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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淑英前天病逝，享年91岁

难难舍舍““六六姐姐妹妹””
本报临沂6月22日讯（记者

高祥 通讯员 张圣虎 傅
家德 王本栋） 著名支前模
范、最后一位“沂蒙六姐妹”伊淑
英因病于2016年6月21日16时30
分与世长辞，享年91岁。22日上
午10时15分，蒙阴县党政军领导
及社会各界代表在她所在村举
行了送别仪式。

伊淑英，1925年2月12日
出生，7岁丧母。1941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是全村抗战时期入
党的第一个女党员。伊淑英有
兄弟姊妹4人，哥哥和弟弟惨遭
敌人杀害。三叔伊华文把她抚
养长大。

伊淑英先后生育4儿1女，大
儿和二儿分别参军入伍。二儿郑

步奎复员后的第二年当选村委
会主任后又改选村党支部书记，
直至2013年8月卸任。伊淑英
1950年担任野店区妇代会长，一
年后因患胃病回村从事妇女工
作至今。

据了解，伊淑英自2012年患
有脑溢血后，经多方治疗未见明
显好转一直卧病在床，其间的衣
食住行均由子女轮流照顾。

“沂蒙六姐妹”是革命战争
年代在沂蒙老区涌现出的一个
女英雄群体，她们居住在蒙阴县
野店镇烟庄村，分别是：张玉梅、
伊廷珍、杨桂英、伊淑英、冀贞
兰、公方莲。

在1947年的莱芜战役、淮
海战役中，特别是孟良崮战役

期间，沂蒙六姐妹不分昼夜，在
村干部和民兵都上了前线的情
况下主动承担支前重担，发动
全村男女老幼，为部队筹粮草、
运弹药、摊煎饼、做军鞋、护理
伤病员，给子弟兵当向导等。据
不完全统计，在孟良崮战役期
间，她们带领全村为部队烙煎
饼1 5万斤，筹集军马草料3万
斤，洗军衣8500多件，做军鞋
5 0 0多双等等，为革命胜利做
出了突出贡献。

1947年6月10日，当时鲁
中军区机关报《鲁中大众报》以

《妇女支前拥军样样好》为题，
报道了这个模范群体。从此，

“沂蒙六姐妹”的名字传遍了整
个沂蒙山区。

■沂蒙落“英”

““兵兵孙孙女女””陪陪伴伴1188年年，，受受激激励励读读到到博博士士

本报记者 高祥
通讯员 张圣虎

22日上午，在伊淑英老人的
追悼会上，有一位匆匆赶来的戎
装女孩，她就是国防大学博士研
究生彭悦。

尽管22日下午彭悦已经回
到临沂老家，但提起去世的伊淑
英老人，她仍然感到心情沉痛。
彭悦说，她在21日下午6点多接
到伊淑英老人的儿子郑卜奎打
来的电话，得知老人逝世的消息
后，她感到很震惊。就在前几天，
她还与郑卜奎通电话，老人当时
吃饭、睡觉等都很正常。如今老
人离世，刚刚结束博士论文答辩
的彭悦就赶紧向学校请了假，回
蒙阴见老人最后一面。

22日一早，彭悦坐上了北京
到泰安的高铁，然后从泰安坐长
途客车赶到蒙阴。彭悦说，从
1998年至今，她与老人的交往已
经延续了18个年头，伊淑英及其
他沂蒙六姐妹成员早就成了自
己的亲人。

1998年9月，在二炮某部服
役两年的彭悦第一次回临沂探

亲休假，偶然听母亲聊起了家乡
“沂蒙六姐妹”的近况。因为从小
就听过很多“沂蒙六姐妹”的故
事，她决定利用休假去探访她
们。几天后的中秋节，彭悦与母
亲赶了100多公里崎岖山路来到
烟庄村，送上了衣服、奶粉、蜂蜜
等物品。看到一身戎装的小女
兵，“沂蒙六姐妹”中当时还健在
的杨桂英、冀贞兰、张玉梅、伊淑
英和伊廷珍5位老人当场认下这
个“兵孙女”。

彭悦说，她当时看到老人们年
迈体弱，小院子里养着鸡鸭，堆着
柴火，房间里除了一些锦旗和照
片，没任何值钱的家当，当场就承
诺以后年年都去看望她们。

返回部队后，彭悦坚持给奶
奶们写信，用一封封书信表达关
爱和崇敬。老人们通过当地妇联代
笔回信，鼓励彭悦安心服役，并把
一针一线缝制的鞋垫和布鞋以
及花生、核桃等土特产寄给她。

2001年初，老人们从信中
得知彭悦立了三等功，商量着
一起到北京看“孙女”。在彭悦
所在的四班宿舍，彭悦和战友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记载着工

作、生活情况的相册向奶奶们
一一汇报。

2002年初，“沂蒙六姐妹”之
一的杨桂英老人癌症病情恶化，
彭悦专门请假一周，赶往蒙阴县
人民医院探望。

好学上进的彭悦从一名通
信兵一路努力，考取了国防大
学博士研究生。1 8年来，无论
身在哪里，她一直对奶奶们尽
着孝道，休探亲假回来探望了
她们2 0多次。彭悦说，这么多
年来，她和老人们无话不谈，从
老人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六姐
妹得知她成绩进步了或立功受
奖了，都会非常高兴，这给了她
莫大激励，她对六姐妹也从最
初的崇拜逐渐变为对祖辈的牵
挂和眷恋。

这次从北京到蒙阴的路上，
彭悦一直强忍着悲痛。赶到伊淑
英老人家里，她对着老人遗体磕
完三个头后，伤心地哭了起来。
彭悦说，沂蒙六姐妹都已不在
了，但她们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世
学习，只要我们能传承好沂蒙六
姐妹的精神，就是对她们在天之
灵的最好慰藉！

葛追思

“六姐妹”其他五人简介

祖籍山东新泰。
为躲避反动派搜捕，
全家在张玉梅 1 3岁
时来到烟庄。1947年
任烟庄村村长，孟良
崮战役期间，积极支
前。解放后，组织妇
女 办 识 字 班 、读 报
班。在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带领妇女集体
劳动。

祖籍山东新泰。
16岁嫁于蒙阴县烟庄
村农民共产党员公东
山，1943年入党，担任
村妇救会会长。孟良
崮战役期间，参与支
前。解放后，一直担任
党支部委员、妇女主
任至65岁。2002年6月
因病去世。

蒙阴县野店镇烟
庄村人。1941年参加妇
救会，担任烟庄村识
字班班长。孟良崮战
役期间，任副村长，积
极支前。建国后，伊廷
珍和其他姐妹帮助村
两委干好工作，多次
为解放军纳鞋垫，支
持部队建设。

蒙阴县高都镇西
高都村人。1943年在
西高都村参加组织妇
女识字班，17岁时嫁
到野店镇烟庄村。孟
良崮战役期间，积极
支前。解放后，由于身
体状况不佳，一直从
事家务劳动。

蒙阴县野店镇
烟庄村人。孟良崮战
役期间，积极支前。
解放后在村里做过
妇女工作。1 9 7 6年 8
月病故。

张玉梅（1928-2015）

杨桂英（1925-2002）

伊廷珍（1926-2015）

冀贞兰（1929-2009）

公方莲（1924-1976）

伊淑英患病在医院治疗。（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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