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6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李璇 组版：肖婷婷今 日 聊 城 <<<< C03家园·综合

夫夫妻妻俩俩义义务务赡赡养养智智障障老老人人2288年年
同村人常说“要不是他们俩，老人根本活不到现在”

本报聊城6月17日讯(记者
邹俊美 通讯员 魏晓倩 )

在高唐梁村镇三十里铺村，
人们都知道村里有一个智障老
人，虽没有亲人，但今年74岁高
龄还依然壮实。那是因为村里
的支部书记高士清夫妇把他养
在家里，义务照顾他28年，同村
人常说，要不是高士清夫妻俩，
他根本活不到现在。

1986年，自幼患智障的刘
春山在父亲去世后，时年45岁
的他便失去了最后一个亲人，
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的他在父
亲死后两个月里险些饿死在
家。恰逢当时高士清家要垫宅

子，会干些体力活的刘春山跑
去帮忙，管他吃饭。宅子垫完
了，刘春山也习惯了到点就来
吃饭，高士清看他可怜也没阻
拦。当时高士清母亲一到饭
点，就在家门口喊刘春山的小
名“柱子”。几年后，高士清母
亲去世，刘春山跪在灵堂前嚎
啕大哭，智障的他理解不了人
情世故，但他知道，悉心照顾
他的人去了。这也更坚定了高
士清继续照顾赡养刘春山的
决心，一养就是28年。

刘春山自己住在一个小
院里，院子被打扫得干净整
齐，如今74岁的他看上去依然

非常壮实。院子一边停放着夫
妻俩给他买的脚蹬三轮车，平
时老人就蹬着去附近赶集，有
时收拾了院子还去卖废品，卖
的钱留下买盒烟、买点小东
西。只要到点不回家吃饭，高
士清就到处去找他，生怕他出
点什么事。生病了只有高士清
劝他才肯吃药。

虽然刘春山智力像孩子，
但脾气拧得很。他老宅塌了，
夫妻俩把自家西屋收拾出来
给他住，但他却不肯。高士清
没办法，在村里学校找了一间
屋收拾干净让他住过去。刘春
山脾气拧，对高士清却是特别

依赖。常有人问，怎么不把刘
春山送到敬老院去，高士清
说：“一起过了这么久了，也舍
不得了。”

几年前，高士清给老人交
了养老保险、合作医疗。当问
及是否担心以后负担重时，高
士清毫不含糊地说：“这么多
年都过去了，什么负担不负
担，都是一家人，以后有什么
大病大灾，我都会管到底，要
养就养一辈子。”最让高士清
感慨的是小儿子说的一句话：

“就冲你们对柱子大爷这么
好，等你们老了，我们也都好
好孝敬您。”

聊城客运驾驶员

宣誓承诺安全行车

本报聊城6月17日讯(记者
张召旭) 16日上午，聊城市政府
安全生产委员会在聊城汽车总站
广场，举办了在全市道路客运驾
驶员中开展以“自觉抵制五种行
为，确保乘客生命安全”为主题的
宣誓承诺活动。聊城相关职能部
门执法人员、4家道路客运企业负
责人及80名驾驶员代表参与宣
誓。

聊城市政府安委会副主任、
副市长洪玉振说，道路交通安全
关系到千百万家庭的幸福安康，
全市道路交通事故量总体下降。
但是，当前聊城市人、车、路持续
快速增长的趋势，与道路交通安
全基础薄弱的矛盾仍然突出。今
年前5个月，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
安全事故102起、死亡30人。其中，
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了
101起，共造成27人死亡，分别占
到了总量的99%和90%。

洪玉振表示，各级各部门要
牢固树立“守土有责”的责任意
识，不断提升交通运输基础管理
水平。交通运输企业要切实履行
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
各项安全措施。驾驶员一人的行
为，关系全车人的生命安全，不仅
要做到、做好“五不两确保”，更要
把“零事故、零死亡”作为安全行
车的目标。

全市校企合作推进现场会

在聊城市技师学院召开

本报聊城6月17日讯(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蒋存华 杨传
金) 9日,全市校企合作推进现场
会在聊城市技师学院举行，副市
长洪玉振出席并讲话。市政府办
公室副主任陈长华主持会议。市
经信委、市农委、市安监局、市建
材管理处领导和鲁西集团、东阿
阿胶、中通客车、山东栋梁公司等
11家大型企业负责人，学院党委
书记李友渔，党委副书记、院长王
福瑜等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洪玉振指出，市技师学院具
备省内一流的实训条件、理实一
体化教学的先进办学模式、前沿
性的专业设置和多层次、多目标
的灵活办学机制，拥有国家示范
校和孔繁森母校双品牌，是企业、
行业高技能人才可靠的培训基
地，具有深入开展校企合作的坚
实基础。

洪玉振强调，技能型人才是企
业经营发展的根本，目前，我市技
能人才严重不足。召开这次现场
会，是我市落实国家推动职业教育
发展的需要，也是聊城经济发展的
需要。校企合作是提高企业持续发
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根本路径，
校企双方要把握经济发展的大势，
积极寻找合作契合点，引企入校或
引校入企，力求形式多样化，实现
新突破，政府部门积极牵头搭桥，
创造良好的校企合作环境。

会上，李友渔代表市技师学
院就全力推进校企合作、提供更
优质教育服务作了表态发言；王
福瑜介绍了学院的发展状况；鲁
西集团、市建管处等单位作了与
学院成功合作的典型发言。学院
与中通集团、山东栋梁公司现场
签订了合作协议。

会前，与会人员还实地参观了
学院信息中心机房、学生餐厅宿
舍、学院鲁铭建筑材料检测基地、
建工系教室、建筑特种作业培训基
地、实训中心和培训中心等场所。

全市校企合作推进现场会在聊城
市技师学院召开。通讯员 李宇鹏

参加过几十次作战 毙伤日伪军无数

敢敢死死队队员员陈陈保保安安肉肉搏搏战战中中牺牺牲牲

近日，在76岁老人陈
保荣家中，记者见到一张
珍藏32年的《革命烈士证
明书》。证书总长60厘米，
宽35厘米，上写：“陈保安
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
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
士 。特 发 此 证 ，以 资 褒
扬。”落款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政部”(盖有公章)。
陈保安是陈保荣同父异
母的大哥。烈士证明书在
1958年陈保安被批准为
烈士时发过一次，目前这
张是1983年换发的。

陈保荣手拿大哥陈保安的烈士证，心情沉重地回思往事。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参军：

自幼崇拜古代英烈 20岁投身抗日部队

陈保荣回忆，父母在世
时常讲大哥的往事，使他从小
就对大哥充满崇敬之情。成年
后，他对大哥的事迹做过长期
的调查了解，曾想给大哥写本
传记，但终因文化水平低，未
能如愿。随着他的讲述，一位
抗日烈士的英雄形象从尘封
的历史中得以再现。

陈保安生于1917年6月，
生母在他几岁时病故，此后
就随父亲、继母一起生活。父
亲靠出苦力挣钱养家糊口，
一家人勒紧腰带供他读了几
年书。

陈保荣说，大哥的同学、

聊城文史专家李士钊曾向他
讲过大哥的故事。当年万寿
观广场有个大戏台，戏台上
三天两头唱戏，广场上有艺
人说书。大哥时常在那里痴
迷的看戏、听书，因此他对古
代英烈的事迹比较熟悉，他
特别崇拜岳飞、文天祥等英
雄人物。

陈保安从十三岁开始，
跟着父亲去打工。在给一家
富户盖房时，一东北工友告
诉他家乡被日军占领后，百
姓流离失所，四处乞讨，有家
不能归。说到动情处，东北青
年泪流满面，从此，陈保安心

中埋下了对侵华日军仇恨的
种子。

18岁，陈保安被城里国
民党部队抓去当兵。20岁那
年，范筑先来到聊城，从此他
成为范筑先部队的一名抗日
战士。由于他身材魁梧，行动
敏捷，在训练中成绩突出，很
快被提升为班长。后来，部队
里组成了一支“自行车队”，
范筑先见陈保安骑车技术
高，就指派他担任队长。此
后，他常骑车往返于司令部
和各个机构间，有时也去城
外各支队，传送重要命令、情
报、信件之类。

英勇：

参加过几十次战斗 祝捷会上受表彰

陈保荣听父母及大哥
的战友讲过，陈保安归属范
筑先直属部队传令队，战斗
时跟随在范筑先身边行动，
参加过梁水镇、界碑、黄镇、
黄庄、范县、濮县等几十次
战斗。

陈保安第一次打鬼子
是在1937年冬天的“梁水镇
战斗”。陈保安在战斗中，打
死了一个鬼子，缴获了一个
棉军帽。“大哥在界碑战斗
中，表现更为突出，据说他
打死一个鬼子、打伤两个伪
军，还缴获了洋马一匹。”陈
保荣介绍，1938年初的南镇

战斗中，陈保安挥舞大刀，
连续砍伤几个敌人，缴获两
支步枪。胜利回师后，范筑
先安排在万寿观广场举行
祝捷大会，陈保安受到表
彰，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

在濮县战役中，范筑先
指挥6000余人围困敌人近
两个月，在其中的收复范
县、攻打濮县、石墓头伏击
等战斗中，陈保安都表现突
出。尤其在范县战斗中，追
击溃退敌人时，他一人俘虏
了两名伪军。

1938年11月13日，日军
即将进犯聊城，范筑先一面

部署守城兵力，一面安排战
士动员城里百姓出城。那
时，陈保安的家就在光岳楼
西路南几十米处，但他忙于
公事，没抽出空来回家帮助
父母出城。直到次日下午，
他得知父母还在城里，连忙
请假回家动员父母到乡下
避难。

陈保安将父母送到城
西南五里屯村朋友家中后，
马上返回，到了顺护墙下
时，见城门已关，他呼喊城
墙上的战友，要求进城参加
战斗，几个战友用绳子把他
拉上了城墙。

1938年11月14日下午4时，日军
把古城包围，陆续从四面攻城。敌人
炮弹不断落到城里各处。夜间，范筑
先安排部队组织几十个人的敢死
队，试图从西门突围。敢死队员多数
是执法队、武术队的战士，陈保安却
争着报名参加。

15日上午九时，东门失守。稍
后，北门也被日军攻下。陈保安随县
长郑佐衡、游击营长林金堂等官兵
再次试图从西关突围。他们出城门
后，又遭到敌人火力封锁，被迫退到
瓮城内。日军趁机进攻，一场恶战随
即发生。陈保安和所有战士们在子
弹打完后，就用大刀对抗敌人的刺
刀，最后展开肉搏战。

约在下午四时许，聊城失陷。次
日，日军组织了维持会，负责安排城
外百姓到城内收尸。一个与陈家有
亲戚关系的农工，参加了这次行动。
后来，他对陈保荣讲，在西门收尸
时，他看到了陈保安的尸首。尽管尸
首被鬼子刺伤多处，但陈保安手里
还握着大刀。

据说，战死西门的士兵就有百
余人，每个尸首都是遍体鳞伤，许多
死者都怒目圆睁。讲到动情处，陈保
荣的声音有些梗咽。

陈保荣至今没有打听到大哥尸
首究竟葬在何处，他们一家去上坟
时，就在父母坟边单独为大哥烧一
堆纸，表达他们深深的追思之情。
陈保荣的儿子陈林、陈明表示，他们
虽然没有见过大伯的面，但是从小
听奶奶和爸爸讲述他的故事，大伯
的爱国精神和英雄壮举，永远激励
着他们进取，“大伯是我们人生道路
上永久闪光的榜样！”

殉国：

报名参加敢死队

杀敌到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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