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4 2012 年 8 月 1 日 星期三 编辑：张跃峰 组版：杨思华

今日聊城

人物

山东省十佳好军嫂范桂红：

婆婆离世，她都没让丈夫分心
本报记者 刘铭 实习生 胡文娟 通讯员 魏晓倩

45 岁的范桂红有好多个身份，每
个身份都让她很忙碌。她是聊城市人
民医院超声科医生，一名敬业的大夫。
她还是聊城军分区干休所所长李长虹
的妻子，一位忙碌的军嫂。

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范桂红被山
东省妇联、省民政厅、省军区政治部联
合授予“山东省十佳好军嫂”称号，成
为聊城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好军嫂。成
为军嫂这些年，她的生活里满是辛勤
的汗水。她以无悔的奉献，执着的付
出，用行动支持着军人丈夫的事业。

“你在海岛好好工作，

家里有我呢”

做女人难，做军人的妻子更
难。刚结婚的时候，范桂红对“军
嫂”理解不深，只是觉得军嫂很光
荣。在婚后的日子里，她才真正体
验到，军嫂光荣是因为责任重，军
嫂光荣是因为奉献多，军嫂光荣是
因为牺牲多。

1990 年，儿子李政刚刚出生
几天，丈夫李长虹正在家休假，却
接到军分区通知，去执行任务。这
一去，就是 3 个月。

1991 年 9 月，根据省军区统
一安排，李长虹被安排到某要塞区
一处海岛代职。看着刚满一岁的儿
子，李长虹犹豫不决。范桂红看懂
了丈夫的心思，说：“你放心去吧，
到海岛以后，好好工作，家里有我
呢！”

李长虹走后，范桂红狠狠心把
孩子送到农村婆婆家。因为交通不
便，看一次孩子需要骑 2 个多小时

自行车。有时因为单位工作忙，一
个月都看不到孩子一次。

“看一次，流一次眼泪，半夜常
常因想孩子而哭醒，必须独自承受
着这一切。”范桂红说，从此后，家
书往来成为她和丈夫的主要沟通
方式。

聚少离多的生活并没有冲淡
两人的感情，相反，两人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通讯不发达的时候，坚持
每月通信，在李长虹在海岛代职的
3 年时间里，两人都写了 30 多封
信。“现在看这些信，觉得很甜蜜。”
范桂红有点羞涩地说。

“就让我替长虹为老

人尽孝吧”

“我活了大半辈子，最知足有
个好儿媳。”这是范桂红的婆婆生
前常对别人说的一句话。

2008 年 9 月，范桂红的婆婆
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医生断言只能
存活 9 个月。住院期间，范桂红每
天在床前伺候，端屎端尿、穿衣喂

饭，像亲闺女一样跑前跑后。为了
给老人增加营养，她下班后穿梭于
各个菜市场，购买各种新鲜蔬菜，
变着花样为老人做饭。婆婆喜欢吃
自家蒸的馒头，白天没时间，她就
晚上等老人睡觉后和面，第二天早
晨天刚亮，新鲜的馒头就出锅了。
老人生病期间行动不便，她每天晚
上给老人洗头、洗脚、按摩……

老人出院后，范桂红将老人接
到自己家中，精心照顾，手术后的
老人身体虚弱，她定期为老人注射
白蛋白，增加各种营养，老人常常
跟亲戚朋友说：“我这个儿媳妇呀，
比亲生女儿都要周到、细心呐。”

2010 年 1 月，老人病危时，李
长虹正在济南陪一名住院的老干
部手术。家里人纷纷要给李长虹打
电话，让他赶快回来。范桂红却不
让：“老干部的儿女都不在身边，需
要长虹照顾。就让我替他为老人尽
孝吧！”众人纷纷落下眼泪。这就
样，范桂红陪着昏迷的婆婆走完了
人生最后一程。

范桂红的父亲因为脑梗塞引

起半身不遂，母亲患有冠心病和风
湿性关节炎，需要经常住院，但她
从不让李长虹为此分心，独自一人
照顾老人。

范桂红对丈夫工作上的理解
和支持，时刻激励和鞭策着李长
虹，使他 23 年如一日，扎根军营，
为部队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多
次立功受奖。

她被官兵亲切称为

“编外军医”

“身体不舒服，去找范医生”。
在聊城军分区，这是许多官兵和
老干部的共识。范桂红为人热
情，技术精湛，热心为部队官兵
服务。无论是官兵自己，还是亲
戚朋友，无论是正常上班时间，
还是节假日，只要找到她，她都
热心帮忙。

聊城军分区干休所离体系医
院较远，而老干部又都进入“两
高期”，突发疾病较多。如果不
能及时救治，就容易发生意外。

范桂红得知后，积极牵线搭桥，
在市人民医院为干休所设立老干
部重病抢救绿色通道，确保得到
及时最好的救治，有效提高了老
干部的医疗保障水平。

2007 年 6 月一天的深夜 12
点多，正在睡梦中的李长虹被一阵
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得知一名老
干部突发疾病后，急忙穿上衣服往
外走。范桂红说：“我跟你一起去，
医院我熟悉，能帮上忙。”

范桂红赶到医院后，跑上跑
下，帮助联系专家会诊，经诊断
这名老干部是胃部恶性肿瘤发
作。主治医生说，幸亏送诊及
时，不然的话会留下严重后遗
症。范桂红一直等到老干部脱离
危险才回家。

李长虹担任所长 6 年多来，
范桂红帮助抢救老干部、家属、
遗孀 20 多次，为 600 多名官兵、
亲属提供过优质医疗服务，为干
休所医务人员进行超声诊断技术
传帮带，被官兵和老干部亲切地
称为“编外军医”。

范桂红对自己成为军嫂从来没有后悔过。 本报记者 刘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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