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新中国将迎来
七十华诞。七十年来，伟大的
祖国日新月异，我们的生活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
论你是白发回首，还是青葱年
华，忆及与祖国共同走过的岁
月，心中是否已经勾勒出一幅
幅真挚缤纷的画面？

9 月起，《丰台报》将推出
“我与祖国的故事”，通过讲

述身边的动人故事，展现丰
台人追求幸福努力奋斗的精
神风貌。如果你是共和国同
龄人，或与祖国有着特殊的
经历，都欢迎给我们提供线
索，我们将把你的故事见诸
报端，让更多人分享你的幸
福和快乐。

线索征集邮箱：ftbfk777@
126.com，期待你的故事。

为祖国七十华诞献礼
“我与祖国的故事”线索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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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云岗街道翠园社区王利平是最早的一
批志愿者。从毛遂自荐为居民服务，到感召身边
的邻居同事组成志愿者服务队，十多年过去，她一
直保持着退休前“闲不住”的状态。

王利平的付出有自己的动力：74年前，她作为
一名革命后代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一出生就被
托付给农村一户农家抚养。没有血缘关系的养母
悉心照料她平安长大，她感恩养母的爱与高尚，也
感恩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进步与发展，让人们
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新生活。成为志愿者是她的回
馈方式。

被“老乡”养大的革命后代
1945 年，一个女孩出生在革命根据地山西吕

梁山区。小女孩的生父是老红军，生母是八路军，
由于革命需要，两人所在部队紧急转移，没有条件
照顾刚刚出生的婴儿。就这样，还没吃上生母一
口奶的小女孩被送到养母怀里，度过了人生中的
前15年……

这个女孩就是王利平，被托付的一家人，养母
名叫白凤英，与她生母交好。由于养母没有生育，
无法哺乳，就抱着王利平到别人家吃奶；王利平的
衣物，也经常是这家给一件小儿衣服、那家资助一
条被子，东拼西凑而来的。

王利平还记得，当地人喜欢吃一种炒面，是由
高粱、玉米、小麦炒熟后磨成面，和小米稀粥拌着
吃。养父母家装炒面的是两个瓷缸，一个是粮食
炒面，留给她和奶奶吃；一个装着糠枣炒面，口感
粗糙，连吞咽都很困难，是养父母自己吃。还有一

户人家的老人特别疼爱她，经常塞给她几个热乎
乎的土豆。所以儿时记忆里，炒面、土豆是无与伦
比的美食。

两代人的童年已是天壤之别
吃得简陋，穿衣更是如此。童年王利平身上

的衣服总是补丁加补丁，入校念书后，她因为表
现优秀被选为少先队员，家中却买不起红领巾。
每每回忆往事，王利平都忍不住感叹，生活变化
太大了。

改变最大的还是住房。小时候，王利平和养
父母住的是窑洞，睡的是土炕。“这在当年已经是
非常好的住宿条件了。”王利平说，养父母最早是
雇农，此前一家人住在地主家的柴房里，没有自己

的房子。后来拥有了属于自家的窑洞，已经是非
常大的幸福和满足。

长大后，王利平进入航天系统从事医疗工作，
陆续搬了8次家，房子越住越宽敞。一开始是9平
方米，后来搬进20平方米的套房和别家合住，她记
得当年一个厨房要安置三家煤炉，做饭也要摩肩
接踵。到1976年，她终于有了自己独门独户的房
子——一套没有暖气的平房。在2004年，一家人
住进了现在的屋子，140 平方米窗明几净的新楼
房，这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我有时都会对孙女说，奶奶小时候可不
是这样。两代人的童年，已经是天壤之别。”
她说。

退休后成为社区首批志愿者
童年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养父母、邻里乡亲的

关爱下长大，长大后搭上祖国发展的“顺风车”事
业有成生活美满，如今过上了衣食无忧的老年生
活，这些都让王利平心怀感激。

2000 年，从医疗岗位和航天卫校三分校校长
的岗位上退休，王利平便向社区毛遂自荐，开始了
自己的志愿者之路。她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
居民传授保健知识；还帮助社区做墙报、党建专栏
……到了 2006 年，她和社区沟通，申请了一张桌
子、一把椅子，面对面地向居民提供卫生保健服
务。

“你能坚持吗？”在申请桌椅时，社区向她提出
了唯一的疑问。此前，社区曾开展过类似活动，但
都没有坚持下去。王利平很坚定地点了点头。之
后，社区干脆把大办公室让给了她。现如今，每周
三上午9点到11点，是王利平的固定“上班日”，她
给居民们测量血压、进行保健指导、开展心理咨
询，一干就是13年。

一开始是单打独斗。慢慢地，身边邻居也自
发加入，变成了一支18人的队伍。有的老人承担
起了理发的工作，有的医务工作者开始为居民义
诊……随着成员增多，这支队伍定下了自己的规
矩：定时间、定地点、定项目、定志愿者、定目标。
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三，他们都集合起来，为居民开
展多类型的服务。

这支服务团队于2018年被评为“北京市最美
志愿服务社区”；王利平本人也多次获奖，曾被评
为“全国孝亲敬老之星”“身边雷锋·最美北京人”

“首都巾帼志愿者之星”“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
“北京市身边好人”等。

从战争到和平 95岁老党员初心不改
和义街道赵桂英恪守党员严谨朴实作风，自定规则安排晚年生活

从窑洞到楼房 她感恩搭上祖国发展顺风车
云岗街道王利平青春年华投身国防建设，退休后回馈社区成为最早一批志愿者

银发梳得一丝不乱，素色衣服熨帖整洁，9月8日上
午，记者在和义街道见到了95岁的赵桂英老人。从抗日
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到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工厂，
再到如今跟随儿子颐养天年，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透着
一股慈祥平和。

战争时期惊险人生
赵桂英1924年出生于山东省东阿县，经由当地党支部

介绍，她和追求进步的同村人一起在党旗下郑重宣誓，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时代更迭变迁，老人已经忘记了很多细节，
但1943年3月23日的入党日期，她仍然记忆犹新。

紧张的战争年代，能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是对个人
信仰和忠诚的最高赞许。老人至今还记得，帮八路军制
作方便装盛粮食的随身口袋、跟部队和村民拉手榴弹炸
碉堡、用装满枣的篮子掩藏鸡毛信……回忆起往事，老
人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但她也说，那是最苦最惊险的
人生体验。

像那时大多农村孩子一样，老人没有机会读书学
习，直到村里开设扫盲班，赵桂英上到小学二年级的文
化水平，手榴弹的使用也是那段时间学会的。“把拉环儿
拴在小拇指上，再往外扔，一定要扔到三米外，否则会炸
伤自己。”赵桂英一点一点比划着使用手榴弹的场景和
动作。

建设年代全心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赵桂英跟随丈夫从山东来到了北

京，进入六一制鞋厂工作。
“在工厂，师傅每年都是先进党员。”已经65岁的张建

英逢年过节都会看望老人。张建英1971年进入制鞋厂，认
赵桂英做师傅。虽然没过几年，师傅就到年龄退休了，但这
几年师傅的为人和对工作的严谨执着深深影响了他。

作为工厂里的模范人物，赵桂英对自己要求十分严
格：全年必须全勤，制鞋合格率要达到99%以上。赵桂英
曾经缠过小脚，每到冬天走路都十分吃力。为了上班不
迟到，她四点多便起床，张建英天不亮就去等待，扶着小

脚的赵桂英走一站地到木樨园，坐最早的一班公交车去
工厂。当时上班时间是7点半，即便是下雪天，赵桂英和
徒弟也从未迟到过。

赵桂英最初的工作是“机上鞋”，就是用类似大缝纫
机的机器压模成型。后来，验收的同事有事请假，她顶
上了；成品包装的人手不够，她来补位……慢慢地，她成
了整个车间的全能手，每个流程都了如指掌。不久便做
了管理工作，进行每个工序的技术指导。

赵桂英还是六一制鞋厂的雷锋代表。一位女工友
丈夫生病住了院，家里有三个孩子年纪都小，照顾不过
来。赵桂英得知后，每周休息都会去工友家帮忙照看孩
子、做饭洗衣。后来工友丈夫去世，她去的次数就更多
了，甚至工作日下班也会去帮忙。事情多的时候，要忙
到晚上十一点，等到了家已经十二点，第二天还要准时
上班。就这样，赵桂英帮工友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的两年
多时间。

“和蔼可亲，为人忠厚”是徒弟张建英对师傅为人的
概括。他说，在工厂多年，赵桂英技术过硬、为人谦虚、
待人和善，领导和学员都十分敬重她，从没发生过不愉
快的事情。即便是做错了事，赵桂英也总是耐心讲解，
而非劈头盖脸一顿训斥。

繁荣时代平和恪守
从六一制鞋厂退休后，赵桂英被所住的永外街道选

任为西木樨园居民委员会书记，直到1996年跟二儿子搬
家到和义街道。二儿子于瑞明说，从未见过母亲生气骂
人。“跟基层老百姓打交道，会有很多琐碎的矛盾，但她
解决完就忘，从来不放在心上。”

因为大儿子身体不好，家庭负担也偏重，分家后，二
儿子于瑞明便承担起父母二老的照护。老人对孩子也
足够放心，退休金、工资条全权交由孩子打理，到现在，
于瑞明和妻子都已经退休在家，就住在老人隔壁，三餐
饮食实时照护。“老人现在到了离不开人的阶段，我们哪
儿都不能去。”于瑞明的妻子说。

赵桂英十分注重养生，之前每天早上都会在社区小

公园打太极，还常常提醒街坊邻居少吃油炸食品。今年
3月起，老人感觉腿脚不便，耳背跟人交流也有了困难，
就再没下过楼。即便在家里，老人也有一套严格的规
则，让自己每天都十分充实——早晨7点准时打开戏曲
频道，8点喝一杯牛奶，11点喝一杯白水，下午4点吃一
个苹果；每顿饭都要来一小杯白酒，每天都要吃大白兔
奶糖、喝秋梨膏，中午要在阳台上晒会儿太阳……

老人的房间也井井有条，擦不同房间的抹布挂在固

定位置、水杯有序排列在柜子上、床单被子平整干净、陈
列架电视柜一尘不染。于瑞明说，这些都是老人每天必
须进行的打扫工作，而且每一样东西的摆放位置都要按
照规定不许挪动。

战争年代勇敢激烈，建设年代自律互助，现如今平和
安详，95岁的老党员赵桂英很少夸耀自己过去的功勋。戴
上获得过的三枚纪念章，老人端坐在太师椅上，虽听不清大
家在讨论些什么，但相机一亮，便露出一个灿烂的笑脸。

王利平和老伴张佐成都是
“航天人”。在这个典型的航天
家庭中，两个人将青春年华都
献给了中国的航天事业。

王利平是解放军 312 医院
内科护士，加班加点是常事，
只要突然来了需要抢救的病
人，哪怕已经更衣下班，也要
立即回到工作岗位上。张佐
成 更 忙 ，作 为 科 研 工 作 者 的
他，参加过多项重量级导弹研
发工作。

也是因为工作太忙，本来
可以要两个孩子的他们只要了
一个。对于唯一的孩子，两人
充满了歉疚。王利平说，当时
家里的老人由于工作与身体原
因，没法帮忙带孩子，所以孩子
脖子上总挂着一把钥匙，放学
后没人接送就自己回家。有时
孩子生了病，她和丈夫也顾不
上，因此落下了一些病根。回
忆起孩子幼年时的经历，王利
平仍然会叹气：“我们俩都是工

作第一，只能委屈孩子了，挺对
不起他的。”

忙忙碌碌了大半辈子，步
入“金婚”的老两口早已有了完
美的默契。去王利平家采访，
张佐成会体贴地从书房里拿出
王利平写的书分给来访者。说
起张佐成，王利平的言语里也
隐藏着欣赏和自豪。

老两口还有一大共同点——
都是单位里的“笔杆子”，家
中最多的物件就是书。王利
平 情 感 细 腻 ，多 写 一 些 抒 发
情感的散文、诗歌，已经出版
过好几册。张佐成是科技工
作者，理性、逻辑缜密、记忆
力过人，现在，他正忙着撰写
有关中国飞航导弹发展史的
文章。

马瑾倩 戴轩/文 杨东/摄
（本版内容由丰台区融媒

体中心、和义街道办事处、云岗
街道办事处联合策划采写）

新时代寄语

祝福“两个一

百年”的梦想早日

实现！

新时代寄语

我今年已经 95 岁，眼看着

新中国成立，一步步走向繁荣富

强。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繁荣是

相辅相成的，国家好，人民的生

活才能幸福。

■航天家庭：老两口为事业奉献一生

▲老人获得的三枚纪念章：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
章（从左到右）

▲1991年，夫妻俩从事航天事业三十年，专门
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