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7 日，株洲市民兵训练
基地的比武场外，一大早就开来
几辆扎着鲜花的迎亲婚车。披着
婚纱的新娘林丽勤，不时向里张
望。

场内，株洲军分区正在组织
群众练兵比武。实弹射击、指挥
所搭设与拆收，九个县市区的基
干民兵代表轮流出场。

战术基础动作和手榴弹投
准，是当天上午最后一个比赛项
目。天元区的王斌玉全副武装，
在靶场的铁丝网前下趴、待命。
林丽勤一边举着手机拍照，一边
冲着他连喊：“老公，加油！”

裁判长一声令下，王斌玉匍
匐突进，率先钻出铁丝网。跑至
投掷区，扬臂一掷，手榴弹正中前
方靶心，然后迅速跑回归位。比
赛成绩超过满分：106分！

在现场的掌声、喝彩声中，王
斌玉手捧鲜花走到林丽勤跟前，
跪地向她求婚。林丽勤大声答应
着，泪流满面。

“我太激动了，感觉太幸福
了，今天太特别了，我一辈子都忘
不了！”林丽勤对记者说。

王斌玉牵着林丽勤的手，深
情地望着妻子说：“我左手牵着
你，右手敬军礼，家、国都在我心
里，谢谢你的理解。”

当天中午，他们要赶到王斌
玉雷打石镇的家里举行婚礼，参
赛和观摩的人们夹道集体欢送。
有人提议，“我们没有鲜花，就用
弹壳祝福他们吧”。

大家从地上拣起弹壳，撒向
空中，向他们表达军人的祝福。

26岁的王斌玉，2013年入伍，
服役于驻香港部队，次年在部队
入党。在部队先后被评为优秀士
兵、优秀学员、军事训练尖子、军
事训练全优兵，代表部队参加技
术比武三次获旅嘉奖。2018 年，
王斌玉退伍，现为天元区交通巡
线连连长。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王斌玉
结识了广西柳州姑娘林丽勤，双
双坠入爱河。今年9月中旬，王斌

玉专程去柳州，与林丽勤一家商
定，在10月27日举办婚礼。巧的
是，株洲军分区组织的练兵比武
随后也正好敲定在 10 月 27 日开
赛，而王斌玉是天元区人武部选
定的参赛民兵代表之一。

佳期如梦，可军令如山。
“你搞你的事，家里的事不要

你操心，到那天你中午挤出时间
参加婚宴就行。”父母支持儿子。

未婚妻林丽勤也充分理解王
斌玉：“婚礼筹备有我呢。实在没
时间迎亲，我可以自己去家里。”

婚前这一周，王斌玉一直在
训练场参加封闭式集训，晚上才
能抽空回家准备一下婚礼事宜。

“婚礼重要，要不你就别参赛
了？”参加训练的老朋友、醴陵民
兵巫光排试探着劝王斌玉。

“领导选我参赛，是看得起
我。部队交给我的任务，我就要
干好。”王斌玉意志坚定。

其实他还有个念头没对人
说：2019年，他曾代表株洲参加省
军区的射击比武，获得第三名。

这次他铆足了劲，想争取把更大
的荣誉夺回来。

天元区人武部政委王世杰在
现场带队参赛，见证了他们的幸
福。王政委说：“王斌玉虽然退伍，
但是兵味不减，有召必回，多次参
加区里组织的抗洪抢险等应急任
务，体现了基干民兵‘退伍不褪色’
的光荣本色。先进不先进，成绩来
反映。先进单位的荣誉，离不开一
个个先进个人的付出，王斌玉就是
其中的代表。天元区人武部去年
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正规化建
设先进单位，天元区人武部党委今
年被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评为先
进旅团党委，这是一个个基干民兵
用实际行动书写的光荣！”

别样
迎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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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两级检察院上下联动

5万元司法救助金
跨省送母子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贺天鸿 通讯员/刘思思 贺宇）时隔12
年，远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的江某
母子收到了司法救助金 5 万元。近
日，一面绣着“千里送检情，检民一家
亲”的锦旗寄到了攸县检察院。至此，
一起由我市市、县两级检察院联合办
理的跨省司法救助案件圆满完成。

被害人家属未获得任何赔偿

2008年1月19日，在攸县与江西
省交界的偏远山区里，发生了一起云
南、浙江两省伐木民工打架的事件，该
事件造成浙江民工陈某死亡，多人受
伤。案发后，马某等四名云南民工被
抓获归案，另一名嫌疑人王某在逃。

去年 6 月 20 日，王某在朋友的陪
同下到攸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同年8
月14日，该案移送攸县检察院审查起
诉。

在办案过程中承办检察官发现，
案件中加害方和受害方都是离乡背井
的民工，靠在偏远山区伐木维持家人
生计，生活都很困难。而从案发后，被
害人家属并未获得任何赔偿。经审
查，该案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于是承办
检察官主动提起了司法救助。

两院跨省协作办案

由于该案发生在12年前，案卷中
没有记录相关证人的电话、手机等联
系方式，联系地址也早已变更。

为办好这起首例跨省司法救助
案，攸县检察院主动向市人民检察院
和县委政法委汇报案情，争取得到支
持。同时，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浙江
省缙云县人民检察院。缙云县人民检
察院得知救助案件情况后，非常重视，
立即向被害人陈某的妻子江某户籍地
政府、所在村委会核实情况。几经周
转，终于寻找到了江某母子。

原来，江某见行凶的几人没有经
济赔偿能力，而雇用伐木工人的老板
怕被牵连也跑了，没有生活来源的江
某只好带着儿子回了浙江省缙云县老
家。这些年来，江某自己体弱多病，只
能靠捡拾废品维持生活。江某的儿子
陈某旺则在一家工厂打工，收入不高，
至今未婚，是当地的低保户。

为了确保司法救助工作公开透
明，攸县检察院对该案召开了公开听
证会。经听证员评议，一致认为依法
应当对江某予以司法救助。

考虑到江某母子的现实情况，攸
县人民检察院在取得县委政法委支持
的同时，将案件提请市人民检察院进
行联合救助。最终，市、县两级检察院
上下联动，通力协作，积极帮助江某母
子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2021年9
月，市、县两级检察院为江某母子共同
争取到司法救助金共计5万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文
章 通讯员/赵炳伟）10 月 24 日 19 时许，
一位粗心的家长出去办事，不慎将车钥
匙落在车里导致车门反锁，一名 5 岁孩
子被困车内。接警后，黄山路消防站消
防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消防员发现，孩子被困在一辆私家
车后座上，满脸通红，已经没力气哭了。

在征得监护人同意后，消防员使用
破窗器对副驾驶室窗户的一角进行破
拆。“在砸玻璃的过程中，如果用力过重，
玻璃碎片会将孩子砸伤；用力过轻，玻璃
又不容易破裂。”一名消防员掌握好力
度，一鼓作气将玻璃砸开，成功打开车
门，将孩子抱了出来，所幸孩子身体并无
大碍。

新娘比武场上接新郎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支国 通讯员/谭建雄 杨明淮

5岁孩子被锁车内 消防员破窗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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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员在破拆车窗营救被困儿童。通讯员供图

▲王斌玉牵着林丽勤的手，深情地对妻子说：“我左手牵着你，右手
敬军礼，家、国都在我心里，谢谢你的理解。”记者/廖威 摄

花 甲 又 添 四 十
岁月，古稀更添三十
春光。10月27日，醴
陵市板杉镇的一家
酒楼里欢声笑语不
断，抗战老兵龙永棠
迎 来 了 百 岁 生 日 。
我市“老兵之家”和
民革志愿者为龙永
棠带来了生日蛋糕
和礼物，与老人的家
人一起，共同为龙永
棠庆祝百岁寿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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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经常说，她是我们
的负担，连累了我们。其实，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哩。”陈
竹青说，每天出门前，婆婆
都会叫我们注意安全，给我
们祈求平安，这也是我们工
作的动力。“照顾婆婆，早已
成为了我的习惯。”

前几年，婆婆的小儿子
因为意外去世了，陈竹青悲
痛万分之余，想到的是婆婆
肯定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
事实，怕她想不开，举全家
之力瞒着婆婆。

辛辛苦苦地瞒过了一
年多，终究纸包不住火，婆

婆还是知道了这个事实。
经过陈竹青的努力，每天对
婆婆进行心理疏导和贴身
陪伴，婆婆也逐渐接受了这
个事实，慢慢想开了。

今年，陈竹青的丈夫，
也就是殷细珍的大儿子，因
病过世了。陈竹青悲伤不
已，她强忍伤痛，一边料理
丈夫的后事，一边照料并开
导婆婆。

“我做这些啥也不图，
只希望婆婆能安度晚年。”
陈竹青说，她现在最大的愿
望是希望家人能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抗战老兵龙永棠过百岁寿辰

他说：“历经百年，最幸福就是现在”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通讯员/李华

除了生死，都是小事。这位从枪林弹
雨中走来的百岁老人，一生坎坷，任世事
变化，却总是乐观向上，幽默爱笑。

龙永棠的女儿告诉记者，父亲待人温
和，没看过他发过脾气，人非常乐观，哪怕
再困难，他也会苦中作乐。

除了心态乐观之外，老人非常自律，

不抽烟、不喝酒，早起早睡，每天到了晚上
8 点准时入睡，早上 6 点准时起床。他也
爱锻炼，以前还打打拳，现在养成了散步
的习惯，每天都会出门散步二三十分钟。

龙永棠的儿子告诉记者，父亲坚持自己
解决伙食，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他还有一个特
殊的习惯，每天早上打两个鸡蛋，冲开水吃。

孝顺儿媳照顾中风婆婆十余载

她说：“照顾婆婆，早已成为习惯”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黄英 黄慧 王萌

“这个陈竹青真是不错，把她婆婆照顾得蛮好咧。”天元区群
丰镇长岭社区的老百姓在闲暇时，会谈论起陈竹青照顾中风婆婆
十余载的事迹。

陈竹青的婆婆叫殷细珍，今年 76 岁，老伴在 17 年前就去世
了。11年前，她偏瘫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儿媳陈竹青挑起照
顾婆婆的担子，任劳任怨、事无巨细，一做就是11年。

生活中，无微不至照顾婆婆

陈竹青，今年 52 岁，是
长岭社区居民。她嫁入陈
家 30 多年来，一直勤俭持
家，厚道正直，婆媳关系和
谐。随着孩子的出生，一家
人的生活其乐融融。2004
年，陈竹青的公公去世了，
婆婆变得十分孤单，几年后
便中风了，瘫痪在床。

中风后的殷细珍，经常
一边哭泣，一边捶打自己的
身体。这时，陈竹青总是很
耐心地坐在婆婆身边，安慰
婆婆。

在生活中，陈竹青更是

给予无微不至的照料：每天
早上醒来，她先为婆婆洗漱
好，再去做早餐。饭后，她
会推着轮椅带婆婆去外面
转悠，和邻居拉拉家常，为
的是让婆婆多了解一些外
面的新鲜事，不至于太封
闭。到了晚上，她总是把婆
婆洗漱工作都做好了，再把
婆婆扶上床睡觉，这才去做
自己的事情。

为了照顾好婆婆，陈竹
青平时不出远门，即使去亲戚
家也从不过夜，心里想着婆
婆在家，就一定得早点回家。

精神上，用爱唤醒婆婆对生活的希望

中风的老人，最怕摔
倒。陈竹青在安全方面，可
没少花心思。她担心好强
的婆婆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就为婆婆定做了一些家具，
比如小凳子、小桌子等，方
便婆婆拿取日常物品。

为了给婆婆的生活增
添乐趣，她给婆婆安装了一
个花鼓戏播放器，每天打开
让婆婆看；为了锻炼婆婆的
思维能力，防止老年痴呆，
陈竹青让婆婆每天从 1 数
到100，或者模仿生活里去

买菜算钱的情景。
在陈竹青的精心照料

下，婆婆的身体不仅得到好
转，心态也彻底改变了，气色
越来越好，能吃能喝，思维清
晰。一开始，她完全不能接
受自己中风的现实，现在，她
是个非常积极乐观的老太
太，珍爱自己生命的每一天。

“殷娭毑这些翻天覆地
的改变，都离不开媳妇的无
私付出和悉心照顾。”长岭
社区的老百姓们都为陈竹
青点赞，夸她是个好儿媳。

“照顾婆婆，早已成为我的习惯”

烽火岁月 曾在襄阳一带与日军激战

龙永棠老人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兵，
曾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
念章”和“国家和民族功臣奖章”。

龙永棠出生在醴陵市的一个农民家
庭。1940年，18岁的他被抽壮丁入伍，跟
随 39 军军官张家洲步行到长沙。由于当
时武汉、宜昌已经沦陷，他们通过坐船和
步行到达河南 39 军暂 51 师驻地，被分配
到师部特务连。

经过 3 个月的新兵训练，龙永棠被分
配到湖北光化县的老河口被服厂守卫仓
库。半年后，龙永棠转入第五战区独立师
—暂一师副官处庶务室任文书，负责收发
军需物资，主要是将附近老百姓送来的粮
油分配给各单位。

1944 年，龙永棠所在部队被日军围
困，他随部队星夜突围至襄阳，并在兄弟
部队和美国空军的支持下击退日军围堵，
重回驻地。之后，部队与日军形成对峙状
态，直至日军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时，他和部队还不知
道，直到1945年8月15日，龙永棠奉命去
樊城购买纸笔等宣传文化用品，看到街上
庆祝胜利的场景，这才知道他们胜利了，
立即回去报告营长。全体官兵兴高采烈，
有人向空中鸣枪庆祝，有人高呼“胜利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1945 年冬，因思念家乡，龙永棠强
烈要求退伍，而后离开了部队，之后在乡
务农。

学无止境 每天都会花几个小时读书看报

“空闲的头脑是魔鬼的工厂。”这是龙永
棠一直信奉的格言。脑袋要用，不能空着。
因此，即便进入暮年，他也从未停止过学习。

龙永棠的家人说，龙永棠在部队里当
过文书，后来又在村里当过会计，每天花几
个小时读书看报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他的
卧室里总放着几本书，还有最近的报刊。

“我喜欢看书，看书可以让脑子活起
来。脑子活了，整个人也就活了。”他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

电视也是老人接触外界的重要工

具。龙永棠每天都会看《新闻联播》，以及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节目，关注国家大
事，一直看到晚上8点入睡。

龙永棠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他说，现在的生活日新月异，让他应接不
暇：村里的环境更加优美，道路通到家门
口，交通出行更加便利，衣服的花色款式
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吃的品种也是非常
丰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经历过许多事，最幸福就是现在，不仅
不愁吃不愁穿，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他说。

长寿秘诀 不抽烟、不喝酒，早起早睡

▲我市“老兵之家”和民革志愿者为龙永棠庆祝百岁寿辰。记者/温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