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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解放前夕，朱兴祥离开
部队回家务农，育有2子1女。因2
个儿子早逝，他一直和女儿生活，五
世同堂。朱兴祥平时生活很有规
律，一般早上6点起床，吃早点、喝
茶、晒晒太阳，午饭后睡个午觉，然
后在村子附近走走逛逛，晚上七八
点钟就睡了。朱兴祥80多岁时还
步行到板桥青龙街一家老茶馆喝茶
聊天。因耳朵背，很少看电视，平时
喜欢读书看报。

板桥镇唐家村委会党支部书
记王文国说：“村里每年都会来看

望老人两次，给老人送点慰问金
和礼品。就在上个月，我们还来
看望过老人。”

“爷爷一辈子自强自立，为自
己是一名抗战老兵而自豪。四五
年前，保山市关爱老兵志愿者协会
送给爷爷一件印有‘抗战老兵’字
样的外套，爷爷一直穿在身上舍不
得脱。”朱国周说，“爷爷最大的心
愿就是希望我们国家繁荣昌盛，人
民幸福。”

本报记者 崔敏
特约通讯员 李志旭 摄影报道

揪心 母亲需截肢已转院

昨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昆医附二院看望母子。在
烧伤科病房中，记者只见到了襁褓中的宝宝，原先妈妈躺
的病床已经有新的患者入住。家属赵仁亮告诉记者，孩
子的妈妈尚存的右手臂可能要截肢，他们打算在文山接
受进一步治疗。目前，妈妈已转院到文山州人民医院。

病床上，小宝宝仍然挂着生理盐水。赵仁亮说：
“宝宝十分坚强，不怎么哭闹。今天一顿喝了两瓶
……”宝宝头上、身上的伤痕仍旧刺目，令人担忧，有
几个小指头因为烧伤严重，可能要被截掉。赵仁亮拿
棉签轻轻擦拭宝宝左眼外侧，他的眼睛还无法睁开。

赵仁亮感到后怕，又觉得幸运。孩子眼部被烧伤
的是外表皮肤，没有伤到眼球。但孩子左后脑的烧伤
比较严重，孩子又还太小，头部还未完全发育，不知道
是否会影响以后的发育。“现在宝宝太小了，还不能做
手术。医生建议我们到省外的大医院进行治疗。”

母子俩在昆明治疗两天，共花费了近3000元。
赵仁亮说，以后也不知道要花费多少，但他一定会尽
全力让儿子得到最好的治疗。

暖心 140人捐献23000余元

昨天记者在捐款公示名单中看到，目前已有140
人捐献了爱心，筹集款项23000余元。其中，有一位
名为“福照楼主”的用户一次性捐出了3000元。

在捐款名单中，记者还看到了一位特别的捐助
人，她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名字是王瑞珍。王奶
奶的孙女告诉记者，王奶奶是春城晚报40余年的“老
粉丝”，看到关于此事的报道后，她十分心痛，几度落
泪，当即就给孙女打电话，让其帮她捐2000元。“她说，
看着太心疼了，才2个月大的孩子，一定要帮忙保住孩
子的手，让他不要被截肢。”王奶奶把亲戚朋友的电话都
打了个遍，发动大家为这对母子捐款，奉献爱心。

“命运无情人有情……愿大家的爱心筑长城，细
流汇成海。您的每一份爱心，必将改变他家庭的命
运；您的一次善举，更将换回心灵的快慰……”微信
群里200余字的信息，一字一句满含真情。

正如王奶奶所说，一点一滴都是对他们的帮助。
在此，春城晚报也呼吁大家加入我们的爱心队伍，共同
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为2个月的宝宝筑起希望和未
来的城墙。本报记者 马雯 实习生 赵一锦 摄影报道

抗战老兵朱兴祥走了
12月 13日 11时许，中国远征

军抗战老兵朱兴祥，在保山市隆阳
区板桥镇唐家村家中安详离世，享
年98岁。目前，隆阳区健在的抗战
老兵仅剩下11人。

市民踊跃捐款
救助被烧伤母子

14日，晚报报道了“文山一妈妈和2个月大的宝宝
掉入火塘被烧伤”的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不
少网友纷纷表示“太心疼了！”“怎么帮助他们？”“能否
留一个方便快捷的捐款通道？”为帮助这个不幸的家
庭，回应广大网友献爱心的要求，春城晚报-开屏新闻
联合云南青基会发起捐款行动。

从下关徒步到昆明
报考军校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
举进攻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华
东、华北等地区相继沦陷，被日本帝
国主义铁蹄蹂躏，中华民族到了生
死存亡关头，1922年出生的朱兴祥
萌发了参军抗日的念头。

1939年，朱兴祥接到堂兄一封来
信称，昆明黄埔第五分校正在招第十
八期学员。得到消息后，朱兴祥激动
不已，立即与家人商量想要前往昆明
报考军校，征得家人同意后，朱兴祥简
单收拾了点行李起身前往昆明。由于
当时运输紧张，不容易找到可以搭乘
的便车，费尽周折搭到一辆到下关的
车，到下关后，一时没有找到从下关
到昆明的车，一腔热血、心急如焚的
他决定从下关徒步到昆明。一路上
风餐露宿，历经数日赶到昆明，参加
了军校考试，最后如愿以偿，考起了
军校。

参军

松山战役中任作战参谋

军校毕业后，朱兴祥被分配至中
国远征军11集团军第71军干训班任
区长，在板桥马王屯集训后，部队开始
反攻，打响了收复腾冲、龙陵的战役。

据朱兴祥的孙子朱国周介绍，朱
兴祥当时在军部任作战参谋，曾参加
著名的“松山战役”。“爷爷在世时常跟
我们讲当年打松山的故事。”朱国周
说，从朱兴祥的讲述中，他们孙辈了解
到松山战役的重要性。

“爷爷说，松山战役在中国抗日战
争史上，以战役级投入和牺牲赢得了
战略级的目标。松山战役是中国抗日
战场首次获得胜利的攻坚战、中国战
略反攻阶段‘转折点’之战，也是中国
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团）
的战役、日军在亚洲战场的第一个所
谓‘玉碎战’。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滇
西抗战僵局。滇缅公路可以畅通无阻
地运送大批部队和装备、物资及重炮
兵源通过这个‘东方直布罗陀’，向龙
陵战场开去，形势立即逆转。战役的
胜利，不仅大大增长抗战胜利的信心，
拔下滇缅公路上最硬的钉子，拉开了
中国大反攻序幕。”朱国周说，据爷爷
朱兴祥介绍，当年松山战役打得非常
惨烈，一个连队百多号人攻上去，七八
分钟后就只剩几个人了。“爷爷告诉我
们，虽然付出了7000多人伤亡的惨重
代价，但最终还是胜利了，随后一鼓作
气攻下了腾冲和龙陵，最后把日本人
赶出了国门。”

据朱国周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爷爷加入黄埔同学会后，一直为促
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爷爷经常教
育我们，要牢记当年先辈付出的牺牲，
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参战

退伍

晚年幸福五世同堂

父亲赵仁亮在病床前照顾宝宝

近年来，朱爷爷受到保山市志愿者协会的关爱，志愿者们每逢节假日或
生日都会去朱爷爷家慰问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