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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产党给了我光明，给了我第
二次生命。”91岁高龄的叶礼寿回顾自
己的一生，动情地说。

在部队入党 得以重生

叶礼寿 18 岁时，全国迎来解

放，人民解放军部队来到他的家

乡松阳县松古平原。

1951 年夏天，叶礼寿报名参

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 10 月

25 日夜，叶礼寿跟随中国人民志

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刚跨

过鸭绿江，就接连经历阻击战。

叶礼寿被分配在运输担架

队，负责将弹药和粮食运输到前

线，再将前线受伤的战士抬回

来。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战士

们没有退缩和害怕，大家只有一

个信念：打赢战争。

1953年，金城反击战打响，这

也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最

后一战。

因为在各次战斗中表现突

出，叶礼寿获得三等功。“更光荣

的是，党组织将我列为党员发展

培养对象，全排仅我一人。”叶礼

寿激动地说，从小就是“苦命娃”

的他，感觉人生有了奋斗方向。

他清楚地记得，在入党志愿

书里，自己郑重地写下：打仗不

怕牺牲、不怕苦，党需要的时候，

随时献出宝贵生命。

在纪委践初心 坚守公平正义

因在部队读完中专，叶礼寿

在 1964 年转业时，成为县城里少

数“喝过墨水”的军旅“秀才”，被

安排到当时遂昌县农行工作，从

业务员开始，一直做到副行长。

1983 年，组织派叶礼寿到松

阳县纪委工作。纪委办公条件

非常艰苦，“一张纸、一支笔，下

乡办案跑断腿”是当时工作环境

的真实写照。

叶礼寿回忆，有一次，为了

核实举报某村干部侵占集体资

产信访件，他骑着单位唯一一辆

破旧自行车，骑行 30 余公里，去

村里调查做笔录。“那时，我每天

带着干粮蹲在村委和村干部家

门口，一待就是一整天。”历经数

日，叶礼寿做通这名村干部的思

想工作，查明事实真相。

原来，这名村干部的妻子病

重，情急之下，他拿了村账户的20
元，带妻子去市里看病。因为手

头紧，一时半会没还上这笔钱。

最终，他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案件调查结束后，叶礼寿把

身上仅有的 8 元钱给了这名村干

部。村干部握着他的手激动地

表示忏悔和感谢。那一刻，叶礼

寿觉得付出再多的艰辛都值得。

叶 礼 寿 认 为 ，只 要 用 心 用

情，公平公正，一定会赢得别人

信任与理解，这也是纪检监察工

作的真谛所在。

耄耋捐献遗体 了却心愿

叶礼寿时常在想，自己还能

为国家、为社会做些什么。一

天，他在报纸上看到某公司全体

员工集体签署捐赠遗体协议的

报道，顿时萌生了无偿捐赠遗体

的想法。

2015 年 2 月，叶礼寿写下一

份遗嘱，其中写道：“回想我的一

生，党和人民给了我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优厚待遇，但我对

党和人民的贡献还很少。我已

步入晚年，不能再为国家出力，

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将遗体捐献

给医学研究。”

当年 3 月 16 日，在家人陪同

下，叶礼寿前往松阳县公证处作

了公证。

“那一天，我很开心，这么多

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叶礼寿

说。

91岁老兵叶礼寿：

坚守纪检监察人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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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礼寿近照

通讯员 杨佳奇

一大清早，曹杏娣就和两位
“美之声”演唱团团员一起，拎着
大包小包登船出发了。“阿伯，我
们来给您做饭了。”坐船15分钟，
步行 20 分钟，曹杏娣一行终于到
达张德成家。没等喝口热水，曹
杏娣和团员们便忙活起来。屋
外，一位团员擦拭门框，更换春
联，另一位团员举起梳子、电推
刀，给张德成理发。屋内，曹杏娣
打扫完房间后，又急忙进了厨房，
开始准备年夜饭。

平日冷清的小院因为曹杏娣
一行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

飘洋过海 只为老人期待

张德成家一张长方桌上几张

塑封好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这

些照片是张德成和“美之声”团员

的合照，记录了这些年来他们的

每一次相聚。

今年 96 岁的独居老人张德

成，是定海区东岠岛西岙村的唯

一居民。曹杏娣与他结对帮扶已

有 10 年之久。曹杏娣每月两次

到张德成家，洗衣、洗被，送菜、送

慰问品⋯⋯每到换季时，放心不

下张德成的她，往往多次登岛照

料。

前不久，曹杏娣不顾感染风

险，第一时间奔赴张德成家，除添

补日常用品外，还带去爱心防疫

包，并再三叮嘱他注意防护。曹

杏娣说，只要老人能够健康、舒服

地过好每一天，她跑多少次都没

有关系。现在，每到月初、月末，

张德成总是望向门外，因为他知

道，曹杏娣会来。

上门服务 演出公益同行

2009 年，凭着对文艺演出的

热爱和对社会价值的追求，退休

的曹杏娣与相识的文艺爱好者一

起创立定海区“美之声”演唱团。

在多年慰问演出中，曹杏娣

发现老人对理发、剪指甲等有较

大需求，便萌发在送演出过程中

增加为老服务项目的想法。

此后每个月，曹杏娣和团员

们辗转在舟山各个小岛间，看望

留守老人，为他们送戏、送慰问

品、送志愿服务，尽其所能提供帮

助，用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暖心的

便民服务慰藉老人心灵。

“我们都是‘野战军’，午餐用

一桶泡面就可以解决了。”曹杏娣

开起玩笑。一次，团员们挑着演

出行头和慰问品徒步 10 多公里

到各村服务。一张小桌板、几把

椅子、一顶遮阳棚，在这样简朴的

装置下，曹杏娣一行人在海上摇

摇晃晃10多年。

这 3 年，“美之声”的演出计

划被打乱，但是志愿服务从不间

断。在曹杏娣的带领下，团员们

争当抗“疫”、创城志愿者，一直扎

根在街头巷尾的志愿服务中。

定海“渔”嫂曹杏娣：

老人的定“心”神针

曹杏娣和团员陪张德成吃年夜饭。曹杏娣和团员陪张德成吃年夜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