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包勇 通讯
员 吴天培）“我这一生，从战

火中走来，得到过许多人的帮

助。现在，我希望能为医学事

业发展贡献最后一份力量。”

昨天，记者从湖州市长兴县委

组织部（老干部局）获悉，95 岁

的吴山与 89 岁的老伴鲁宗玉

日前来到长兴县红十字会，一

起郑重签署遗体捐献志愿书。

历经战火洗礼，对生命的

意义，吴山有着更为深刻的理

解。一次，在报上看到有人捐

献遗体，便想是否也可以通过

这样的方式完成人生谢幕。

知道丈夫的想法后，鲁宗

玉非常支持，她说：“愿与老伴

携手同行，用行动传递生命的

温暖与希望。”

其实，2012 年离休后，吴

山就一直在思考“我还能为社

会做点什么”这一问题。

出生于 1930 年的吴山，19
岁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结业后

随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四

川解放后，为当地的革命与建

设事业奉献了近40年青春。

“我的父亲吴有秋是李家

巷镇最早组织抗日义勇队的

成员之一。”因为对家乡的抗

战历史满怀热忱，离休后，吴

山与妻子落叶归根。

回到长兴老家，吴山踏访

档案馆、寻访亲历者，查阅大

量资料，耗时 5 年，整理出 10
万字材料，厘清了李家巷镇的

四次抗战历史，并出版《浙北

重镇李家巷军民抗日战争纪

略》一书。

“我不会用电脑，只能手

写，每天写几百字，最多也就

千余字。”吴山说，但他依然坚

持，是希望大家能铭记历史。

去年，吴山再度执笔撰写

《李 家 巷 民 众 自 发 抗 战 简

史》。目前，他正对这本书做

最后的校对工作，计划今年二

季度出版。

这些年除了忙于写作，他

们 还 累 计 捐 出 20 多 万 元 。

2019 年，修建“抗日爱国亭”捐

款 2.2 万元，另捐 3800 元用于

后 续 维 护 ；2022 年 捐 款 5 万

元，用于退役军人子女求学之

用；2024 年，捐款 10 万元用于

修建“抗倭纪念亭”⋯⋯

如今，每天吃完晚饭，只

要天气不错，老两口会推着轮

椅，互相搀扶着在护城河边散

散步。一路上，除了生活日

常，两人聊得最多的，还是“我

能为社会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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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程乐扬）
近日，台州市椒江区“外婆”工
作室开展“巳巳如意启新程”活
动，向计生特殊家庭传递温暖
与关爱。

一大早，大家在“外婆”工
作室领衔人陈凤娇的指导下，
学习制作灵蛇花灯。随后，一
起进行“吹球落杯”等趣味游
戏。工作室成员还送上美味糟
羹和食饼筒。大家品尝美食，
分享生活趣事，欢声笑语不断。

椒江区
“外婆”送温暖

本报讯（通讯员 朱艺娟）
13 日，杭州市军休大学 2025 年

春季班招生摇号录取工作完

成。此次春季班招生实施全程

数字化运作，从招生宣传、学员

报名、摇号到录取通知环节，均

通过线上平台“智慧军休”完

成，实现“一站式”信息化服务。

25 日 ，军 休 大 学 将 举 行

“开学第一课”，主题是介绍杭

州“数字之城”，届时会通过“智

慧军休”平台同步直播。

杭州市
智慧乐学“一点通”

本报讯（通讯员 成良田
叶健）日前，宁波市科协在“宁
波科协”微信公众号上线老年
人智能手机综合科普教学视频

“跟着学”专栏，归集就医、出
行、购物、文娱、办事等九大主
题共39个视频。

“2025 年全年计划完成老
年 人 科 普 培 训 10 万 人 次 以
上。”宁波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将拓展项目，引导老
年人运用 AI 功能、操控智能家
居、操作社区便民自助终端机
等智能技术，增强他们的幸福
感、获得感，为建设全龄友好城
市建设贡献科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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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凌 通讯
员 叶绯）正月二十五是我国

传统节日填仓节。“这天，农户

会买些米面、煤炭充实生活储

备。”对杭州市富阳区老粮站

人蒋根顺来说，这个日子有着

特别意义。

蒋根顺家中留存的粮站

老物件，大部分都已捐给了档

案馆。昨天见到蒋根顺时，他

翻出早年间全国通用粮票照

片对记者说：“春节走亲戚时，

我发现很多人不爱吃白米饭

了。50 年前，粮食可是我国最

重要的计划商品。”

1966 年春，21 岁的蒋根顺

被分配至大源粮管所的灵桥

粮站工作。他从最基础的粮

食检验学起：用扦样器从粮袋

中扦取样品，细细观察、甄别，

看谷粒是否饱满、有无杂质、

是否发霉变质。“每一粒粮食，

承载着农民的汗水与期盼，容

不得半点马虎。”蒋根顺说。

几 年 后 ，蒋 根 顺 被 分 配

到 位 于 山 区 的 里 山 粮 站 工

作。每到番薯收获的季节，

粮站院子便堆满麻袋，装着

农民们晾晒好的番薯丝，用

来换大米。

“ 我 们 经 过 核 算 ，按 照

72%的比例折换大米，既要保

证农民的利益，又要确保粮食

的合理流通。”蒋根顺说。

忙碌中，粮站工作人员会

和农民拉家常，问收成如何，

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得

知他们住在山上，采购日用品

不方便后，粮站就经常组织大

家上山送生活必需品。

“从粮站到安顶山，要爬

好几百级台阶，来回一趟需三

四个小时，一个月总要去个三

四回。”蒋根顺回忆，大家挑着

货郎担，两头挂着油桶，还挂

着些面条和给山民们代买的

油条，即便冬日，汗水也能湿

透衣衫。

从统购统销到定购包销，

到取消定购粮食任务，免征农

业税，再到放开粮食经营，蒋

根顺是亲历者、见证者。他

说，粮站往事是他人生的宝贵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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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上世纪 70 年代初，粮

站收购粮食。下图为全国通用粮

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