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缘起解放，喜结良缘筑爱巢

林剑萍 1930 年出生于山东黄县（今
龙口市）城南南二里处村，1944年追随表
哥来到青岛打工。到了该结婚的年龄，父
母在老家给他找了一位品性善良的姑娘
——刘淑英。1949年8月，还沉浸在青岛
解放的喜悦氛围中时，两位素未谋面的青
年，在父母的安排下，结为连理。

婚后不久，为了生计，林剑萍返回青
岛打工，而刘淑英则留在老家照顾双亲。
直到1955年，林剑萍将妻子接到青岛，两
人才得以团聚。“房子是套三的，我们租了
其中一间，大概16个平方，卫生间和厨房
三家共用。”林剑萍说，他的大女儿，就是
在那一年出生。

来到青岛，刘淑英在毛巾厂找了份工
作。“她上班之余，还要照顾家庭和孩子，
很辛苦。”林剑萍说，他攒了几个月的工资，
偷偷给妻子花130元买了一台“鹰轮牌”缝

纫机。“四个女儿的衣服，都是我用那台缝
纫机做的，省了不少钱。”刘淑英说。

随着孩子们的到来，他们从租住的一
居室，搬到了两居室。“伏龙路上 85 平米
的套二房子，是我们的单独住房，在那里
我们住了十多年。”林剑萍说，再后来，女
儿们结婚成家，她们给老两口买了一个套
三的房子，宽敞明亮。

风雨同舟，共渡难关显真情

从青岛市外贸局退休后，林剑萍带着
妻子开启了外出旅游的幸福生活。“这些
年多亏她操持这个家，我才能安心工作。
为了弥补以前缺失的陪伴，我想带她到处
转转。”林剑萍说，那段时间，是老两口最
开心幸福的时候。

然而，命运并非总是一帆风顺。2019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林剑萍的生命
遭受了严峻的挑战。在过马路时，他被一
辆面包车撞倒，当场昏迷，身体多处骨

折。经过抢救和长达半年的康复，林剑萍
终于战胜了病魔，重新站了起来。

“感谢我的老伴，她为了家庭付出了
很多。”林剑萍深情地说，“我出车祸后，
她寸步不离地照顾我。直到现在，晚上
我睡觉的时候，因为腿里还有钢板怕着
凉，她经常起来给我盖被子，我真的很感
激她。”

双喜临门，国庆佳节添寿辰

今年的国庆节，对林剑萍和刘淑英来
说，有着特别的意义。林剑萍的生日恰逢
国庆之日，双喜临门。

“现在四个女儿轮班来照顾我们，我们
老两口的日子过得特别舒心。没有别的愿
望了，就是希望自己和老伴的身体都健健
康康的。”林剑萍的话语中充满了满足与幸
福。在他看来，能够与老伴共度余生，见
证国家的繁荣昌盛，就是最大的幸福。

记者 尚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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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伴，作为两个共和国
的同龄人，亲身见证了共和国75载
的风雨历程，联想到我们走过的人
生道路，感觉有许多话想说。”9 月
27 日，刚从苏州旅游回来的孙秉
伟、马淑贞夫妇，向记者讲述了他
们历经沧桑，共同走过的岁月。

青春逐梦，铁路情深

1956年，青岛的孙秉伟与马淑
贞同时踏入了小学校门。参观水
族馆、学习英雄小八路、听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的“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
节目……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在
他们心中埋下了爱国、奋进的种
子。“那时候，虽然生活条件艰苦，
但我们的精神世界是富足的。”孙
秉伟回忆道。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旁边就是
青岛铁路分局机关大院，进进出出
的人们都穿着铜扣子的铁路制服、
戴着大盖帽，很神气的样子。我就
想，将来我长大了也要干铁路。”后
来，孙秉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济
南铁路机械学校，从此与铁路结下
了不解之缘。

志同道合，携手前行

1969年，孙秉伟毕业后被分配
到青岛铁路一家基层单位工作，凭

借对文学的热爱和不懈的努力，逐
渐成了铁路系统的知名笔杆子。而
马淑贞16岁初中毕业后，顶替因病退
休的父亲，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两
人在工作中各自努力，逐渐成了单位
的骨干力量。

1973年，经人介绍，孙秉伟与马
淑贞相识相恋并结为连理。“当年，
我们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团干部，约
会时谈得最多的竟然是共青团工
作，是政治进步。”孙秉伟笑着说，那
时生活清苦，却充满了温馨。

“妻子是贤妻良母。她孝敬
公婆，团结弟妹，在老人生病时，
精心照料，父母先后去世后，她

‘老嫂若母’，深受弟妹尊敬。”孙
秉伟望着妻子说，两个女儿在妻
子的言传身教下，不仅学业有成，
更 在 各 自 的 岗 位 上 成 为 业 务 骨
干。“两个小棉袄特别优秀，也特
别贴心。”

退休不褪色，续写晚年精彩

退休后，孙秉伟与马淑贞并没
有选择安逸的生活，而是继续发挥
余热。他们不仅帮助女儿们照顾
下一代，还积极投身于社区建设。

“我牵头在社区组织起一支艺术
团，注册团员 70 余人，经常参加活
动的有 50 多人。我任团长和指

挥，坚持了 13 年。”孙秉伟不仅热
衷文艺，还爱好写作。这些年来，
他累计创作了 200 多万字的文学
作品，涵盖散文、报告文学等多个
领域，屡获殊荣。“我工作 40 年，退
休后参加社会活动，以及几十年的
文学创作，都得到了妻子的充分理
解和鼎力支持。如果说我取得了
一些成绩，那么，军功章里有她的
一半。”孙秉伟说。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
亲身经历了国家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深感自
豪与幸福。期待未来的中国能够
继续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孙秉伟感慨万千。

记者 尚美玉

孙秉伟、马淑贞夫妇：

与共和国同龄，与时代偕行

录音机里的青春飞扬

拿起一台小型的录音机，徐景
育告诉记者，这是一台单卡录音机，
购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时港
台歌曲还被称为‘靡靡之音’。我非
常喜欢音乐，好不容易买到了这么
一台录音机，在家还得拉着窗帘

‘偷’着听。”提起往事，徐景育笑了
起来，“现在的年轻人估计是无法想
象那个时候年轻人的生活吧。”

在单卡录音机下面放置的是一
台大型的双卡录音机，也是上世纪八
十年代最时髦的“单品”之一。“买这
台录音机的时候，时代已经开放了很
多，流行音乐不用偷着听了。那个时
候流行跳舞，年轻人出门烫着卷发，
穿着大喇叭裤，手里再提上这样一台
大录音机，大家围在一起，放着音乐、
跳起舞，那简直是太‘飒’了。”徐景育
告诉记者，这台双卡大录音机到现在

还可以使用，偶尔她也会放上一盘老
磁带，听听年轻时候的歌，仿佛又穿
越回了青春飞扬的时代。

打字机里的校园时光

除了录音机，徐景育还珍藏着
一部老式英文打字机，那是她学生
时代的“奢侈品”。

“当时我 19 岁，在师范学校学
的是英语专业，我的老师也是从国
外回来的。那时候国外的学生已经
开始用打字机了，在我们身边还是
比较少的。有一天我去中山路，那
里有一家打字机商店，我走进去，一
眼就看中这台打字机。当时买打字
机的一般都是单位，几乎没有个人
去买。但是，我一眼就喜欢上了，父
母也比较支持我，就给我买了这台
打字机。当我拿到学校之后，还引
起来一场不小的轰动呢。后来，我
用它打作业，工作之后打英文文

件，是我学生和工作初期的好伙
伴。”而现在，这台打字机已经完成
使命静静地立于置物架上，取代它
是最款的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

录像机里的家庭温情

随后，徐景育又给记者展示了三
十三年前买的一台录像机和录像带，

“有了孩子之后，就想着把孩子的成
长经历记录下来，就买了这台录像
机，现在我还经常拿出录像带来看看
一下，看看孩子一步步的成长经历，
看看咱们的住房、服装、饮食等方面
的发化，这些都藏在影像里。”

如今，徐景育在照看小孙女的时
候，总喜欢用手机给孙女拍各种视
频。“一部手机搞定了一切，听音乐、
打字、拍录像……这不就是科技的进
步吗？看着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老
百姓的生活蒸蒸日上，感觉我们太幸
福了！” 记者 崔佳佳

徐景育：小家电换代，生活节节高

看时代变迁 品幸福生活

9月27日，举国同庆的国庆佳节即将
来临，在青岛市老街巷里，62岁的陈德壮
正忙着洗车擦车，心里规划着国庆假期的
自驾游路线。从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到

“金城AX100”摩托车、“松花江”面包车，再到
如今的私家车，四辆车的更迭，不仅是陈德壮
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人民生活水平飞跃式提升的生动写照。近
日，记者走进陈德壮的家中，聆听他细细道
来这四十年来“车轮上的幸福生活”。

自行车上的青葱岁月自行车上的青葱岁月

高中毕业后，在一家五金公司工作的陈
德壮，经人介绍，结识了服装厂的姑娘小
管。两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与妻子结婚
那年，陈德壮购买了人生中第一台车——一
辆“永久牌”自行车。“记得那是1985年，我和
妻子攒了几个月的工资，凭票买了一辆自行
车。”陈德壮回忆说，每天傍晚，夕阳西下，他
都会骑着这辆自行车，绕路接着等在厂门口
的妻子，一起下班回家。

后来，妻子的体重越来越重，陈德壮
骑车的速度也越来越慢，因为他要确保自
行车后座上的妻子和未出生宝宝的安
全。1986年的冬天，清晨的寒风挡不住即
将迎接新生命的喜悦，陈德壮骑着自行
车，将妻子安全送达产房。“幸好我们家离
医院不远，骑车10来分钟就到了。”陈德壮

笑着说，到医院没多久，妻子就为他生
下了一个6斤半的胖儿子。

摩托车上的速度与激情摩托车上的速度与激情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到了1996
年。陈德壮凭借着在工作中的不懈努
力，已经从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机电部
科长，家庭经济条件有了显著改善。

“儿子喜欢踢足球，我和他妈上班
忙，经常顾不上他，回家找不到儿子，他妈就
去足球场找，一准能把儿子拎回来。”看儿子
喜欢踢球，手里有了些闲钱的陈德壮便和妻
子商量着买台摩托车，带着儿子去青岛看球
赛。“当时花了 9300 元，买了一台“金城
AX100”摩托车，蓝色的，是儿子喜欢的颜
色。那时候，摩托车可是个稀罕物，骑上它，
感觉自己都年轻了十岁。”陈德壮笑着说。
假期，他总会骑着摩托车，载着儿子去颐中
体育场看球赛。父子俩穿着皮夹克，戴着头
盔，在风驰电掣中享受着速度与激情。

面包车里的创业梦面包车里的创业梦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为个
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法律保障。这一年，陈德壮敏锐地捕捉到
了时代的脉搏，毅然辞去稳定的工作，投
身商海，创办了自己的电动工具公司。

陈德壮说，为了经营需要，他花费3万

元购买了一辆“松花江”牌面包车。“进货、
拉货、送货，这台面包车为我们家的生意出
了不少力。”陈德壮指着照片上那台墨绿色
面包车说，那些年，他和他的面包车穿梭于
山东各地市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私家车中的幸福时光私家车中的幸福时光

时间来到2012年，私家车开始走进千
家万户。陈德壮也顺应潮流，卖掉了陪伴
他十年的面包车，换购了一辆私家车。

“有了私家车，出行更方便了，谈业务
也更有面子了。”陈德壮如是说。从那以
后，每逢节假日，他都会驾车带着家人外
出旅游，从山东到江苏、浙江，再到更远的
地方。“日子好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
越舒心，就想带着家人到处走走看看。”如
今，陈德壮已步入退休生活，假期来临，他
会精心规划自驾游路线，带着家人继续探
索这个多彩的世界。 记者 尚美玉

陈德壮：车轮滚滚，幸福向前

他是社区“明星宣讲员”，曾在自
家创办“社区党员之家”，并将个人住
宅电话设为“服务热线”……作为青
岛市市南区关工委“五老”宣讲团成员、

“五老”工作室负责人、云南路街道新时
代文明实践宣讲团团长，林则福退休后
坚守初心、发光发热，用实际行动践行
一名退休干部党员的初心使命，曾获青
岛市优秀共产党员、青岛市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个人、青岛市文明家庭、青
岛市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青岛市
学习强国名师团名师等多项荣誉。

林则福：耄耋老人 初心永挚9494 岁的林剑萍与岁的林剑萍与 9595 岁的妻子刘淑英携手相伴岁的妻子刘淑英携手相伴

风雨同舟风雨同舟7575载载 佳节双庆写传奇佳节双庆写传奇

1949 年 6 月 2
日，青岛解放。两
个月后，当大家还
沉浸在庆祝解放的
喜悦中时，在青岛
打工的林剑萍迎来
了自己的另一桩喜

事——迎娶新娘。
岁月流转，转瞬已
过 75载春秋，94岁
的林剑萍与95岁的
妻子刘淑英跨越75
年的爱情故事，如
同陈年佳酿，愈久

弥香。
国庆佳节来临

之际，记者见到了这
对与共和国同婚龄
的伉俪，聊起了他们

“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的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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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录音机、录像机、打字机跟随了我大半辈子，几次
搬家都没有舍得扔，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时代的记忆，也能
看出咱们老百姓生活变化真是翻天覆地。”在青岛市黄岛区
64岁的市民徐景育家中，记者看到了在置物架上整齐摆放的
大大小小不一的录音机、录像机、打字机、音响等小家电，在现
代化的装修风格的家中，这些老物件别有一番时光的味道。

挂在家中的“社区党员之家”

林则福于1942年出生，1960
年参军入伍，1967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经历了 16 年的军旅生涯
后，转业至青岛市二轻局工作直
至退休。“即便现在已经 80 多岁
了，我依然记得入党时在党旗下
举起右拳、庄严宣誓的场景，那是
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林
则福说。

退休后，林则福积极参与社
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现担任市南
区云南路街道云南路社区第六党
支部书记。面对社区老党员年龄
偏大、居住分散、难以组织集中学
习等问题，2006年，林则福在自己
家中挂牌成立“社区党员之家”，
在他的带动和号召下，社区党员
骨干形成了每周固定学习日的习
惯。每逢学习日，社区老党员们
便聚在林则福家中，展开集中讨
论学习；除了室内活动，林则福还
积极组织老党员参观中共青岛地
方支部旧址、青岛革命烈士纪念
馆等红色阵地，回顾党的奋斗历
程。规范有序、生动鲜活的主题
党日活动迅速形成了“磁场效
应”，使“社区党员之家”由最初不
到10人快速增加。

时刻畅通的“党员服务热线”

为了方便化解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林则福将个人住宅电话设为

“服务热线”，用于专门接听居民的
求助电话。“刚开始打电话的人比
较少，后来大家觉着这老头儿还真
能帮着办点事，打电话的人就越来
越多了。”林则福说，“打电话来的
人有提意见的，有遇到困难寻求帮
助的，还有一些人心里一时想不
开，就是为了找我倾诉一下。”在云
南路社区，“有事找老林”成为居民
们的口头禅，很多居民遇到问题时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

社区曾有一居民楼院因电费
缴纳问题起争执，后来发展到欲
拉闸停电、集体上访的激化态势，
林则福通过热线得知后，立即前
往现场调解，他一边做细致的思
想工作，一边暗自垫付引起争执
的电费，妥善化解了矛盾，调和了
邻里关系。

在此同时，林则福十分关心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他曾对一所小
学周边的5个托管班进行探访，就
室内通风、饭菜卫生、消防安全等
方面提出改进建议。当有家长反
映，个别中小学生因沉迷网络而失
足堕落时，他又当起了义务监督
员，时常去网吧溜达看看，引导孩
子远离“网瘾”、健康成长。

最受欢迎的“社区宣讲明星”

林则福的宣讲之路始于2007
年，那是他首次在社区向党员们
宣讲党章。自此以后，宣讲就成
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社区
的党员学习日，还是主题党日活
动，他总是那个最受欢迎的“明星
宣讲员”。

对于每一次宣讲，林则福都
认真对待。他注重讲稿的质量，
力求每一次宣讲都能给听众带来
新的启发和收获。正是这种严谨
细致、精益求精的态度，使得林则
福的宣讲在社区有着很高的影响
力、传播力、辐射力。

“我至今仍保持着每天阅读和
学习的习惯，尤其是在早晨头脑最
清醒的时候。”林则福笑着说，“无
论是政治理论，还是党史资料，我
都喜欢写一写、做做笔记，将学到
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认识。”说话
间，林则福搬出自己厚厚的一摞学
习笔记，里面记录了他对各类话题
的深入思考和研究。

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他对
宣讲的热情丝毫未减，依然坚持
每月宣讲，为传承红色基因、传
播 正 能 量 积 极 贡 献“ 银 龄 ”力
量。“今年我给新入伍的小战士
做宣讲，那一刻，我也会想到我
参军入伍的那一刻……”说起这
些，林则福像是打开了话匣子，
言语中充满了幸福。

“越老越要做出好样子”，这
是林则福的座右铭。对他来说，
宣讲不仅是传递知识，更是一种
责任和使命，他愿意将自己的经
验和智慧分享给更多人，特别是
年轻一代。“有时我也在想，自己
还能做多久？我的回答就是能做
多久做多久。共产党员从来没有
退休一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终生！” 记者 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