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永香，66 岁，山东省泰安

市 上 高 街 道 办 事 处 桑 家 疃 村

人。43 年前的 1979 年 12 月，她

毅 然 嫁 给 一 级 伤 残 军 人 刘 令

义。43 年间，在她精心护理下，

刘令义恢复得看上去与健康人

相差无几。受良好家风熏陶，

两个儿女一路走来，成长为军

官，并多次立功受奖。李永香

本人也被山东省、泰安市和泰

山区表彰为“十佳兵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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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到了，康乃馨芳香四溢。

山东省泰安市火车站站前广场，大

屏幕上滚动播放着泰安市“善行义举四

德榜”先进人物的事迹。这天，回乡探

亲的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民

警刘爱林一走出出站口，抬眼看到大屏

幕 上 母 亲 李 永 香 的 名 字 ，不 由 鼻 子 一

酸，泪水溢出了眼眶。她告诉记者，那

一幅幅照片，记录着母亲风风雨雨大半

生走过的路，也见证了她充满爱与热望

的“人世间”。

43年前，她毅然嫁给生活不能
自理的一级伤残军人刘令义——

“他是为国家负的伤，我
愿意一辈子照顾他”

李永香与刘令义相识相爱的过程，

线条简洁，真挚热烈。

1978 年，在桑家疃村，22 岁的李永

香已是远近闻名的“铁姑娘”。她能歌

善舞、思想先进，肯吃苦会办事，不仅是

村团支部委员、妇女主任，还是村里的

记工员、粮食保管员和宣传队员。

李家有女初长成。前来说媒的人

一拨接一拨，可总不见李永香点头。李

永香自己有主意。六七岁就跟着村宣

传队扭着秧歌去拥军的她，心里早有一

颗爱慕军人的种子。一天，李永香的姨

妈给她张罗了个“当兵的”，对方正是从

部队探亲回来的战士刘令义。

那一次相遇，让心与心靠近；那一

次心动，从此改变了人生。

当姨妈把瘦瘦高高、一身戎装、英

俊帅气的刘令义领到家里时，两人对视

的一刹那，李永香羞红了脸，低下了头。

就这样，两个年轻人相识了。这一

年，刘令义 23 岁。

3天后，刘令义回到了千里之外的驻

广东湛江某部。从此，两人靠书信寄相思。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次年 2月，李

永香突然收到刘令义的绝交信，理由是“你

文化比俺高、怕你以后跟着俺吃苦受罪”。

李永香不相信这是刘令义的真实想法，回

信写道：“俺不在乎，只要你人好……”

然而，信如泥牛入海，再无回音。

李永香的心渐渐凉了。

1979 年 4 月 25 日 ，李 永 香 永 生 难

忘。那天，已担任村妇女主任兼团总支

书记的李永香，正忙着走街串户宣传政

策，村长交给她一封信。从原广州军区

总医院寄来的这封信里说，刘令义在前

线作战负了重伤，正在医院救治……

李永香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

刘令义的身边。她急忙从邻居家借了

一个出门用的皮包，向亲戚借了 37 元车

费，揣上两三斤煎饼，只身登上开往广

州的火车。

36 个小时的路程，她没有合眼，滴

水未进。

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李永香见到

了日思夜想的刘令义。“年轻英气的那个

人不见了，他变得蜡黄枯瘦，肥大的病号

服空荡荡的……护士搀扶着他迎面走

来，甚至连腿脚都挪不动，也不会说话。

因为头部受伤，颅骨还没补上，头皮会随

着呼吸和走路上下跳动。”提起当时的情

景，李永香的心至今仍隐隐作痛。

后来，李永香才知道，那封绝交信

是刘令义上战场前写的，他怕自己遭遇

不 测 。 战 场 上 ，一 发 炮 弹 在 他 身 边 炸

响，刘令义倒在血泊之中。战友把他从

战场上背下来时，两人的衣服都被流出

的血染透了……没了呼吸的刘令义在

众人的默哀中被推进了太平间。在太

平间里，一名护工发现他的手指动了一

下，赶忙又把他推出来。

3 次开颅手术后，刘令义头部的大

部分弹片被取出，并用有机玻璃替代了

部分头骨。人活了，可头部受到重创，

刘 令 义 失 去 了 自 理 能 力 。 医 生 断 言 ：

“能活 20 年就是一个奇迹。”

望着眼前“死”过一回的刘令义，怜

爱和崇敬之情充满李永香的心。“我要

嫁给他！”在病房陪护的日子，李永香的

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

转 眼 进 入 11 月 ，桑 家 疃 村 大 雪 纷

飞。匆匆从湛江赶回村里开结婚证明

的李永香，遭到家人一致反对：“你还这

么年轻，难道要一辈子伺候一个病人？”

“妹啊，真不想让你受这种拖累……”

李永香却铁了心，流着泪说：“他是

为国家负的伤，我愿意一辈子照顾他！”

1979 年 12 月 26 日，驻广东湛江某

部营区举办了一场欢乐的婚礼。新娘

子是年轻漂亮的李永香，新郎官是一级

伤残军人刘令义。

13 年前，失联多年、同上过战
场 的 老 连 队 指 导 员 见 到 夫 妇 俩
后，激动地说——

“做梦都没想到令义能恢
复得这么好。谢谢弟妹！”

正如家人所言，婚后才是艰苦“马

拉松”的开始。

南方天气炎热、空气潮湿，对刘令

义康复十分不利。同时，考虑到少给部

队添负担，1980 年，刘令义夫妇主动申

请回乡疗养。

由于大脑神经受到严重损伤，刘令

义变得暴躁易怒，经常因癫痫病引发休

克。李永香像对待孩子一样迁就照顾

他，攒下一肚子委屈，等没人时躲在被

子里偷偷哭。

1980 年 9 月 ，女 儿 刘 爱 林 出 生 。

1983 年 7 月，儿子刘德超出生，李永香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照顾重病的丈

夫和年幼的孩子，她只好辞去村干部职

务。因家中缺少劳动力，一家四口人只

能靠刘令义每月的伤残金和护理费生

活，她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几瓣花。

然 而 ，“ 意 外 ”还 是 接 二 连 三 地 来

了。有一次，李永香背着出生不久的儿

子到医院照料丈夫，为防止两岁多的女

儿在家发生危险，出门前将她拴在桌子

腿上，在她面前的大铁盆里还放了和好

的泥巴和木头玩具。

月朗星稀。李永香忙碌一天归来，

女儿躺在大铁盆里睡着了，通红的脸蛋

上挂满泪花，嘴角满是泥巴。看到这一

幕，李永香眼泪哗地流了下来。她双膝

跪地将女儿紧紧搂在怀里。她知道，女

儿这是饿了，把泥巴当饭吃了。

儿子 5 岁那年，李永香的公公溘然

长逝。刘令义本来身体已有所好转，因

受到刺激突然犯病。“嘭”的一声，他在

父亲葬礼上直挺挺地倒地并昏迷过去，

李永香吓得两腿瘫软……

生活重压，一轮接着一轮；经济拮

据 ，如 影 随 形 。 虽 然 政 府 时 常 发 放 救

济，但终是杯水车薪。

为 了 挣 钱 养 家 ，她 在 煤 油 灯 下 糊

过火柴盒，糊 1000 个挣 7 块 5 毛钱；发

现卖饼能挣钱，她晚上自己在家烙饼，

白 天 用 自 行 车 送 到 宾 馆 ；听 说 大 蒜 身

价 倍 涨 ，她 贷 款 以 3 毛 钱 一 斤 批 发 了

一拖拉机，没黑没白地剥蒜，再卖给饭

铺……

日子像一座大山，压得 30 岁出头的

李永香喘不过气来。长期的辛劳和营

养不良，让她的身体负荷达到了极限，

严 重 贫 血 、颈 椎 病 、冠 心 病 等 早 早 缠

身。但面对虚弱的丈夫和年幼的孩子，

李永香只能咬紧牙关坚持着，在田间干

活时昏倒，醒来后拍打拍打泥土继续劳

作。长期在夜里糊火柴盒，40 岁出头的

她就得了白内障。

见到她如此艰辛，有人劝她：“你还

年轻，干吗要把自己拴在这个残疾人身

上。离开他，怎么都比现在强。”听到这

些，李永香总是摇摇头：“令义是保家卫

国的英雄，再苦再累我也认了。”

咽下生活的苦，李永香撑起屋檐下

的烟火。她挣出了儿女的学杂费，也渐

渐攒出了一家人的希望。

在李永香悉心照料下，刘令义伤残

的病体日渐康复。2009 年，刘令义与失

联多年、同上过战场的老连队指导员简

汝灿重新取得联系。看到曾被送进太

平间的战友如今这么健康，老指导员激

动地拉着两人的手流着泪说：“我做梦

都没想到，令义能恢复得这么好。谢谢

弟妹！谢谢弟妹！谢谢弟妹！”

这些年来，她心怀感念，从不
给党和政府添麻烦，先后将一双
儿女送进军营——

“不能让他们守着这个小
家，要让他们接过父亲的枪”

命运的站台充满了悲欢离合、雨雪

风霜，但李永香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热

忱的心，像一粒种子一生向阳。

李永香担任过村干部，有文化、头

脑灵活、思路清晰，而且是个热心肠，村

里有什么红白喜事，都喜欢找她帮忙；

邻里有什么烦心事，都爱找她倾诉。“谁

都有出门忘带雨伞的时候。一定要与

人为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她经常这

样告诫儿女。

李 永 香 隔 壁 住 着 一 对 年 迈 的 婆

媳。老太太 90 多岁，儿媳也年过七旬。

她们的孩子常年在外，两位老人相依为

命，李永香经常主动照顾她们。虽然日

子紧巴，但家里有了好吃的，李永香宁

可自己不吃，也要给老人送过去。天冷

了，她给老人送去棉衣棉被；逢年过节，

把老人接到家中团聚。如此照料，一直

坚持到两位老人安详离世。

“别人要袜子，她连鞋子都给。”女

儿刘爱林清晰地记得一件往事。那是

1992 年 10 月，村里准备为“五保户”筹

建敬老院，学校组织捐款。李永香得知

后，把全家仅剩的 20 块钱分给两个孩

子，叮嘱他们每人捐 10 块。刘爱林的班

主任娘家也在桑家疃村，知道他们家日

子紧巴，劝她少捐一点。李永香坚决不

干：“我家里虽然穷，但还能吃上饭，把

这些钱捐出去，就想让‘五保户’早日住

进敬老院。”

李 永 香 的 善 良 不 仅 影 响 着 孩 子 ，

更感动了邻里亲朋。每当她家遇到困

难时，大家都会伸手帮一把。1996 年，

刘 爱 林 考 上 泰 安 市 卫 生 学 校 ，需 要 一

次性交清 9000 元委培费，李永香实在

拿不出来，这才向乡政府求助，申请逐

年 分 期 交 纳 。 邻 里 亲 朋 听 说 后 ，纷 纷

伸 出 援 手 ，把 钱 送 到 她 家 中 。 李 永 香

分外感动，一笔一笔地记在账本上，还

当 面 注 明 了 偿 还 时 间 。 后 来 ，个 别 到

期 无 法 偿 还 的 ，她 都 第 一 时 间 上 门 道

歉解释。她常教育孩子：“做人要讲诚

信 ，答 应 别 人 的 事 情 就 要 做 到 。 以 后

无论你们在哪里、做什么，至少要做一

个诚实守信的人。”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2002 年 7 月，

儿 子 刘 德 超 参 加 高 考 时 ，考 虑 到 姐 姐

已 特 招 入 伍 ，为 了 毕 业 后 能 和 母 亲 一

道 照 顾 父 亲 ，他 决 定 报 考 地 方 高 校 。

李 永 香 坚 决 反 对 ，让 儿 子 填 报 军 校 志

愿。

“让两个孩子都参军，离家那么远，

一点忙都帮不上你，图个啥？”面对邻里

亲朋的不解，李永香淡淡一笑：“这些年

国家和部队给了我们很多照顾。孩子

大了，不能让他们守着这个小家，要让

他们接过父亲的枪，到部队这个大家庭

里锻炼成才！”

刘令义是幸运的，身后站着默默守

护的好军嫂李永香。

他们的家庭是幸福的，一双儿女没

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部队表现优秀、

成绩突出，双双成长为中校军官。

2009 年，女儿刘爱林被任命为“深

圳特区精神文明好六连”指导员。2012

年，她所在的六连被表彰为“全国军民

共 建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先 进 单 位 ”。

2021 年 7 月，刘爱林被确定转业，宣布

退役命令那天，她泣不成声：“我舍不得

这身军装啊……”儿子刘德超先后 4 次

荣立三等功，2021 年 6 月，被山东省表

彰为“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如今，儿孙承欢膝下，生活衣食无

忧。李永香和刘令义对党、国家和军队

充满感激，他们说得最多的话是：“感谢

党，感谢国家，感谢军队！”

风 雨 无 悔“ 人 世 间 ”
—山东省“十佳兵妈妈”李永香的拥军人生

■齐 闯 谭 燕 本报记者 卢 军

我出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打小就

爱听现代京剧《沙家浜》和《智取威虎

山》。从小学开始，我就参加学校宣传

队，每逢春节和“八一”建军节，就跟着

村里的工作队慰问军烈属。从那时起，

我便对英雄和解放军充满了崇拜和敬

仰。后来我参演豫剧《朝阳沟》，演银环

她妈，那时朦朦胧胧地想着，以后嫁人

就嫁个当兵的。

见令义第一眼，这个瘦瘦高高的英

俊小伙就走进了我的心里。虽然他文

化程度不高，但他能和我分享连队火热

的生活，让我对部队更加向往。

1979 年初，令义突然和我“吹灯”，

直到那年 4 月份，部队来信说他参战负

了伤，我才明白他是怕连累我。看到他

负伤后的样子，我的心像被撕开了一样

疼 。 脑 子 里 第 一 个 念 头 就 是 ：他 是 英

雄，是为国家负的伤，不管成啥样，我都

要照顾他一辈子。

说实话，当时我也想到过今后日子

的 艰 难 ，但 没 有 想 到 会 这 么 艰 难 。 那

时，家里只有我一个劳动力，令义的伤

残金、护理费，不够抚养孩子，我只能拼

命 打 零 工 赚 钱 。 好 几 次 ，实 在 撑 不 住

了，甚至动过轻生的念头，可一看到令

义那蜡黄的脸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我咬

咬牙坚持了下来。

令义身体虚弱，需要补充营养，没

钱买，我就养几只母鸡，每天早上给他沏

一碗蛋花汤。两个孩子馋得直流口水，

我就和他们说，爸爸是英雄，我们要一起

照顾好他。懂事的孩子从此不再和爸

爸争，就连后来看电视节目都让着爸爸。

孩子长大后，我认为他们应该到部

队去，像他们的父亲一样献身军营、保

家卫国。女儿卫校毕业是安排工作的，

而且女孩子在部队要比男孩子吃更多

的苦，但我还是把她送到了部队。每次

看到女儿的照片，我都心疼不已。儿子

高考那年，铁了心要报考地方院校，理

由是毕业了能照顾家，我就不用那么辛

苦了。我坚决不同意，指着他爸爸和姐

姐的立功喜报对他说，如果大家都想着

自个儿，谁来守护咱们的国家？

有一段时间，女儿和儿子一个在广

东 、一 个 在 辽 宁 ，几 年 都 不 能 团 聚 一

次。看到别人家儿孙承欢膝下其乐融

融，我和令义也很羡慕。为了避免触景

生情，我俩尽量减少去热闹的地方，晚

饭 后 就 出 去 遛 弯 ，等 街 上 人 少 了 再 回

家。2007 年 12 月，组织上考虑到我俩

年纪渐渐大了，身边需要人照顾，就将

儿子从辽宁调到了山东省泰安军分区。

这些年，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关心，

各类优抚措施越来越好，我们家先苦后

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最令我欣慰的

是，两个孩子经过部队培养，都成了优

秀的革命军人。

和 令 义 结 婚 的 这 43 年 ，面 对 他 身

体的伤残、生活的窘迫，虽然有过悲伤、

有过心痛、有过彷徨，却从未动摇过我

对令义的爱。对于当年的选择，我无怨

无悔。

（谭 燕整理）

爱 我 所 爱 ，无 怨 无 悔
■李永香

因为工作关系，我与“兵妈妈”

李永香的儿子刘德超十分熟悉。每

每聊起他的父母，我眼前总是浮动

着一幅照片和一句叮咛。

那是一幅令人心痛的照片。一

位胸前挂满军功章的军人紧闭双

眼，紧咬嘴唇，为妻子扫墓时跪下。

那 是 一 句 令 人 肝 肠 寸 断 的 叮

咛。妻子弥留之际，他含泪问还有

什么话要说，妻子只是摇摇头，好半

天，才流着泪说了一句话：“以后，跑

山上的路，要慢一些。”

——那幅照片和那句叮咛，源

自同一对夫妻。妻子临近分娩，遭

遇难产，丈夫在执行任务。任务完

成 后 赶 到 妻 子 身 边 ，孩 子 已 经 夭

折。夫妻俩终于见上了面，妻子却

没能保住性命。妻子下葬那天，他

穿上军装，戴上军功章，给妻子和孩

子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跪在坟

前，他的泪水夺眶而出。随后几年，

每次上山执行任务前，他都要到妻

子坟前坐一坐。几年下来，妻子的

坟前被他踩出了一条小路。

照片题名《英雄探妻》。

他 叫 张 良 善 ，一 位 高 原 汽 车

兵。他还有一个与刘令义一样光

荣的名字：军人。

她叫何桂丽，一位嫁给军人的

女性。她还有一个与李永香一样光

荣的称呼：军嫂。

遗憾，那时候还不流行“最美军

嫂”的评比表彰。

庆幸，在人们心目中，谁不认为

何桂丽、李永香就是最美军嫂？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究竟

有多少军嫂，在为我们这支军队、为

我们这个国家默默付出？没有人计

算，也无法计算。就像秦兆阳那首

《无题》诗所吟咏的一样：最应该记

住的最易忘记，谁记得母乳的甜美

滋味？最应该感谢的最易忘记，谁

诚心亲吻过亲爱的土地？

何止军嫂！“一人当兵，全家人

都是半个兵！”这是许多军属家庭的

真实写照。

曾经的军嫂李永香，后来成了

“兵妈妈”，不变的是她的军属身份

和默默奉献。

不论何时，不论何地，珍惜军属

荣誉，是李永香和无数军属的共同选

择。“我是军属我光荣”，“我是军属我

自豪”，这就是军属们最朴素的念头。

就军嫂而言，军人的爱情坚贞

不屈，因为军人的爱情更能体现生

死相依；军人的爱情天荒地老，因为

军人的爱情更经得起岁月沧桑。

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个戎冠秀、

王换于，展现出博大的慈母情怀；无

数个唐和恩、马毛姐用小推车、小木

船，推出了革命的胜利、灿烂的黎

明 。 和 平 建 设 时 期 ，无 数 个 赵 趁

妮 、庄印芳 、何桂丽、李永香，书写

了爱国拥军的新传奇。

走进新时代，新一代军嫂在成

长，新一代兵妈妈在涌现，越来越多

的“最美军嫂”“拥军妈妈”接过“沂

蒙红嫂”“沂蒙六姐妹”“太行奶娘”

的拥军接力棒，用自己的特有方式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她们一人带

动全家人，爱国拥军好家风得以传

承；全家人带动一座城，率先垂范成

为好榜样。

“最美军嫂”多得像天上繁星，

“拥军妈妈”好得似亲生母亲，她们

就是养育我们这支军队的泥土和大

地！她们并不在意，是记住还是遗

忘了她们；她们并不计较，是不是有

人回报或者感恩于她们。

致 敬 ，最 美 军 嫂 ！ 致 敬 ，拥 军

妈妈！

人世间，你们无愧“最美”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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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