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30
日 ， 记 者

来到青州市军
干所，看到退休

干部孙春该熟练地
打开琴盒，拿出一把

金灿灿的萨克斯。为了庆
祝国庆节，他演奏一曲萨克

斯独奏《歌唱祖国》，吸引不
少人驻足聆听。今年66岁的孙春

该是湖北人，与医疗事业打了四十多
年交道。退休后吹起萨克斯，多次带领
老干部和家属送文化进乡村、进学校，
实现人生完美跨界。
　　1975年，孙春该怀着满腔热血，响
应号召应征入伍，通过层层筛选考核
后，成为一名军医。工作中，孙春该

是出了名的“较真”，对每位病
患的身体情况了如指掌，短

短几年时间，就赢得了
大家的一致赞许。

1979年，孙春该

因工作调动，来到青州市某部队医院。
平日除了正常的军医工作外，他只要有
时间就待在诊室学习。在无数个日日夜
夜的奋斗下，孙春该在全国发表了30多
篇医学论文，并多次获得科技成果奖。
　　孙春该将自己的热血奉献给了部
队，2004年退休后来到青州市军干所。
闲下来仍然保持着部队的作息，严格要
求自己。因为一次演出，偶然间接触了
萨克斯，他就被萨克斯的声音吸引住
了，立即萌发出要学习吹萨克斯的
念头。
　　“我年龄不小了，所以非常珍惜每
次学习的机会，老师教技法时，不敢偷
懒，经常练到手指发麻，嘴唇疼痛难
忍，也不舍得休息。”孙春该说。
　　就这样，孙春该吹萨克斯的水平愈
发娴熟，他演奏的乐曲低音深沉而平
静，高音清澈而透明，极富艺术感染
力，给人如痴如醉的享受。
　　2019年，为丰富退休干部生活，增
强凝聚力，军干所成立了老战士艺术
团。孙春该由于精通萨克斯，有一定的
文艺基础，组织能力强，大家推荐他担
任副团长。孙春该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一心扑到团里各项工作当中。他和团长

多次带领老干部以及家属，参与合唱比
赛和“青州春晚”等各类演出，面向社
区、农村、学校广泛开展文艺志愿服务
活动，并组织大家拍摄《我是一个兵》
《携手一起向未来》等音乐视频，展现
出新时代军休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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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干着不同的工作，拥有不同
的生活，但他们有一个相同点——出生在1949年10月1
日，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转眼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走
过73年，而他们也迎来自己的73岁生日。记者采访了几
位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市民，聆听他们的心声。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隋炜凤 李洪明 张静

薄维平 “如今国家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穿针走线近40年，缝制的衣服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

  “我是伴随着开国大典隆隆的礼炮声出
生的，与共和国同龄，我很自豪，也很荣
幸。”诸城老人薄维平曾是一名老裁缝，靠
着一台缝纫机、一把剪刀、两把尺子、一块
划粉和一个熨斗，穿针走线近40年，缝制的
衣服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也在裁剪中见证
了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
  1949年10月1日，薄维平出生于诸城市
密州街道魏家花园村。24岁时，他突然产生
了当裁缝的想法。于是找来教材自学，从最
基本的缝钮扣学起，一步一步学会了量体、
裁剪、缝纫、熨烫等工序，也学会了各种式
样、不同难度的服装裁剪缝制技艺。
  上世纪70年代末，薄维平开始在家里支
起摊子做起裁缝。从中山装、工装，到夹
克、西装，这些具有时代印记的服装，他都
会做。加上勤奋好学、做工认真、不断改进
款式，他的名声很快传遍周边各村，很多人
拿着布料慕名上门请他量体裁衣。
  “特别是春节前，生意格外红火，一天
能做四五套衣裤，有时候要熬夜赶工，只睡
三四个小时。”薄维平说，当大家穿上新衣
服，对他的裁缝手艺连连称赞时，他感到非
常满足。
  在儿子薄培富的印象中，父亲经常伏在
案板前，手里拿着划粉划线，脖子上挂着软
尺，埋头扎进布料里，一忙就是大半天。
“有时候我去叫父亲吃饭，他总是嘴上答应
着，身体却一动不动。”薄培富说。
  随着时代发展，商场内五颜六色、款式

各异的服装应有尽有，昔日门庭若市的裁
缝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加上随着年龄
增长，薄维平心有余而力不足，近些年
渐渐放下了他的缝纫机。
  如今他和儿子生活在一起，每天通
过读报纸看电视了解国家大事，通过
看书丰富内心，在院子里养了很多花
花草草，小日子过得充实又轻松。
  “如今国家发展越来越好，老
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薄维平
说，一路走来，时常品味着与共
和国共成长的骄傲与幸福，也不
断告诫儿孙后辈要饮水思源，
珍 惜 当 下 来 之 不 易 的 幸 福
生活。
  国庆节来临，薄维平也
迎来自己73岁的生日，他一
直有个愿望，就是趁着自
己身体还可以，想去北京
逛逛。
  薄培富告诉记者，初
中住校的儿子放假回
家，全家人给父亲过一
个热热闹闹的生日后，
祖孙三代还将一起出
去游玩。有合适的
机会，他一定带父
亲去北京看升旗、
参观故宫，实现父
亲的愿望。

出生日和结婚日都是10月1日，看到国家日益强大很自豪

  因为出生于1949年10月1日，家人为他取名刘
中华。“与共和国同一天生日，我感到骄傲和自
豪。”刘中华说，祖国的繁荣昌盛给他一家人带来
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9月30日，记者来到奎文区上河园小区见到了刘中
华。他中等个头，慈眉善目，脸上总是露着笑容。妻
子赵瑞荣更是热情好客。
  “我和妻子都是老党员了，妻子有46年党龄，我43
年。”刘中华说，他和妻子一直生活在潍城区城关街道
增福堂社区，现在临时住在女儿家里。
  刘中华退休前一直在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上班。
2009年退休后，老两口在家没事就看书读报，还经常外出旅
游。“我们身体还比较硬朗，都有退休金，所以就四处游
玩，享受幸福的老年时光。”刘中华说。
　　说起这些年的变化，刘中华和赵瑞荣不禁感叹，真是翻天
覆地。刘中华年轻时住在平房，几家人在一个院子里，破旧的
房屋遇到大雨天还会漏雨。几家人共用一个公厕，去厕所要走
出很远。用水要压井，压上来的水挑到屋里做饭烧水。现在，原
来的平房改建成楼房，也不用跑公厕，家家户户都有洗手间，而
且自来水入户。以前小街、小路，车辆很少，现在变成了多车道的
宽阔大路，私家车也越来越多，出入十分方便。
　　“自己的生活质量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吃喝玩乐，还是医
疗条件，都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刘中华说，从以前担心温饱问题，
到现在吃喝住都不用愁，有退休金、有医保，而且出门还能免费乘坐公交
车，非常幸福，“我们对现在生活感到无比的满足，也很珍惜”。
　　“人生中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就是和共和国同一天生日，衷心祝愿伟
大的祖国日新月异，欣欣向荣，越来越强大。”刘中华开心地说。

  一颗永不磨灭的军心，一种痴心
不变的情结，成为一个家庭的精神底
色。在昌乐县宝都街道，肖茹芸一家
三代从军的故事成为佳话。国庆节到
来之际，记者采访了22岁的退伍女兵
肖茹芸。
 　肖茹芸告诉记者，她爷爷在18岁
时，怀着保家卫国的信念，成为驻北
京某部队的一名军人，一干就是七
年。“爷爷当时很珍惜在部队的机会，
表现出色。在爷爷心中，始终有一个不
变的信念，那就是好男儿就要当兵去。”
肖茹芸说，爷爷退伍后成家立业，仍然
以部队的标准教育他的子女。
　　在父辈的影响下，肖茹芸的父亲
也穿上了军装，在部队扎实苦干四年
后光荣退伍。两代人的军人情结又深
深影响了肖茹芸。“从我记事起，家
里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部队和当
兵。”肖茹芸说，尤其是看到父亲当
兵时穿着军装拍摄的照片后，心里暗
自发誓，长大也要成为像爷爷和父亲
那样的军人。

　　2018年，肖茹芸在山东交通职业
学院交通工程系空乘专业读大一时，
主动报名应征入伍，圆了自己的参军
梦。进入部队后，她谨记父亲的教
诲，严以律己。肖茹芸多次参加部队
保障工作，被授予“四有优秀士兵”
荣誉，记嘉奖一次。两年后，肖茹芸
脱下军装，退伍复学，学校按照资助
政策给她减免了学费。在享受国家资
助政策的同时，也让肖茹芸感觉到了压
力，她默默下定决心，提高自己的学习
成绩和专业水平，回报国家资助政策对
自己的照顾。她不仅在校期间多次担任
军训教官，还获得了国家奖学金等。
　　就在前不久，肖茹芸开始了自己
的本科生活。从部队里锻炼出来的顽
强意志和严明的组织纪律，让肖茹芸
在学习上时刻不敢懈怠，对于未来也
充满了期待。
  而令全家最开心的是，肖茹芸的
妹妹今年考上大学后，也开始了自己
的军旅生活，军人情结在这个家庭中
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

祖国的繁荣昌盛给他一家人

带来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一家三代四口人接力从戎

肖茹芸 肖茹芸的父亲（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相关新闻

退休军医演奏萨克斯祝福祖国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孙春该在演奏萨克斯。

刘新英 “感谢党的英明领导，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自豪。”

薄维平

刘新英与丈夫翻看影集，回味幸福生活。

刘中华与妻子赵瑞荣挥舞国旗，祝福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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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华 “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日新月

       异，欣欣向荣，越来越强大。”

  9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昌乐县宝都街
道宝通社区，采访了与共和国同一天生日
的刘新英。刘新英居住在一个二层独栋联排
楼房里，谈及生活的发展变化，她多次感恩党
的政策好，国家越来越强大，居住环境不断提
高，政府服务更加周到，日子越来越好。
  刘新英生于1949年10月1日，是昌乐县五
图街道边下村人，初中毕业后到昌乐县原化肥
厂工作。那时候，虽然生活条件艰苦，穿着打
补丁的衣服，冬天住在寒冷的集体宿舍里，但
大家生产工作积极性很高，人人争当先进生产

工作者，都想多为国家生产作贡献。刘新英从
小就有不服输的拼劲，多次获得生产能手，年
年披红花受表彰。
  1972年，23岁的刘新英经人介绍认识了邻
近乡镇在南京当兵的黄传芳。那时候通迅不方
便，两人相隔千里，只能写信交流。两人于
1978年结婚，结婚日特地选在10月1日。
  黄传芳1985年转业到昌乐县原工商局工
作，刘新英也调到昌乐县原商业综合公司工作，
负责仓库管理。他们先在县城租了2间小平房，
后来黄传芳分了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一家人

的生活开始稳定下来，生活条
件也逐渐好转，过上了丰衣足食
的好日子。1994年，刘新英退休。
  “我们经历了缺吃少穿的艰苦年
代，如今亲眼看到国家日益强大，各行
各业变化都很大。道路更加宽畅，孩子上
学更加方便，医疗条件也大幅度提高。不仅
社区有配套齐全的卫生室，而且医疗报销比例
也越来越高。感谢党的英明领导，为我们伟大
的祖国自豪。”谈及眼下的幸福生活，刘新英
感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