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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留下的徽章 陆雅丽

整理父亲使用过的物品

反诈宣传

穿上迷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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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父亲穿过的军大衣，这是他用过的水壶、帽子、
皮带、书信、立功证、勋章……”一只陈旧的木箱子里，整齐
叠放着陆雅丽父亲陆高升烈士留下的遗物。

天气好的时候，陆雅丽会和母亲一起把它们翻出来收
拾晾晒。对陆雅丽来说，每一次整理，都像穿越时空，与父
亲进行一次无声的交流，“仿佛能聆听到父亲的教诲。”陆雅
丽深情地说。

从亲友的讲述中勾勒出父亲的形象

陆高升，缙云县前路乡前路村马飞岭自然村人，1968年
入伍，历任解放军铁道兵某部队 12 连战士、班长、排长等
职。1977年 8月，陆高升在福建省邵武县洪墩乡执行支农
任务时牺牲，年仅 28岁。

父亲牺牲时，陆雅丽不满 3 岁，母亲还怀着弟弟。“牺
牲”二字意味着什么，当时的她并不知晓。只记得母亲饶静
芬从父亲的驻地福建回来后，“像丢了魂一样，整个人都不
在状态，过了好久才缓过来。”

对陆雅丽来说，“父亲”起初仅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
大多数时候，他“活”在母亲的讲述中。记事后，她时常从亲
戚和父亲生前战友的口中，听说关于他的事迹。

父亲是自强能干甚至有些倔的。“要靠自己努力才好。”
这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不管是在农忙还是在部队，他都
毫无怨言地担起最累最苦的活。在母亲的记忆里，每次回
家探亲，他都会抓紧时间干活，“垒土灶、箍桶、砌田坎……
能想到的活，他都干，家务也抢着做，就为了让母亲轻松一
些。”

父亲是温柔体贴的。“有一次，母亲得了脑炎，父亲接到
电报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把我们娘俩接到部队，悉心照
顾；吃饭时，他会先把我们都喂饱，自己最后才端起饭碗。”

父亲是以身作则、敢于担当的。“在部队，身为排长的他
关心每一位战友，战士们有情绪上的问题，他也会及时开
导；遇到紧急任务，第一个冲上去的一定是他。”

父亲牺牲两个月后，陆雅丽的弟弟出生了。随着年龄的
增长，他的倔脾气简直与父亲如出一辙。“你爸是怎样的……”
当弟弟调皮时，母亲一边训斥，一边不忘搬出父亲。

“我的名字是父亲起的。”陆雅丽说，自己出生的时候是
冬天，母亲写信到部队，问父亲起什么名。父亲在回信中写
道：“部队里的文书说可以叫‘雪梅’，可我觉得还是‘雅丽’
更好，既秀雅又美丽。”

通过亲友们讲述的故事片段，父亲在陆雅丽心中的形
象，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在音乐声中传承上一辈的红色精神

如今的陆雅丽，在缙云壶镇经营一家集乐器培训和销
售为一体的琴行。她既是老板又是培训老师，培养了许多
不同年龄段的艺考学子。她说：“我喜欢这个工作。”

能够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是一种幸福；而这份幸
福，是陆雅丽通过不懈努力、勇敢追梦赢得的。

起初，母亲想让陆雅丽做一份安稳的工作，陆雅丽摇摇
头：“妈，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她喜欢的事，是音乐。

或许受父亲影响，陆雅丽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父亲不仅擅长拉二胡，还能自制笛子。小时候她
经常把这些手工制作的乐器当成玩具。

小学时的音乐课上，陆雅丽首次接触到键盘类乐器。

可惜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足以支撑她的音乐爱好。于
是，她只好将这份对音乐的热爱和梦想，深藏在心底。

1998年，陆雅丽的女儿卢博妍出生。和她一样，女儿也
对音乐表现出极大兴趣。“6岁时，我开始送她学钢琴。”陆
雅丽说，陪伴中，跃动的音符唤醒了自己内心尘封的音乐
梦。不知不觉中，她也加入到钢琴的学习中。

“我要开一家琴行。”这个想法在陆雅丽脑海中冒出后，
再也没有消失过。

有想法就大胆去做——这一点，陆雅丽像极了父亲。
2006年，她与女儿的钢琴老师合作开设了一家名为“百灵”
的琴行，这个名字寄托了她们对音乐事业的美好愿景。

开业以来，琴行逐渐在壶镇周边打响知名度。2013年，
合作伙伴返回老家，陆雅丽开始独自经营琴行。其间，她通
过了全国音乐听力考级教师资格考试，获得了相关音乐课
程的授课资格。

授课过程中，陆雅丽除了教他们流行音乐曲目，也会将
《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爱国歌曲
穿插进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们的爱国意识。

从 2016年开始，每年“八一”建军节前后和国庆期间，
陆雅丽都会组织学生们开展“艺心向党·砥砺前行”百灵音
乐会。演出地点有时是在公园绿道，有时是在村文化礼堂；
大小学员们用二胡、古筝、扬琴、琵琶等乐器演奏一曲曲经
典红色曲目。

“对孩子们来说，这既是一个‘实战’的机会，也是一次
难得的体验。”谈及举办音乐会的初衷，陆雅丽说很大程度
上受到了父亲军人身份的影响，“希望学生们能够传承上一
辈的红色精神。”

以绵薄之力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

陆高升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深深影响着后人。
陆雅丽的丈夫是缙云壶镇镇旸村人。2021年，村里筹

备组建女民兵连，陆雅丽积极参与，动员村中妇女加入，成
为女民兵连的召集人。

“之前村里只有男民兵，因为都有本职工作，很难凑齐
人手。”陆雅丽说，女民兵连成员大多是村里的留守妇女，大
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不论是台风天的安全巡逻，还
是平时的反诈宣传，只要有活动，在群里面招呼一声，大家
总能迅速响应。”

“我们女民兵有 20多人，比男民兵都多。”陆雅丽的语
气带着一丝小小的自豪感。

有集体活动时，女民兵们会穿上定制的迷彩服。陆雅
丽也不例外，“每次穿上这身衣服，都觉得自己特别飒，比任
何衣服都好看。”

“母亲一直说，我们姐弟俩长得像父亲，说我穿着这身
衣服时依稀有父亲的影子。”陆雅丽说，“这个时候，我会感
觉离父亲又近了一点。”

今年 6月进入汛期后，全市遭遇强降雨天气，防汛形势
严峻。面对这一情况，旸村村委会迅速组织力量进行防汛
巡逻，女民兵们协助村委会轮班巡逻，帮助老人从危房转移
到安全地带。这个过程中，陆雅丽的身影穿梭其中。

工作之余，陆雅丽积极参与村里建设，用自己的绵薄之
力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

“我是烈士的后代，党和国家抚养我长大。党和国家的
恩情，父亲的教诲，我一个都不能忘！”陆雅丽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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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雅丽：在乐声中追忆父亲

陆高升烈士遗物翻看父亲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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