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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谷子子地地””军军礼礼致致敬敬颁颁奖奖老老兵兵
92岁王默村赞郑沂家、任世淦：你们为大家重拾历史记忆

侯立霞:

希望更多爱心

涌入康复中心

7日，在颁奖典礼现场，小辉一声“侯妈
妈”瞬间融化了侯立霞坚强的心，39岁的她
再也没能忍住自己的泪水。

侯立霞的一对双胞胎儿子患有脑瘫，
求医未果后的她开始“自医”。2010年，侯立
霞在政府帮助下成立了阳谷县残疾人康复
服务中心。中心如今收治着100多个患儿，
小辉就是其中一个。

“孩子的话让我既激动，也很沉重。激
动是因为孩子学会了走路，像我儿子一
样能正常上学了。沉重的是这些孩子还
远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当时我儿
子看病的时候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
助，所以我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照
顾这些残障的孩子们。”侯立霞说道。

小辉的母亲很感谢侯立霞，“正是她的
悉心照顾让孩子渐渐恢复，慢慢成长。”

典礼现场，侯立霞也说出了目前所面
临的困难，“康复服务中心现有的力量还是
有限，所以我想呼吁更多的爱心老师、志愿
者能加入服务中心，为孩子们的康复贡献
力量，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本报济南12月7日讯 在7日的颁
奖典礼现场，任世淦和临沂“谷子地”
郑沂家一同领奖，为他们颁奖的是一
位特殊的老人——— 92岁的抗战老兵王
默村。

王默村老人精神矍铄，婉拒工作
人员的搀扶，健步走上舞台。得知老人
今年已是92岁高寿，观众席不禁发出
一阵惊呼。1938年6月，王默村参军，年
仅16岁。

三米长卷、工整小楷，当任世淦展
示手写史料时，颁奖典礼现场爆发出
热烈的掌声。这掌声中，除了感动，更
多的是对这位80岁老人的敬意。

任世淦随身带来的《抗日战争·大
屠杀篇》，只是他整理的诸多史料中的

一本，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记录
在他的手抄史料中。

“让年轻人知道我们的过去，了解
日军侵华的历史和战争的苦难，这是
国家的记忆，更是民族的记忆。”任世
淦希望，将来有一天，人们能够看到自
己呕心沥血整理的史料，更加深刻地
理解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的时代背景。

就在王默村老人递过奖杯时，郑
沂家不自觉地立正，敬了个标准的军
礼。与任世淦一样，郑沂家也诉说了自
己与“抗战”的缘分。“小时候，父亲告
诉了我汤头烈士的故事，但他没有名
字，只是用木头竖了一块无名碑，父亲
就让我在烈士墓前磕个头，那之后我

就存了要帮烈士找名字的念想。”郑沂
家说，直到后来成为一名军人，民族意
识更加强烈，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战士
们滴尽最后一滴血换来的，不能忘记
他们，为他们寻找身份，他们才能在地
下安魂。

“他们做的是平凡中最伟大的
事。”王默村说，明年是抗战胜利70周
年，无论是寻找无名烈士的家，还是搜
集抗战史料，都让大家重拾历史记忆。

看到92岁的抗战老兵王默村，任
世淦感叹道，还在世的老兵越来越少
了，他一定不遗余力地去留存属于他
们的抗战记忆。“我已经80岁了，一直
觉得来日无多，但是，看到这位92岁的
抗战老兵，原来，来日方长。”

15岁的丁建博是所有获奖者中年
纪最小的。

颁奖典礼现场，丁建博推着坐在
轮椅上的姐姐一起走上舞台。当姐姐
丁建华说出“弟弟辛苦了，谢谢弟弟”
这句话时，在场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
而弟弟丁建博那句“我会永远照顾姐
姐”，更是让不少人掉下了眼泪。对于
丁建博来说，姐姐丁建华的肯定，是对
他最大的鼓励。

“最感动的是那个少年，年纪虽
小，能量不小。”颁奖典礼结束后，特地
赶来参加颁奖典礼的济南人公庆礼如

是说，随后，公庆礼拿出7日一早写就
的字送给了丁建博，上书“品质品格皆
高尚，向上向善正能量”。

丁建博很开心。“他一直很喜欢写
毛笔字，平时没事就跟着电视学。”丁
建博的父亲说道，“这孩子懂事爱学
习，我很骄傲。”

颁奖典礼结束后，两名齐鲁晚报
的小记者采访了大哥哥丁建博。二年
级的张文卿和一年级的王思蓓有些害
羞地问大哥哥，“照顾姐姐不影响成绩
吗？”成绩优异的丁建博答道：“不影
响，照顾姐姐是我应该做的事。”

侯立霞牵着小辉下台。

7日，临沂“谷子地”郑沂家向为他颁奖的抗战老兵王默村敬礼。

颁奖
现 场 ，丁 建
博的姐姐眼
含 泪 花 ，她
心 里 清 楚 ，
弟弟为她付
出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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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博的姐姐泪洒颁奖典礼

““弟弟弟弟辛辛苦苦了了，，谢谢谢谢弟弟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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