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4日，在阜阳市颍州区的席殊书屋，一
名学生正津津有味地看书。暑假期间，阜阳各
中小学学生纷纷走进图书馆和各大书店，开启
假日“充电”模式，丰富自己的课内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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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新四军老战士杨寒今年 100岁，与党同龄，虽已满

头白发，但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老人

依旧记忆犹新。聆听着杨寒的故事，一个飒爽英姿新四军女战

士的形象，也渐渐浮现在我们面前。

青春在革命战火中燃烧
杨寒是河南省新野县人，1921年11月出生。上小学时，受

地下党员于洗尘老师的影响，救国救民的火种就深埋心间。同

样受共产党的影响，杨寒的姐姐于1936年离开家乡，跋涉于安

徽、河南、山西等多地，最后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走上了

革命的道路。

受老师和姐姐的教导，杨寒 15岁便离开学校从开封前往

南阳寻找党组织。“当时党组织都是秘密活动的，在当时的政治

环境下，寻找党组织极其困难。”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很快踏进了河南。“看着家乡人民惨遭蹂躏，

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党组织，加入中

国共产党，解救家乡父老。”杨寒回忆道。

一天，趁父亲出门在外，杨寒到父亲任教的学校领取他的

工资作为盘缠，去寻找党组织。“当时，我姐姐同学的亲戚是北

京大学学生，他放假在家，参加了南阳平津流亡会剧团。我通

过他的关系，进入了剧团。后来才知道，这个剧团是中共地下

党领导的，团长郭以清就是地下党员。”由于剧团频繁演出进步

节目，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剧团很快被强行解散。

“当时团长正要去周口开党代会，担心剧团进步青年受到

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就悄悄地带我们两位女生踏上寻找红军队

伍的路线。”在郭以清的带领下，杨寒等人通过国民党的层层封

锁线，参加了革命。

1938年2月，杨寒所在的红军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

队第八团，杨寒被分到宣传队（后改为战地服务团，当时全团只

有四位女同志）。

部队东进之前八团领导担心杨寒年纪小，打仗危险，打算

把她留下来。杨寒找到团首长，坚决要求随部队行动。杨寒不

怕牺牲的勇气最终感动了团首长，同意带她一起东进抗日。

“当时条件很苦，部队装备非常差，许多战士没有枪，大家上

阵就拿着大刀、红缨枪，穿的也都是自己的衣服。能穿上崭新的

军装，对我们来说就像过年一样高兴。”杨寒说。

两次聆听刘少奇报告 坚定理想与信念
舒城是部队东进安徽后的第一站，1938年 4月 4日，杨寒

在这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唤醒更多人的抗战觉悟，做好群众工作，杨寒和宣传队

员们有时会提着石灰水、锅底灰水，沿途书写标语；每次在部队

到达村庄前，宣传队员要提前到乡镇、村落进行抗战宣传；在部

队行进中他们要跑前跑后进行鼓动宣传，以革命的、大众的文

字、歌曲，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

八团在东进皖中、皖东的最初两年，经常流动作战，物资给

养困难，斗争环境险恶，这种状况直到刘少奇同志来皖东后才

有所改变。

1939年冬，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来到淮

南路西敌后抗日第一线。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中共中央

中原局先后三次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

向敌后发展的方针，杨寒两次参加会议聆听刘少奇同志的报告。

“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报告的主题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壮大革命武装。”杨寒曾在口述回忆中对此有着详细的介绍。

遵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时任章广区区委委员、民运组负

责人的杨寒开始与江北新四军投入到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

热潮中，并很快建立了章广区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敌后抗日

根据地。从此，彻底解决了新四军“家”的问题，工作、斗争环境

大为改善。

第二次聆听刘少奇同志作报告，是在 1940年。这次报告

的重点是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那时军民关系如

鱼水，感情特别浓，群众得到部队的保护，部队也得到群众的大

力支持。聆听报告后，更坚定了咱们走群众路线的方针，为党

的与劳苦大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是最值得的。”杨寒感慨道。

就在这年春，杨寒被组织派往淮南路东的马坝区工作，那里

是淮南、淮北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也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

“根据地的情况不那么稳定，国民党顽固派还想卷土重来，6月
份，根据地的各个县都发生了暴动，情况特别危急。”杨寒回忆，

在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后，马坝地区才重新恢复了稳定和安全。

言传身教 传承红色力量
新四军成立 8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

年纪念章、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一枚枚纪念章饱含着杨

寒老人一段段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往事，也是对她光荣历史

的最好印证。

这位新四军老战士活到老、学到老，经常在家中练书法，戴

着放大镜看报纸，了解国家大事。“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母亲把

生死看得很开，她教导我们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和挫折，都要勇

敢地去面对、克服，对生活始终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

杨寒的儿子说，母亲从小就教导子孙后代要走得直、行得正。

“母亲的言传身教为我们后辈树立了良好榜样，也是我们的‘传

家宝’。”

谈到过去的烽火岁月，杨寒多次感慨落泪。她说:“今年是

建党100周年，我很幸运与党同龄。我亲身经历了从旧中国到

新中国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巨大变化，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杨寒表示，虽然现在自己上了年纪，但仍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结合自身的革命经历，多讲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引导教育青少年一代，接好革命事业的班。

（张婷婷 朱永鑫 文/图）

百岁新四军老战士杨寒百岁新四军老战士杨寒：：

与党同龄与党同龄 同心同行同心同行

“对于一个错误的翻译，我们需要找出少则几百条、多至几万

条的数据让系统进行比对、学习识别，这样才能避免再次出错。”

张为泰，这个90年出生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是冬奥会多语种语言

服务关键支撑技术与设备项目具体研发的负责人，带领着科大讯

飞股份有限公司一个几乎由“90后”组成的冬奥会“翻译官”团队。

早在 2019年 4月，还在做一线技术人员的张为泰和其它 14
名同事一起，开始着手为冬奥会多语种语言服务提供关键支撑

技术。接到任务之初，团队首先对通用场景的翻译系统进行冬

奥场景测试，发现问题多数出在冬奥会专业术语和缩写上。“那

段时间，我们没日没夜地加班，不断优化方案、写代码、做试验，

努力提升冬奥会场景的应用准确率。”张为泰说起项目起步阶段

的艰辛仍记忆犹新。

2020年初，张为泰从一线技术岗走上技术管理岗，成为团队

的负责人。对于这个“90后”来说，工作压力不仅仅是要做好算

法，还要思考如何带好这个“90后”团队。压力之下，张为泰不断

调整自己的状态，进一步加强和同事之间的沟通。“每周三下班，

我们团队都会聚餐，一起体育锻炼，让大家放松放松。每当项目

取得小突破，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增进彼此的了解。”

“目前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工作就是要提升机器同传的速度，

我们通过识别流式，以说话的字、词为单位递增识别，一句话结

束马上进行调整，这对技术算法要求更高了。此外，我们还需要

完善口语转成书面语言的技术，并对方言、口音等机器翻译的技

术进行再提升。”张为泰说道。

张为泰和他的团队可能不会出现在冬奥会的现场。但正如

他所说，去不去现场不重要，对于他们而言，最大的回报和收获

就是能为冬奥会提供良好的沟通环境、提高赛会保障服务效率

作贡献，让赛场内外实现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语音和语言交互

无障碍。 （周雨濛/文 韩文哲/图）

在宿松县佐坝乡渔雁村焦蚌组，提起五保老人施祥保，人

们都会竖起大拇指。他31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地照顾瘫痪妻子

黄带娣，用实际行动谱写人间真爱。

1990年，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黄带娣，因突发其他疾病导

致全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施祥保毫不犹豫地挑起了照料妻子

的重担。每天清晨，他起床第一件事是给妻子穿衣服，帮妻子上

厕所、刷牙、洗脸；随后，将妻子抱到堂屋里，放在躺椅上斜躺着，

再忙着洗衣、煮饭；饭熟了，给妻子喂饭喂水；忙完家里的一切，就

去地里干活；晚上还给妻子洗澡、擦身……一年365天，天天如此。

施祥保说，每次去地里干活，他都不敢待很长时间，一般一

个小时后就会准时赶回家，帮妻子上厕所、喂水。十几年前，为

了生计，他经常不能准时回家。有时妻子憋不住小便，为了不

弄脏身上的衣服，就自己挪到椅子边上，由于身体失去平衡，常

常连人带椅侧翻在地，每次都是从家门口路过的乡亲，主动帮

忙将妻子从地上抱起来。现在，随着国家对五保户优抚待遇的

不断提高，家庭条件有所改善，施祥保能抽出更多时间照顾妻

子，但他不想完全依靠党和政府来改变家庭现状，打算边种庄

稼边照顾妻子，使家里的日子一点点好起来。所以，他每天都

要抽出几个小时去地里干农活，剩下的时间都用来照顾妻子。

尽管这样的日子很辛苦，但施祥保从没有一句怨言。为了

不让妻子感到无聊，只要有空，他就坐在妻子身旁，陪她聊天。

他知道妻子喜欢听黄梅戏，2019年，他用节衣缩食省下的钱买

了一台播放机，循环播放黄梅戏给妻子听。他还经常邀约年长

的女邻居到家里，陪妻子聊天。

对于施祥保所做的一切，邻居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老

施是个性格乐观的人，从不在别人面前叫苦叫累；在用钱方面，

他对自己非常刻薄，却对老伴非常大方；去年，他换了一台新电

扇，还买了一台取暖器，就是为了不让老伴夏天热着、冬天冷

着。”谈起施祥保对妻子的呵护，渔雁村焦蚌组 74岁的老党员

杨水枝赞不绝口。

在施祥保的悉心照顾下，黄带娣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由

于 31年如一日悉心照顾瘫痪妻子，施祥保多次被佐坝乡评为

“好丈夫”。

幸福是什么？对于施祥保来说，夫妻相互陪伴，这便是幸

福。“国家对我们五保户的政策这么好，日子自然过得称心。”

（孙春旺）

用实际行动谱写人间真爱

他悉心照顾瘫痪妻子31年

杨寒及她获得的荣誉杨寒及她获得的荣誉

张为泰（中）在和同事们研究冬奥会机器翻译的细节问题

本报讯 危急时刻，两名武警官兵紧紧抓

住轻生女孩，奋力将其从生死边缘拉回。在了

解到女孩家境贫困后，他们又慷慨解囊，捐出

4000元善款。

“你们不要再说了，让我解脱吧！”6月 26
日晚9时15分左右，一名女孩站在蚌埠市五河

县的淮河大桥上情绪激动地对父母喊道，她一

手扒着护栏，随时都有跳河轻生的可能。武警

安徽省总队蚌埠支队保障处处长钱同宝和执

勤大队教导员史可厂刚检查完巡逻勤务，正巧

路过这里，听到叫喊声后，他们立即冲上前，与

旁人一同劝说女孩。

女孩情绪愈发激动，双手抓住护栏，突然

要转身翻越栏杆。千钧一发之际，钱同宝和史

可厂一个大跨步冲向前，分别抱住其腰部和右

臂，奋力将女孩从栏杆边拉了回来。钱同宝

说，当时他和史可厂并没有多想，见到情况危

急便立即冲了上去。史可厂在抓住女孩的瞬

间，右脚不慎踢在了大桥的石质栏杆上，疼痛

难忍，当场瘫坐在地。

救下女孩后，两人一边安抚女孩情绪，一

边耐心劝导家长与孩子沟通，女孩最终答应跟

父母回家。在聊天过程中，钱同宝和史可厂了

解到女孩家境贫困后，当即决定捐款 4000元，

帮她渡过难关，并承诺将长期资助她求学。武

警官兵的暖心举动让女孩一家深受感动。

结束救援后，受伤的史可厂被送到医院检

查，诊断为右脚第二至第五趾关节骨折。史可

厂说：“比起拯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这点小伤

微不足道！” （忆炎 杨政）

7 月 5 日，在含
山 县 党 建 服 务 中
心，孩子们在“爱心
课堂”公益辅导班
上课。由共青团含
山县委主办，含山
县岑冉助学会、含
山 社 区 网 承 办 的

“爱心课堂”公益辅
导班于当日开班，
通过招募大学生志
愿者，于7月上旬至
8 月下旬为留守儿
童、贫困家庭学生
提供公益性暑期看
护服务，开展作业
辅导、文体锻炼、读
书赏析等活动，帮
助孩子们度过快乐
假期。 欧宗涛/摄

“爱心课堂”助力快乐暑假

本报讯 减速、靠边停车、打开双闪、打

开车门……一系列操作完成后，她趴在了公

交车驾驶室旁的栏杆上，用尽力气告诉乘客：

“请大家下车吧，我快晕倒了。”7月 2日上午，

宿州市灵璧县 3路公交驾驶员解晋驾车时突

感身体不适，她忍着疼痛、凭着意志，坚持将

车开到终点站。

7月 4日，笔者在灵璧县人民医院见到了

解晋，她正躺在病床上输液，看上去很虚弱，说

起话来有气无力。她告诉笔者，事发当天，她

发车时感到腹中一阵剧痛，“我当时就想着坚

持把车开到终点站，然后让同事来帮忙完成当

天的工作，但行驶到一半时，疼得受不了，汗水

不停地冒。”解晋说，因公交车已驶离站台，她

担心将车停在路边会造成拥堵，危及乘客安

全，于是，就坚持将车开到终点站。

乘客安全下车后，解晋在车上休息了一

会，随后联系接班驾驶员，独自前往医院诊治。

据医生介绍，解晋刚到医院时，高烧 39.5
摄氏度，身体极度虚弱，还伴有阑尾感染，后期

根据病情，可能要进行手术治疗。

事后，当天乘车的乘客把解晋的事迹发到

网上，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点赞。

（张佳男 柏立席）

公交驾驶员突发疾病
仍将乘客送到终点站

武警官兵勇救轻生女孩并捐款相助

这群这群““9090后后””成为冬奥会的成为冬奥会的““翻译官翻译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