做好抚恤优待和烈士褒扬，退役安置实
现军转干部进公务员队伍 100%，符合条件退役士兵安
置 到 国 有 企 事 业 单 位 100% ，军 人 子 女 进 优 质 学 校
100%，军转安置工作质量走在全省前列。

与此同时，驻丽部队官兵牢记“军爱民、民拥军”优
良传统，关心和支持第二故乡建设。官兵们踊跃参与
里东和苏村山体滑坡救援、国防教育、文明城市创建、
五水共治等，在丽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了人民子
弟兵的风采。去年疫情防控期间，约 4.7 万名民兵和退
役军人冲锋在前，为百姓筑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安全
屏障。

军爱民 民拥军

奋力筑起新时代钢铁长城奋力筑起新时代钢铁长城

在这括苍浴血重生，枪声连

连响起，宣告一个民族的觉醒；

在这括苍扎根，“八一”军旗猎猎

飘扬，映红属于丽水人民之天

地。你们在枪林弹雨中，血雨腥

风中，立下赫赫战功，冲锋陷阵，

用血肉之躯筑就一条钢铁般的

革命道路。

⋯⋯

军人，一个响亮而崇高的称

号！我要说：我赞美你！

文/ 杨敏 张鹏程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叶美英叶美英

抗美援朝老战士向少先队员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

丽水市开展丽水市开展““献礼八一献礼八一、、致敬军人致敬军人””主题书信活动主题书信活动

扫二维码看“百岁老兵”风采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