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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青 通讯员
七轩 图文报道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快乐……”市第七人民医院重症
病房中近日传来一阵轻柔的歌
声。头发花白的老人躺卧在床，
女儿掏出一支新买的口红，为母
亲点红眉心：“母亲爱美，今天是
她九十大寿，我特地买来口红。
不方便涂嘴唇，点在额头也打扮
得漂漂亮亮的。”

这位老人名叫路歌，1984
年被评为全国振兴中华读书活
动积极分子，作为我市唯一代
表赴京出席全国职工读书活动
经验交流会，并登上《常州日
报》头版。而她一生的经历真
可谓十分精彩，曾作为秧歌队
中的腰鼓队员参加开国大典，
也曾作为中央戏剧学院首届毕
业生投身抗美援朝，在离休后
还参演了《编辑部的故事》等10
多部电视剧。

出生于黑龙江，成长于北
京，但路歌选择常州作为终老之
所。女儿路迪告诉记者，尽管有
几次到其他城市发展的机会，但
父母选择留在常州。二老曾说，
选择这里我们不后悔。

参加开国大典，投
身抗美援朝

1949年 10月1日，阳光灿
烂。作为秧歌队中的腰鼓队员，
路歌一大早就化好妆，胸前佩戴
着大红绸英雄结，和同学们来到
天安门广场。路歌站在前列，位
置正对天安门城楼中心。

下午3时，毛主席出现在天
安门城楼上，铺天盖地的欢呼声
响彻云霄。军队检阅结束，群众
游行开始。路歌在欢快的歌声
中，用系着红绸的鼓槌使劲敲打
腰鼓。

1950年11月，16岁的路歌
作为中央戏剧学院的首届毕业
生报名参军，义无反顾跨过鸭绿
江。路歌在铁道兵文工团当文
艺演员，为“最可爱的人”演出。

朝鲜的冬天是严酷的，最低
气温冷到零下40多摄氏度。敌
机频频投弹，人住在潮湿的防空
洞里，一摸一把霜；过封锁区时，
一路跑一路摔跟头，有一晚路歌
摔了24个跟头。连天烽火里，
处处留下了她动听的报幕声和
精彩的歌舞表演，战士们亲切地
称她为“战地之花”。

第二故乡是福地，
给个杭州都不换

1966年，路歌夫妇被安排
到工厂车间工作和锻炼。作为
铁路文工团的职工，他们有几个
城市可以选择——株洲、南京、
常州。最终，两人选择了常州，
来到常州戚机厂工作。

相对而言，戚机厂是个小地
方，但路歌作为一名铁路人，却

知道这里处于沪宁线的必经之
路，是交通要道上的鱼米之乡。

到了常州，令路歌惊喜的
是，古老的运河就从家门前奔流
而过，距离不过几百米。一家人
闲时驻足眺望，河面波光粼粼，
片片白帆缓缓而过，“京杭大运
河”从书本印象中走进了他们实
实在在的生活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
放，路歌的人生迎来了一个大转
机——铁路文工团落实党的政
策，恢复了他们夫妇俩文艺工作
者的身份，并考虑安排他们到杭
州工作。经过认真考虑后，他们
婉拒了这个机会，仍旧选择留在
常州。

“戚墅堰虽小，但工厂大，运
河更大。有大运河和大工厂，交
通四通八达，物产丰富，文化发
达，怎能不说是个福地呢！”在路
歌心中，这里已是她的第二故
乡，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我们在北京听到有人提到古
运河、提到戚机厂时，感到十分
振奋。我们为这个江南小镇，这
个小小的四等站，这条古老的大
运河而感到骄傲！”

在第二故乡，路歌也焕发了
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路歌来到常州后从事图书
馆工作。当时戚机厂有10000
多名职工，有记录的读者达
5000多人，厂图书馆连续两年
被评为市先进工会图书馆。上
世纪80年代“振兴中华读书活
动”兴起后，她以图书馆为阵地，
一年内组织读书报告、书刊评
论、文学讨论、科普讲座、心得交
流、知识测验、演讲比赛等活动
20多次，被授予“职工读书活动
积极分子”光荣称号。

戏剧是路歌生命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在铁路文工团时，
她就演过《二七风暴》《十二次列
车》等话剧。上世纪九十年代离
休后，同学联系路歌，邀请她到
北京参加电视剧拍摄。这部剧
便是《编辑部的故事》，她在其中
饰演赵大妈（张国立饰演角色的
母亲），与吕丽萍、葛优、张国立
和侯耀华等“过招”。地道的京
腔、幽默的语调，手摇一把芭蕉
扇，她演活了一名市井老太太。
此后的岁月，路歌接连参演了

10多部电视剧，包括《海马歌舞
厅》《楼上楼下》《派出所的故事》
等。

医养保障为先，搬
家不离乡井

见过世界之广阔，路歌一家
仍旧住在常州的大运河畔。

“常州是个宜居的江南城
市。母亲有气管炎，这边环境
好，医疗也便利。”在路迪看来，
父母的选择并不难理解，“市七
院最早是戚墅堰铁路医院，看病
有保障。我们为了提高居住质
量，先后搬家三次，但始终没离
开过这片区域。现在我们就住
在离医院100米的小区。”

2017年，路歌罹患阿尔茨
海默症，意识开始出现混乱，半
年后又出现糖尿病足。尽管当
时病情很不乐观，但在市七院内
分泌科的精心治疗下，脚保住
了。去年11月，随着年纪越来
越大，既往有高血压、阿尔茨海
默症，又继发呼吸衰竭、肺部感
染，路歌入住了重症监护病房，
在医护人员的齐心努力下一次
次闯过难关，才有了这场特殊的

“九十大寿”。
几年来，路迪看着医院环

境越来越好：新大楼启用，治疗
理念也越来越新。针对老年人
一体多病、多重用药等问题，市
七院老年医学科还创造了一种
新的诊疗模式——以“综合评
估+团队诊疗”为核心流程，让
患者一次就诊，同时接受多个
专业、多位专家的协作诊疗，这
对老年人诊疗来说，可谓全面
且便捷。

“我父母的不少好友也住
进了老年病房，有些还是从外
地过来养老的。”路迪说，老年
病房全部按照“老年友善”标准
设计，配备有无障碍厕所、浴室
等设施，还开辟了一间 100平
方米的老年活动室。“过年的时
候，还有一家四代人在这里开
演奏会呢。”

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
2018年，市七院增挂老年病医
院牌子，2019年创成三级老年
病医院，2020年成为苏州大学
附属常州老年病医院。

参加开国大典、投身抗美援朝、参演过《编辑部的故事》等10多部电视剧，拥有如此丰富经历的路歌老人——

（人物志，李益钧）选择留在“福地”常州，给个杭州都不换

■常工宣 陆阳丽 徐鹿益
秋冰 文 胡平 摄

本报讯 18 日上午，全国
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常州
老三集团工会主席李承霞来到
德安医院，向王女士捐赠爱心
善款5万元。这是4月2日市
慈善总会成立承霞爱心基金以
来，以李承霞的名义向困难职
工捐赠的首笔善款。

据了解，王女士在下班途
中被三轮车撞到头部，脑干受
伤，昏迷80余天后苏醒，其间
用去医疗等各项费用 80 万
元。现在，王女士生活不能自
理，后续治疗和康复费用颇巨，
而肇事方无赔付能力。于是，
承霞爱心基金特向市慈善总会
申请拨付爱心善款，向困难职
工实施救助。

李承霞从最初流水线上的
辅助工、缝纫工，到样衣工、高
级技师、纺织工程师、样衣部部
长，再到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
模，李承霞靠着刻苦钻研，在一
线岗位上书写了“劳动最光荣”
的奋斗故事。

此次成立的承霞爱心基金，
李承霞投入了平时授课的8000
元费用。她说：“在个人能力范
围内，投身慈善、宣传慈善，开展
扶贫帮困等公益事业，这是自己
应该坚持的事情。”截至目前，承
霞爱心基金筹集善款9.2万元，
有400多人次参与奉献爱心。
今后，将根据李承霞的意愿，把
慈善资金用于基层困难群体，为
困难人群提供帮助。

记者从市慈善总会了解
到，自去年3月市慈善总会设
立首个个人冠名基金——“常
州市慈善总会常州戴老爱心基
金”以来，已成立了个人冠名基
金10个，单位冠名基金78个。
市慈善总会会长蒋自平表示，
要让遇到困难的群众真正体会
到来自常州这座慈善之城、爱
心之都的关心和关爱，帮助他
们照亮前方、重新鼓起生活的
勇气、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和
决心。同时，要激励更多社会
爱心人士像李承霞一样，用榜
样的力量带动更多人向上向
善，营造常州崇德向上的社会
氛围，把慈善文化深度融入城
市精神文明建设。

我市已成立个人冠名基金10个、单位冠名基金78个

承霞爱心基金
捐赠首笔善款5万元

■毛翠娥 许愿

本报讯 中国成人教育协
会日前公布2024年全国新时
代“百姓学习之星”名单，溧阳
市优质稻米产业农合联会长王
林松成功入选，江苏省共入选5
人。

多年来，王林松始终秉承
“只有不断学习才会让人成长，
让社会进步”的理念，坚持扎根
农村，十几年间阅读书籍800
多册，记录笔记80多本；多次
赴外地学习先进经验，近3年
参与各类讲座和展会 70 余

次。2011年，他成立溧阳市松
林农机合作社，实现从医师到
科学种田领域专家的转型，为
乡村振兴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同时，王林松坚持学以致用、回
馈社会，积极投身社区教育公
益服务，近5年带动3万多人次
学习，为社区教育开展起到了
榜样示范作用。

另悉，自2022年起，由我
市报送的新时代“百姓学习之
星”已连续三年获全国推介。
除王林松外，还有江苏省溧阳
中学退休教师芮金川、溧阳市
永平中学退休教师王汉林两名
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王林松入选
全国新时代“百姓学习之星”

参加开国大典、投身抗美援朝、参演过《编辑部的故事》等10多部电视剧，
拥有如此丰富经历的路歌老人——

选择留在“福地”常州，给个杭州都不换

路歌在《编辑部的故事》中饰演赵大妈，与葛优对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