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 年 1 月过后，陈祖武所在
部队进入三八线附近平金淮三角地
带进行防守，挖地道工事。10 月
份，上甘岭战役打响，在面积不足4
平方公里的山头上，敌军投射了数
千枚炸弹，陈祖武与战友们浴血奋
战，顽强抵抗，取得了胜利。

陈祖武荣立国家三等功一次，
被授予朝鲜军功章一枚，年底进入
元山港地区进行海岸防守。

“炮弹不停轰炸过来，会短暂耳鸣，
不断有战友牺牲，没有人退后一步。我
们唯一的信念，就是守住山头。”有些
话，陈祖武擦了擦眼泪，不愿意多言。

老英雄陈祖武的上甘岭战役
退伍回乡当农民，讲述战友中弹牺牲时，他泣不成声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易威环

“第七穿插连，应到157人，实到1人”，这是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剧中
角色伍万里的一句台词，在虎年春节，让无数国人落泪。眼下，电影仍在热
映，更能体会其中艰辛的，应是当年不畏牺牲的参战者。

樟树村，位于攸县西北边陲的丫江桥镇的小山村。村里有位貌不惊人
的老人，却是抗美援朝老兵，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这个春节里，许多后辈
来到老人家中，聆听他的事迹。

一腔热血，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老 人 名 叫 陈 祖 武 ，生 于 1933
年，虽年近耄耋，但身体硬朗。

“牺牲的战友，再也回不来了。
战场上，我是士兵；回家了，我就是
农民。”谈及往事前，陈老挥了挥手
说，当地政府送来证书后，他的故事
才逐渐被人知晓。

1949年正月，陈祖武报名参军，
成为一名国民党部队的战士，前往
长沙。由于当时解放军快要打到长
沙，战火纷飞，慌乱中，陈祖武随部

队逃亡。每天高度紧张，忍饥挨饿，
到达四川省峨眉县时，部队全部被打
散，后跟随 124 军残部到达西昌。
1950年3月，西昌解放，经过诉苦运
动，陈祖武思想觉悟迅速提高，转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一腔热
血的陈祖武报名参战，成为一名志
愿军。1951 年 3 月，陈祖武所在部
队从安东市（现丹东市）出境，入朝
参战。

不怕牺牲，却怕完不成任务

“咱们没有制空权，武器也落后
于美军，美机日夜出动，咱们只能日
夜颠倒，与敌军周旋。”陈祖武说，有
天晚上，行军队伍不幸被敌机发现，
随即遭到猛烈轰炸、扫射。大家心里
紧张，不能暴露目标，只能静卧在草
丛中。他看到身边数个战友中弹身
亡，任凭周围的草木熊熊燃烧，却无
能为力。战火纷飞中，他九死一生。

4 月，志愿军跨过三八线，战役
打到了清川江，经过激烈战斗后，部
队转入后方休整半年，并补充兵员。

1951 年冬天，因后方物资运送
出现问题，没有棉被，防空洞内空气
似乎被“冻僵”，陈祖武和战友们只能
以大衣、棉衣当棉被；没有充足的补
给，只能吃炒面。走出洞外，白茫茫
一片，很多战友患上了夜盲症。陈祖
武也不例外，这种情况持续四、五天
后，他不知道教导员从哪里弄来了鱼
肝油，战友们服下后才逐渐恢复。

“晚上看不见了，我们怕啊！作战
我们不怕牺牲，就怕冻死了没完成任
务，也担心敌军趁机偷袭。”陈祖武说。

唯一的信念，就是守住山头

退伍回乡当农民，英雄事迹谁人知

1953 年初，陈祖武回国到东北
军区测绘大队学习测绘。在抚顺学
习半年后，10月底重新返回朝鲜原
部队，到军参谋训练队学习。次年5
月随部队回祖国，7月份分配到河南
明港45师进行营房建设，担负测量
工作。直到1955年完成任务，10月

第一次请假回乡，探望分别 7 年的
亲人。

1962 年底，陈祖武退伍后，带
着复员证与预备军官证，回乡务农，
并在农村成家立业。很长时间里，
就连隔壁的邻居们，都不知道身边
有这样一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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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失独老人“心中不空”，党员志愿者在行动

改造后的家“空巢”变“暖巢”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1953年，唐升荣参军，成为空军
部队一名机械师，当兵期间，他荣立
三等功一次。退伍后，他来到株洲
洗煤厂工作、成家。

年轻的时候，唐升荣爱好书法
美术，曾与著名书法家李立以“师
徒”相称，在他家上锁的木柜子里，
至今还保存着李立为他亲笔题字的

书法作品。
不 幸 的 事 情 发 生 在 30 多 年

前。当时，唐升荣唯一的儿子突然
去世，唐升荣难以释怀，一下子垮
了。随后，妻子与他离异。

失独且独居，唐升荣的晚年生活
几乎是守着沉闷的老屋，窗前偶尔飞
过的小麻雀是老人唯一消遣的伴。

一个人的情感是多面的，唐升
荣虽然独居，但他内心非常有爱
心。居民们给唐升荣取了一个外号
叫“济公”，原因就是他热心肠，乐意
为邻里打抱不平。

而唐升荣和孙建平的情谊始于
10多年前的一次碰面。

当时担任市人大代表的孙建
平，经常会接到居民反映问题。这
其中，就有唐升荣参与的维权。有
一次，唐升荣为街坊邻居维权，找到
了孙建平。因为两人都是退伍老
兵，结交后逐渐熟络起来。

此后十余年，唐升荣常到孙建平
经营的“时光钟表行”坐坐，聊聊旧
事。孙建平请老人吃饭，给他买衣服。

今年1月31日上午，正值除夕，
孙建平邀请唐升荣来家里吃团圆
饭，但迟迟联系不上他。于是，孙建
平跟战友一起来到洗煤厂宿舍1栋
304唐荣平家中拜访。

推开门的一刹那，眼前一幕让
孙建平惊呆了。本来是万家灯火、
阖家团圆时，87 岁的唐升荣睡在床
上，盖着单薄的被子。他的家很小，
破败不堪，毫无生气。

老人的生活现状深深刺痛了孙
建平的心，经历过战场都没掉泪，孙
建平在唐升荣家流下了眼泪。

“同为老兵，我想尽自己的所能
帮助他改善居住环境，让爱延续下
去。”孙建平说。

一个人的除夕，来访客人流泪了

2月14日上午9时30分，两台满
载着“爱”的小车驶入洗煤厂宿舍。
车上装着孙建平买的坐凳、燃气灶、
电饭煲、热水壶、被褥、大米、面、牛奶
等食物及各种生活用品。记者跟随
孙建平以及时光钟表行党支部的党
员志愿者们再次来到唐升荣的家里。

床上铺上厚被褥、厨房里换成
崭新的燃气灶、米桶盛满大米……

经过一番“改造”，唐升荣家中焕然
一新。看到家中的变化，唐升荣脸
上露出感激之情。

“只是尽了微薄之力，这也是我
们应该做的。”孙建平说，希望这份
爱的暖流，一点点融化唐升荣心中
的孤独，也希望社会各界给予这些
老人更多关爱，让“空巢”不空心、

“失独”不失爱。

改造后的家，让老人感受温暖

昨日，87岁的独居失独老人唐升荣脸上有了笑容。30多年前，唐升荣唯一
的儿子不幸离世。原本以为会在悲伤和孤独中走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但芦淞
区时光钟表行党支部的党员志愿者的到来，让老人感到欣慰，“心中不空”。

窗外的小麻雀成了他的伴儿

▲孙建平（左一）、时光钟表行党支部党员志愿者与唐升荣（左三）合影。
记者/杨凌凌 摄

输钱心有不甘
女子盗窃茶楼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陈兰纯）在茶楼打牌
输了钱，这名女子心有不甘，竟然打起
茶楼收银台的歪主意。近日，天元公
安分局泰山路派出所将该女子抓获归
案。

此前，某茶楼老板报警称，存放在
收银台的4.2万元现金不翼而飞，这些
钱用来给员工发工资的。派出所民警
现场调查发现，茶楼外围和内部监控
设施齐全，视频显示作案时间是当天
凌晨4时许。

当时，茶楼正门上了锁，该女子尝
试开门未果，就辗转来到后门，通过翻
越窗户进入茶楼内部。随后，她径直
走向茶楼收银台，用袖子包住了手指，
打开抽屉找到收银台的钥匙，顺利地
打开存放现金的抽屉。拿到现金后，
该女子迅速离开了现场。

监控视频拍到了该女子的体貌特
征，警方很快锁定了作案对象邹某。
案发后第二天，民警就将邹某缉拿归
案，并搜出剩余的3.7万余元现金。

邹某现年21岁，刚从外地来株打
工。她曾在这家茶楼打牌，输了几千
元。目前，邹某已被警方刑拘。

拒不还钱还想出国
“老赖”真是想太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贺天鸿）“老赖要跑出国了，你们赶紧
想想办法……”近日，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执行案件的申请人王某，火急火燎
地来到石峰区法院执行局找该案执行
法官反映情况。

原来，该案件的被执行人廖某因
背负沉重的债务，准备过完春节前往
英国投靠亲戚，而且大概率不会再回
国，目前廖某正在办理相关出境手
续。所以，王某这才赶忙向法院申请
限制被执行人廖某出境。

得知这个信息，石峰法院执行法
官立即前往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
调查核实。经查，廖某确实正在办理
相关出境手续，但是目前人还在国内，
尚未出境。

随后，石峰法院依法作出执行决
定书，决定限制被执行人廖某出境。
同时，石峰法院执行局向公安部门下
达执行决定书和相关法律文书，要求
公安机关注销了被执行人廖某的护照
和港澳通行证，限制其出境。

据本案承办法官介绍，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
条规定，中国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准出境，其中有一条是“有未了结的
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决定不准出境
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2月14日，天元公安分局
反电诈中心发布一起网络电信诈
骗案例，受害人企图追回网购冰
墩墩被骗损失、却再次跌进了骗
子圈套。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火热进
行，冰墩墩受到热捧，成为新晋

“顶流”吉祥物。连日来，各地公
安部门包括本地市县两级公安机
关均发布权威信息，提醒广大群
众购买冰墩墩等“纪念周边”小心
被骗。本报已连续刊发两篇报

道，还是有人被骗。
2 月 10 日下午，做梦都想拥

有一个冰墩墩的小杨，在 QQ 上
添加一个自称有许多冰墩墩的人
为好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
终以 268 元的价格成交，要求款
到发货。不料，小杨转账之后就
被对方拉黑了。

小杨十分伤心，没想到竟然有
人利用冰墩墩来诈骗，心情非常郁
闷。他打算亡羊补牢，上网查找挽
损办法。但没想到继续跌进骗术
圈套，在“哔哩哔哩”App评论区，他

看到一个自称可以追回经济损失的
点评，后面还有联系方式。小杨如
获至宝，立即与对方联系，再次掉进
诈骗圈套，累计转账3000元。再
次受骗后，他向天元警方报警求助。

天元警方提醒，被骗了之后
第一时间保留证据报警，不要相
信任何说可以追回损失之类的话
语。对各种有关冬奥会的抽奖活
动，最好登录冬奥会官方网站或
向权威机构核实。遇到需要提前
支付“预付款”“定金”“手续费”
等，千万不要轻信，以防上当受骗。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随着
2022北京冬奥会的进行，吉祥物“冰墩墩”憨
态可掬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了真正的“顶流”。

由于一“墩”难求，我市非遗木雕传承
人、木雕手艺人吴穷时，通过自己的一双巧
手，将一块椴木雕成了木头版的“冰墩墩”，
实现了“冰墩墩自由”。这个用木头制作的

“冰墩墩”一瞬间引爆朋友圈，也有不少人
看到后找他预订。

“80 后”小伙吴穷时来自内蒙古，为传
承家里长辈的老手艺，他把梦想带进了株
洲，通过努力学习技艺，他利用木材制作出
众多手工木制工艺品。

“冰墩墩太可爱了，女儿特别喜欢，既然
买不到就想着给她做一个，但不会拿来出售。”
吴穷时说，前后花了三天时间，自己做“冰墩
墩”的时候更加看懂了设计师的小心思，希望
让市民们在感受木工工艺魅力的同时，也希望
借助这个作品，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力。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的哥在后座上发现一个
大红包，里面有 50 多张百元大
钞。接下来，为这个红包寻找失
主的故事，堪比电视剧还精彩。

2 月 4日下午，国宾出租车公
司的哥孔师傅（车牌号为湘 B·
Y3942）戴着口罩，在天元区未来
云公交车站接了一名女士前往石
峰区。该女士下车时，用现金支付
了车费。孔师傅准备再去揽客，就
在他四处观察的时候，无意中看到
后座上有一个鼓鼓的大红包。

孔师傅小心地把红包收好，
开始原地转圈寻找失主，结果找
了20多分钟无果。由于担心失主
焦急，孔师傅打电话给市电台交
通频道，让其帮忙一起寻找失主。

在打电话时，孔师傅在附近
又接了一名女乘客。挂断电话
后，女乘客主动询问孔师傅，如果

在出租车上丢了东西该怎样寻
找，孔师傅进行了耐心解释。到
达目的地后，女乘客用手机微信
支付了车费，双方就此分开。

下班后，孔师傅手机突然收
到一条短信，发短信的姚女士表
示，自己在孔师傅的出租车上丢
了个红包。孔师傅一下蒙了，丢
红包的失主是通过现金付款的，
不可能知道他的手机号码。而姚
女士就是听到他给电台打电话寻
找失主的那位女乘客，下车时是
通过微信支付，故能联系到他。
莫非她想冒领红包？

姚女士表示，她以为红包掉
到家里了，就立马乘坐出租车赶
回家寻找，但没有找到。转念一
想，孔师傅正在联系失主，而且遗
失的钱数也相同，于是就发来短
信认领。

为了谨慎起见，孔师傅选择

报警处理，并约姚女士第二天前
往石峰公安分局验证身份。

次日，在石峰公安的多方核
实下，确定这个有5700多元现金
的大红包正是姚女士掉的。

原来，当天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姚女士与孔师傅都戴了口罩，
加上双方不认识，机缘巧合之下，
第二次坐到孔师傅车上，返回住
处找红包。值得庆幸的是，姚女
士第二次乘车是微信付账，才能
用手机联系到孔师傅。

面对失而复得的红包，姚女
士十分感动，连声表示感谢。

“该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
我也不要。报警也是对乘客负
责！”孔师傅说，没想到有乘客第
二次乘坐自己的车辆时，双方竟
然都没有认出对方来，人生真是
处处有惊喜。

5000多元大红包掉出租车上
失主也能这样找回来

网购冰墩墩被骗后
他又跌进“挽损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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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非遗木雕传承人手工雕刻“冰墩墩”

▲吴穷时制作木头版的“冰墩墩”。记者/谭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