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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永和镇妇联主席林康敏

的陪同下，来到位于佳成村的

李贞小学，李贞将军生平事迹

陈列室就位于小学内。林康敏

告诉记者，因为地质原因，目

前这个学校已经废弃，新的校

区正在重新建设，而镇上也将

李贞纪念馆、李氏宗祠、李贞

廉政文化屋场的建设提上日程。

“家乡的亲人们有困难，他

们从来都是毫不犹豫给予必要

帮助。有一次，我正在家中的

办公室玩，亲耳听见甘爸爸走

进来跟李妈妈说，乡里谁谁来

信说需要钱了。李妈妈很快就

让秘书汇钱过去。乡下无论来

什么人，即使不是亲戚，往返

路费都是李妈妈出，走时还给

他们带上一些东西。”同为李贞

养女的李里说。

家乡同样挂念这位 18 岁就

离开的女儿——即便是在“文

革”期间，曾经风光的女儿已

经落难。李益岐告诉记者，淳

朴的家乡亲人当时联名打报告：

“既然李贞犯了错误，就让她解

甲归田，回家务农吧。”

“文革”期间，作为李贞的

弟弟，李益岐的父亲李华国受

到牵连，被关押了4 年。李益

岐和二哥也因此失去参军资格。

1975 年，得到平反的李贞

恢复名誉和职务。李益岐和二

哥想去北京投奔姑妈，但是李

华国“举着一根拐杖”，把兄弟

俩拦住了，“父亲说，不能给姑

姑添麻烦，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1990 年 3月，李贞因病在

北京逝世。她唯一的存折上仅

有一万多元。她在遗嘱中写着：

一部分交党费，一部分分别资

助给家乡浏阳和丈夫家乡宁乡。

李益岐终于去了北京。而这

一次，却是与姑妈李贞永别。

李益岐从北京带回了姑妈

的两件遗物：一件将军生前穿

过的军绿色棉袄，一座已经破

旧得早就不能走字的钟。如今，

这两件遗物被他当作宝贝收在

二楼卧室。在李益岐的堂屋中，

姑妈李贞的像最大，也摆得最

正最高，“姑妈是家里的骄傲”。

虽然年纪尚小的孙辈还不

大明白这位身着戎装的老奶奶

跟他们的联系，但李益岐常常

会跟子孙后代讲起李贞将军的

故事。

“长大了，他们就慢慢明白

了。”注视着电视屏幕里铿锵走

过的威武之师，这位一生务农、

不善言辞的老人缓缓地说。

“最美”军嫂：千里姻缘一“信”牵
结婚 19年，分居 19年，用 1200 封书信见证爱情——

“我是军人的妻，这些年的不容易，我怎能告诉你，有过多少叹息也有多少挺立，长夜的那串泪滴我怎能留给你
……”知名歌手谭晶的一曲《妻子》，唱出了军嫂的坚守和不易。

在娄底冷水江市就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军嫂，名叫陈玲。她和丈夫结婚 19 年，分居 19 年，靠 1200 多封书信相互鼓
励和支持一路走来。这份坚守和奉献，让他们的爱情故事有了格外动人的力量，陈玲也先后荣膺“全国最美军嫂”、“湖
南省优秀军嫂”称号。今年 5 月，陈玲一家当选为“全国最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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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 84页的
书信牵出一段情缘

用“千里姻缘一信牵”来形

容陈玲与爱人肖拥军的相识是

最恰当不过了。

1997年1月，陈玲当时是娄

底市《冷水江报》的记者。有一天，

报社一位大姐问她要了一张照片，

说要给她介绍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认识。几天后，陈玲收到了一封

来自南昌陆军学院的书信，还有

一张照片。写信人叫肖拥军，家

在几百里之外的常德。这时陈

玲才知道大姐给她介绍的“小伙”

是个军人。

虽然彼此是通过照片相识，

但陈玲对肖拥军字里行间流露出

的真诚和涵养很有好感。通信

半年后，两人终于第一次见面了。

这次见面让陈玲至今记忆犹新：

“一点都不陌生，好像认识了特

别久，一见面就很谈得来。”

10 天的短暂相聚后，肖拥

军便踏上了服役南沙的征途。那

时通信技术并不发达，书信成了

两人一直异地交流的方式。当年

12月底，肖拥军开始了自己第一

次南沙守礁任务。离开港口，人

突然像断了线的风筝。陈玲整整

四个月没有接到肖拥军的电话或

者书信，好像人一下子就消失了。

四个月后，肖拥军下礁休假，

他带给陈玲的见面礼是一封长

达 84页的书信，字里行间写满

了对陈玲的牵挂和担忧。

读完这封长信，陈玲泪流满

面，感动在心。她说：“这封信

整整装了8 个大信封才装下，本

来四个月没有任何音信，要说心

里没有一点埋怨是不可能的，但

他的这份情意真的让我特别特

别感动。”

1998 年 5月1日，陈玲与肖

拥军携手走进婚姻，陈玲也正

式成为一名军嫂。

当军嫂难，
当南沙军嫂更难

当军嫂有多不易，陈玲在走

进围城后才真正感受到。

婚后第二年，陈玲怀孕了，

她妊娠反应强烈，常常翻江倒

海般地呕吐。最需要丈夫守候

在身边的时候却没人陪伴，陈

玲咬着牙一个人扛了过来。

女儿一岁半时 , 额头磕在四

方炉角上破了口，送到医院时，

已是晚上10 时。听到女儿在做

缝针手术时声嘶力竭的哭喊，等

候在手术室外的陈玲也哭成了

泪人。

也许是受了惊吓，出院后的

女儿胃口和睡眠极差。为给女儿

调理身体，陈玲又要上班，又要

抱着女儿四处求医问药，甚至翻

山越岭到一个偏僻山村找方子。

女儿的身体好不容易恢复，她自

己却瘦了四五斤。

等肖拥军从南沙执行完任

务，探亲回家已是半年之后。肖

拥军嗔怪她为什么不早说，她一

笑置之。陈玲说，她知道，他

在部队也是身不由己，不想因为

家庭琐事影响到他驻防时的工

作状态，徒增他的烦恼。

身为记者，陈玲的工作本身

就奔波而忙碌，她一直坚守在

采编一线，白天采访，晚上写稿，

每次赶稿子，都要等到女儿睡

熟后再通宵加班。

女儿长大后考到了长沙的中

学，为兼顾女儿的成长教育，每

个周末陈玲都会从娄底冷水江

坐车到长沙看望女儿，来回 500

多公里，6 年间风雨无阻，这份

无人分担的辛苦可想而知。陈

玲却说：“每个当军嫂的应该都

是女汉子。”

99 朵玫瑰
见证军人深情

作为军嫂，异地分居的日子

虽然各种滋味杂糅其中，但也有

属于他们的甜蜜时刻。

陈玲说，肖拥军所在的部队

担负着保卫南沙的神圣使命，官

兵们轮流换班守卫在远离大陆

的南沙岛礁上，每批守礁三个月。

高温、高盐，缺乏淡水、蔬菜，

恶劣的自然条件，艰苦的生活环

境，重如泰山的守礁责任，是

每一位南沙官兵必须承受的。

但肖拥军很少向家人提及守

礁的艰辛。结婚后，每次出征南

沙，他会在出海前，赶写出十五

六封信，写上编号，托礁下的战

友每周寄一封回家，希望减轻

妻子内心的孤独。而在礁上，除

了训练任务，肖拥军就是写信

和写日记。每次下礁后的见面

礼，便是几十封书信和厚厚的一

本日记。十几年下来，竟然有了

1200 封书信和十几本日记。

肖拥军在给妻子的一封家书

中这样写道：“玲子，还记得谭

晶唱的那首《妻子》吗？在我心中，

那就是你的写照啊！亲爱的玲子，

这辈子欠你太多，下辈子，我们

还做夫妻，让我做你的妻子！”

“这些书信在我孤独寂寞

时，的确给了我莫大的力量！”

陈玲说。

岁月如梭，一晃到今年，陈

玲和肖拥军结婚 19 年，两地分

居也 19 年了，两人在一起的日

子屈指可数。去年初，肖拥军许

眷念家乡：
优良家风代代传承

诺，一定陪陈玲过生日，而当

生日来临时，他又在南沙执行

任务，再次食言——但有心的

他托驻地的朋友订了99 朵玫

瑰送到陈玲的办公室。

看到这火红娇艳的玫瑰，

陈玲说，她懂得爱人的情怀，

也明白爱人对家的这份真情。

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2005 年，看到住在农村的

公婆身体不好，农活太重，陈

玲把公公婆婆接到城里住在一

起，10 年下来没红过脸。搬家、

女儿入学、公婆住院、爷爷去

世，都是陈玲自己一个人默默

做好，只在事毕之后轻描淡写

地告诉爱人。

和睦的大家庭让陈玲有了

好媳妇的名声，她和爱人鸿雁

传书的爱情故事也在战友和同

事圈中传为美谈。他们的女儿

曾在小学四年级的作文《我的

爸爸》里这样写道：有这样好

的爸爸妈妈，我在梦里都会笑。

女儿非常乖巧，好学上进，

曾被评为冷水江市首届“阳光少

年”，2014 年中考以全A的成绩

考上湖南四大名校之一的湖南师

大附中。今年高考，又取得了超

一本线十多分的好成绩。

有了贤惠妻子在后方的妥

善经营，肖拥军心无旁骛，工

作更加出色。他多次被表彰为

“优秀基层主官”、“从严治军

优秀个人”、“优秀指挥军官”，

五次荣立三等功。今年，他刚

刚从部队转业。

陈玲在 2009 年被授予南

沙守备部队首届“十佳礁嫂”

称号；2015 年建军节被评为“全

国最美军嫂”，并光荣地出席

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

军 88 周年招待会；2016 年 12

月被授予湖南省优秀军嫂。

2017 年 5月，陈玲一家获

评“全国最美家庭”。

陈玲说：“我只是全国千千

万万军嫂中的普通一员，我做

的也只是普通军嫂都能做到的

牺牲和奉献。但我仍为我的军

嫂身份感到自豪和光荣，因为

我的丈夫是为我们保家卫国的

军人。”

（上接 A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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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军
人 家 庭 的 柔
情和担当。

一家三口难
得 相 聚， 开
心自拍。

2009 年 , 陈 玲 带
女儿去部队探亲，
一家三口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