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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建华 / 文

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

刘述，1926 年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1945 年入伍， 中共
党员，原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 19 团三营七连四排排长。 参加过太原解放战
役、义敦县（1978 年撤并入巴塘县、白玉县和德格县）剿匪战斗。被十八兵团
评为“战斗英雄”。

任秀珍，本名仁珍卓玛，1928 年出生于理塘县濯桑乡然依村。 1951 年
参加工作。 参加过理塘县、义敦县的剿匪战斗。

刘述与任秀珍在剿匪战斗中，经部队连长介绍，相识相知相恋，1958 年
喜结连理。1962 年，应父亲要求，夫妻俩回到山西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当了
一辈子农民。 这对藏族和汉族夫妻在烽火岁月中缔结的爱情，天长地久，感
天动地。

惟有遵守规则
才能人生通达

■欧阳美书

☆话题背景：
日前，康定公交公司告诉媒体 ，康定公

交车投币箱每月都会“吞进”上千元的假币
残币。 这些假币残币包括各种游戏币、非流
通纪念币 、儿童玩具纸币 、祭祀用的冥币 、
像硬币大小的铁片，还有许多人自作聪明 ，
故意将一元纸币撕成两三片 ， 甚至四片使
用，1 元钱被当成了几元钱用。 （本报 12 月
7日二版新闻）

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西方人说，人
之初，性本恶。 这个问题自西学东渐后，就没
争出个结果。 但是，随着国门打开，人员进出
往来及见识增多， 国人习性中不那么良好的
一面，渐渐地呈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公交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交通工
具，年满六十后凭老年证还可免费搭乘，公交
车这种公共交通系统， 完全是经济社会发展
到一定程度后， 政府给市民提供的一种出行
便利。就公共交通的性质而言，公交车收不收
那一元或两元的乘车费， 对公交公司的意义
都不太大， 因为公共交通本就是财政投资与
补贴的行业。

在笔者看来， 公交车收费一元或两元，
其更大的目的还是在于一种暗示，公交车运
输是有成本的，有事没事的人不要蹭公交车
玩， 把公交车的空间留给那些需要乘车的
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交车是城市居民共
同的福祉，更是低收入人群必不可少的出行
工具。由此，经常乘坐公交车的人，理应带头
维护公交车运营规则的神圣性，而不是随意
漠视、践踏之。

问题就出在这儿： 那些向投币箱投送假
币、残币的人，正是最需要公交车保持正常运
营甚至需要公共交通更大发展的人。 最需要
某种服务和设施的人， 他们往往在亲自毁坏
着那种服务和设施而不自知！

说开了去， 乘公交车投假币只不过是国
人喜欢占小便宜心理的具体反应。 国人喜好
占便宜，这是全球公认。买什么东西都喜欢讲
价、打折，走路要抄近路而不顾脚下的花花草
草，但凡遇排队之事总喜欢抢位、挤位，去机
关单位办事总喜欢找熟人走后门， 但凡遇到
工作责任之类的则总喜欢迟到早退梭边边，
甚至连上厕所都舍不得再向前走一步， 便后
甚至不放水冲洗……如果今天乘坐公交车没
抢到座位，如果今天出门没占到便宜，如果今
天有一张假币没有使用出去， 某些人的心情
就非常不爽。

可是， 喜欢占小便宜的人是否真的占着
便宜了呢？假设你每天乘公交都投放假币，一
个月所节省不过几十块钱， 其绝对数字远远
低于政府给你的低保与救济。但是，你却由此
要承受：同车人对你的白眼，左邻右舍对你的
白眼，儿孙亲戚对你的白眼，甚至你家的一年
级大人还会说你“丢人”！ 千万不要以为邻居
和同事不知， 别人只不过对你这种喜欢占小
便宜的人不屑一顾罢了。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以占小便宜而发达
的， 想要占大便宜譬如贪官却要承担更大的
风险。 人类数百个国家上千个民族数千年智
慧，早就告诉我们有付出才会有收获，有舍才
有得！ 该付钱时哪怕仅仅是一块钱也一定要
付，只有符合规则的付出，人才能心安，心安
才会有骨气，有骨气才会受人尊重，而受人尊
重，则正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开始。

▲任秀珍

▲刘述

10 月 4 日， 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任秀珍老人在家人的陪伴下，千
里奔波来到康定，准备回到阔别 50 多年的故乡理塘县濯桑乡寻亲，但车到海
拔 4300 米的折多山时，87 岁高龄的任秀珍老人出现高原反应， 求助康定市公
安局折多山警务站的民警。 民警热心帮助，建议老人回康定等待，让理塘的亲
人到康定来会面。

“故乡近在咫尺，看来我这辈子无法踏上魂牵梦绕的故乡这片热土了。 ”任
秀珍老人惆怅连连。

“亚丁机场通航，坐飞机回家很便捷，但母亲年事已高，不能乘坐飞机，我
们只好自驾车送她回来。 ”女儿说。

在康定民警和新闻媒体的帮助下，理塘老家的亲人很快到康定与老人见面。

10 月 6 日，任秀珍老人和从理塘赶来的侄孙女卓玛、侄孙女婿洛让紧紧地
拥抱在一起。

“我们找了您这么多年，音讯全无。 2006 年，您的弟弟为了找您，不幸遭遇车
祸去世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都以为再也找不到您了。 您的身体还好吧？ 在山西生
活还习惯吗？ ”洛让一会儿理理老人的衣角，一会儿理理老人的头发，亲情流淌。

“我的脚因为骨折，上了钢针，走路不太方便，并无大碍。 你看我眼不花耳
不聋，身体结实着呢。 ”任秀珍老人听说弟弟已经去世，难过得失声痛哭。

老人平复了悲痛的情绪，慈祥地向侄孙女婿询问家乡的情况。 得知理塘
通过实施牧民定居政策，牧民住上了漂亮的住房，生活好过了，侄孙女一家在
理塘县城买了房子，老人激动地连声说：“好，好。 当年，我和丈夫参加平叛战
斗，为的就是要让农牧民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 ”

老人告诉记者，她的丈夫刘述 1999年就去世了。丈夫生前始终牵挂着这片他
们一起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 丈夫曾经和她约定，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回到理塘去
看看。 但后来，丈夫的身体每况愈下，直到去世也没有完成这个心愿。

在任秀珍心目中，刘述永远是个大英雄。 近半个世纪，任秀珍和刘述的爱情
日久弥新。 在老人绘声绘色的讲述下，英雄从硝烟中走来，仿佛是历史星空中最
亮的星辰。

1948 年 10 月 17 日，解放太原战役打响，刘述所在的部队担负攻打阎锡山
部队东山四大要塞之一的牛驼寨阵地的任务。 刘述带领第七纵队 19 团三营七
连四排的战士从秘密小道袭入牛驼寨附近，配合三旅和七旅发动攻击，战斗进
入白热化，我军和敌军展开了拉锯战，双方伤亡惨重。27 日晚，我军对敌军阵地
进行彻夜攻击，刘述带领四排战士向七号阵地发起猛攻，用机枪扫射和抛掷手
榴弹，打得蜂拥而来的敌人抱头鼠窜，终于占领了七号阵地。 11 月 13 日晚 18

时，刘述带领四排战士连续五次攻击四号阵地，战士们将进入火力圈的敌人打
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经过战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终于拿下了四号阵地。

1949 年 4 月 24 日，解放太原战役总攻打响，刘述带领四排担任攻城任务。
他们向大东门挺进，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冲去。 解放军的大炮整整攻击了一个小
时，将太原城炸开了两个大缺口。解放军登城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利用地形接
近了城墙缺口。 炮火向城墙缺口的两侧敌人射击，刘述带领战士们举着红旗冲
进了大东门。在向阎锡山的“绥靖公署”发动攻击时，敌军负隅顽抗，解放军战士
与敌军展开了肉搏战。刘述挥舞大刀向敌军的头上砍去。刘述砍死了 6 个敌人，
自己的胸部、手臂、大腿也被敌人刺伤，脸上被子弹擦伤。经过激烈战斗，刘述和
战友们活捉了阎锡山部队的大小头目多人。 至今，在山西的家里还珍藏着刘述
战斗中使用过的大刀。 战斗结束后，刘述获得十八兵团“战斗英雄”称号。

太原解放后，刘述随十八兵团进藏并来到义敦县。 1956 年，理塘县发生叛
乱，刘述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剿匪战斗。

千山万水阻不断浓浓思乡情A

妻子心中永远的英雄B

跟随丈夫到山西当农民C
1951 年 1 月， 任秀珍作为民兵积极分子到康定民族干部学校学习， 一年

后，回到理塘工作。 后来，又先后到西康省雅安干部学校和西南民族学院分别
学习会计和政治专业。

1956 年，理塘县发生武装叛乱，任秀珍的家乡濯桑也未能幸免。 任秀珍自
告奋勇要求参加平叛战斗。工作队领导说：“你是女性，不能上战场。 ”任秀珍却
说：“家乡的情况我比你们熟悉，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民兵，我一定要
上战场。 ”工作队的领导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

任秀珍跟随部队浴血奋战，参加了濯桑、热科、理塘县城和义敦县的剿匪。
“土匪围攻县政府，伏击、袭击民改工作队员，炸毁桥梁 ，残忍地杀害解

放军战士，残暴行为令人发指。 ”任秀珍老人回忆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 ，记
忆犹新。

“我前后扛过 6 年枪，开始是步枪，后来是手枪。 到底杀了多少土匪，我记
不清了。 ”任秀珍回忆往昔的战斗经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平叛战斗中，在张连长的介绍下，任秀珍认识了刘述。 张连长一有空就
讲述刘述在解放太原战役期间和平叛战斗中的英雄故事， 讲述任秀珍巾帼不
让须眉参加剿匪战斗的事迹。 两个出生入死的年轻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1958 年，任秀珍和刘述在部队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部队首长说：“这是藏、
汉团结的象征，是在战争中结成的美好姻缘，希望夫妻俩携手同心，共同杀敌，
早日取得剿匪战斗的胜利。 ”

康巴藏区的匪患被消除后，刘述被安排到义敦县人民银行工作，任秀珍
则在义敦县新华书店工作。由于任秀珍精通藏、汉双语，她还兼职做领导的翻
译工作。

1962 年 7 月，刘述的父亲在信中告诉他，因为体弱多病，希望儿子能够回
到身边为他养老送终。 接到父亲的来信，刘述感到很为难，民改工作还没有结
束，党还需要像他这样的优秀干部。 但如果不及时赶回家，今后可能连尽孝的
机会都没有了。 任秀珍坚定地说：“我和你是夫妻，你走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
他们辞掉了在义敦县的工作回到山西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不管日子过得再艰难，刘述和我商定都不要给组织增添麻烦。 ”任秀珍
说，刘述是个不事张扬的人，从不居功自傲，就连他的那些英雄故事，他也很
少提及。

1999 年， 刘述在弥留之际拉着任秀珍的手遗憾地说：“你不远千里追随我
到了山西，我没有让你过上好日子，我对不起你。 我很想回义敦县去看看，这辈
子是没有机会了，你一定要替我回去看看，看看理塘的亲人，替我向他们说声
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你。 ”

讲到这里，任秀珍已泣不成声，刘述是忠孝两全的好男儿，她不后悔嫁给
刘述。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女婿对她们夫妻俩都很孝顺。女婿做小生意养
家糊口。

“日子过得虽然不富裕，但比我们当年剿匪的时候幸福多了。 ”任秀珍很知
足。 这次回来，虽然没有回到家乡，但见到了理塘的亲人，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她死而无憾了。

任秀珍老人语气坚定地说， 希望记者把她和刘述的故事讲给藏区的群众
听，要让藏区的群众知党恩、感党恩，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捧着亡夫的心愿回故乡

周末·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