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心德祖籍河南項城，28歲入伍前，他曾
在當地教會醫院裡學習西醫醫術。1937

年抗戰爆發後，他毅然從軍，先後參加了1937
年的「8．13淞滬抗戰」和「南京會戰」、1938

年的「武漢會戰」、1939年的「長沙會戰」等著名
戰役。1945年中國遠征軍攻克畹町、收復龍陵
後，付心德選擇在龍陵解甲歸田。在此後60餘年的
漫長的人生歷程中，這位老兵開了一間小診所，以
幫助鄉間鄰里為樂，「付醫官」也因此成為龍陵縣
城家喻戶曉的名人，閒暇之餘，他甚至重拾在

河南老家的木工手藝，只因這樣可以令他想
起北方小縣城那能聞到木料清香的家。

本報記者兩訪 激動談戰事

2010年，付老英雄曾經接受本報
記者的專訪，老人當時思維敏捷，
談及有的戰友受傷後雙目失明仍

堅持抗戰殺敵，有的戰友犧牲時嘴裡還咬㠥敵人耳
朵的慘烈情景，老人沙啞的聲音霎時變得高吭而激
動，兩眼炯炯有神。半生戎馬，使得百歲老人依然
不失英武之氣。而在付心德老人去世前20天，記者
曾前往探視，由於一年前老伴的離去和一次意外的
摔倒，老人在身心雙重的打擊下臥病在床，但當回
憶起60餘年前的戎馬生涯，老英雄仍是熱淚盈眶，
感慨良多。
中國遠征軍雕塑群於9月3日在龍陵縣松山戰役遺址

落成，付心德等28名老兵的形象組成了在世老兵方
陣，守護當年的陣地，令人遺憾的是，由於身體原
因，付心德老人並未能於當天參加落成儀式，這也成
為老人臨終前未盡的遺憾。
目前，雲南境內經尋訪核實尚健在的抗戰老兵約有

400名，他們當中，年紀最大的已有103歲，最小的也
已年近九旬。但因條件限制，還有大量的老兵未被尋
訪到，預計全省倖存老兵約800名。

抗戰
中國遠征軍老兵付心德逝世

家住雲南龍陵縣龍山鎮龍山社區，被稱為「抗戰活化石」的原中

國遠征軍71軍第二野戰醫院軍醫付心德，9月21日下午4時30分因

病醫治無效在龍陵縣家中去世，享年113歲。他是目前國內已被探

訪到的最年長的抗戰老兵。 ■本報記者 木彪 昆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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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賓學院操場上，9
月21日，數百名穿㠥
軍訓服的學生圍成一

個「心」，一名男生手捧玫
瑰，單膝跪在一名女孩身
前，在周圍人群「答應他！
答應他！」的吆喝聲中，女
孩被感動得熱淚盈眶，最終
答應了男生的求婚。當日上
午，數百名軍訓新生舉㠥各
式綵球，用人牆圍成一顆
「心」，人牆上「濤哥是個好
人，娜娜你就嫁給他吧」的標語格外引人注目。男主角手
捧玫瑰單膝跪地，深情地說：「娜娜，嫁給我吧！」女主
角當場被感動得流淚，接受了結婚戒指。
據悉，男女主角都是2012年宜賓學院畢業的大學生，男

生叫濤哥，女生叫娜娜。濤哥說，3年前，他和娜娜在軍訓
場上一見鍾情，並開始了戀愛。「在愛開始的地方，向女
友正式求婚，把愛繼續下去。」濤哥說，兩三個月前就策
劃了這個活動，並且做到了完全保密。9月21日，濤哥提議
去軍訓場拍一些軍訓照片以作紀念，娜娜欣然應許，沒想
到卻走進了「愛的陷阱」。 ■本報記者李兵成都報道

軍訓場一見鍾情
3年後老地方求婚

四
川

■男生手捧玫瑰，單膝跪在

一名女孩身前求婚。

本報成都傳真

母親梅慧平每日大早起
床，她把兩個兒子叫醒扶
起，小兒子許翔嘴角有了笑

意，她一一幫他們穿好衣服。梅慧平每日
把大兒子背下樓，這件事她已堅持了8年。
因為兩個兒子患有進行性肌營養不良，

大兒子許翼從11歲時起便無法行走，骨瘦
如柴。作為目前尚無法治癒的絕症，她為
許翼治病耗盡積蓄，而許翔同患此症，無
力醫治。
45歲的梅慧平是湖北孝感人，她的大兒

子，19歲的許翼，今年高考成績過了三本
線，被湖北師範學院錄取。
1994年，許翼出生，但從小就出現行動

障礙。梅慧平回憶，兒子直到六七歲走路
仍常摔跤，後來便上不了樓梯，後來他被
確診為進行性肌營養不良，民間也有人稱
此病為「漸凍人」症。
梅慧平毫不猶豫辭去工作，全身心照料

許翼。為了延緩肌肉的萎縮，她堅持幫兒

子按摩、拉伸四肢、鍛煉身體。每天早
上，她把兒子扶起來，把兒子從四樓的家
背下來，再送去學校。
至於小兒子許翔，剛滿周歲時，走路沒

有同齡人穩當、摔跤後不能正常爬起；長
大之後，跟哥哥一樣，許翔逐漸無法自行
起立。
梅慧平明白，雖然兄弟倆都骨瘦如柴，

但仍壓得母親直不起腰。更大的挑戰是，
讀大學的許翼每堂課的教室可能都不一
樣，她的「陪讀」生涯才剛剛開始。

■《京華時報》

兩兒都是「漸凍人」堅強母背兒上大學

眼看年事已高的母親被困㠥火的房屋，情急之下，
兒子奮不顧身地衝入火海救母。無情大火將母子倆嚴
重燒傷。看到兒子因救自己被燒傷而生命垂危，73歲

的老母毅然放棄治療，節省資金讓醫院全力以赴救治兒子。
近日，發生在涼州區高壩鎮的一次火災，在悲情中演繹㠥人
間摯愛。
在武威市涼州區高壩鎮同心村三組、今年40歲的女子蔡金

梅正在為火災中受傷的丈夫查禮堂準備㠥營養素食。說起家
中遭遇的災難，蔡金梅含淚說，9月1日早上，婆婆使用電熱
水壺燒水，因線路老化破損導致房屋頂棚內電線㠥火，由於
家中頂棚是塑料材質，火勢迅速蔓延。當時她和丈夫查禮堂
正在院門口收豆子，看到婆婆住的房子㠥火後，救母心切的
丈夫直衝進了熊熊大火中。
由於屋中的東西大多都是易燃物品，母子二人被困在熊熊

大火中。等到聞訊趕來的鄉鄰相救時，母子兩人已經被大火
燒傷，查禮堂身上的衣服被燒光了。
在醫護人員的全力搶救下，查禮堂終於脫離了生命危險。

經過兩次植皮手術後，查禮堂母子二人的醫藥費已經捉襟見
肘。
73歲的蔡秀珍在病床上得知兒子尚有生命危險，做出一個

驚人的舉動—提出了自己放棄治療，把省下的錢全部拿來救
兒子。看自己放棄治療的要求沒有被同意，蔡秀珍就開始絕
食，在醫院不吃不喝。在婆婆蔡秀珍的強烈要求下，蔡金梅
無奈於9月6日早晨給婆婆辦理了出院手續。 ■中國甘肅網

甘
肅

在保證「種群質

量」優先的前提

下，成都圈養大熊

貓繁育再獲豐收。

9月23日，14隻今

年新生大熊貓寶寶

集體在成都大熊貓

繁育研究基地月亮

產房亮相，萌翻前

來參觀的中外遊

客。 中新社

新生大熊貓寶寶集體登場

「尋找當年那
份印有外公外婆
結婚啟事的老報

紙，作為外公90歲大
壽 賀 禮 。 」 網 友
「h_87rui」發佈的一條
微博求助私信引起記
者的極大興趣，其孝
心也讓人感動。
發求助私信的網友是一名80後，名叫陳卓，目前在江蘇

蘇州工作，今年的9月29日是她外公胡名德老人的90歲大
壽，為了給外公準備禮物而作出以下的求助。
「外婆是外公常掛嘴邊的，只可惜外婆1974年就離開

了。」陳卓說，外公曾向她談到了與外婆朱報鸞曾在1951
年的江西日報上，刊登了一則結婚啟事。「當時在上海一
些進步青年流行這種結婚方式，兩個人在外工作，登報啟
事一下，就不辦酒席一切從簡了。」為尋找這張老報紙，
陳卓前往江蘇的大型圖書館查詢資料，但無功而返。陳卓
後來微博上搜索江西日報，找到了幾位實名認證的記者，
並一一發出求助私信，沒想到很快收到回覆。
外公對外婆的念念不忘，也堅定了陳卓找到報紙的決心。

記者通過聯繫社史陳列館工作人員，通過電腦檢索，最終在
1951年8月13日的江西日報上找到了這則結婚啟事，全文加
標題一共33個字。記者將報紙複印件寄出，希望能趕在陳卓
外公90大壽前讓其收到這份特殊的禮物。 ■《江西日報》

結婚啟事見證62載姻緣
外孫女尋老報紙作壽禮

江
蘇

兒火海救母雙傷
母棄治療省錢救兒

■陳卓外公1951年7月結婚時刊

登的啟事。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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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每

天背㠥身

患「漸凍

人」症的

小兒子上

學。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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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心德的雕塑位於中國遠征軍雕塑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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