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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花 ” 红 了

抗战老兵住上“功臣楼”□记者 卢 鹏
通讯员 杜昱葆 报道

沂南县天河养老服务中心“功臣楼”一楼大厅，来看望抗战老兵的当地幼儿园小朋友向93岁的于兰香挥手致敬。

他们，曾在蒙山沂水之间与日军血战，随部队辗转
齐鲁大地，从侵略者手中夺回一座座城池；他们，大多
数年龄超过90岁，党龄超过70年，抗战胜利后继续南征
北战，为建立、保卫新中国奉献青春与热血。他们是抗
战老兵！今天，在沂蒙老区沂南县，抗战老兵住进“功
臣楼”，安静舒适，颐养天年。让闻之者都倍感欣慰。

“这里条件很好啊，感谢党和政府，谢谢爱心企
业。”7月28日，临沂市沂南县天河养老服务中心“功臣
楼”四楼，宽敞明亮的房间里，93岁的于兰香一遍又一
遍地说。眼前这位头发雪白、爱说爱笑的老太太，1943
年入党参加革命，抗战期间成为我军野战医院护士，后
参加解放战争，服役期间多次受伤，多次立功，其中一
等功1次，二等功2次。跟于兰香一个房间的李洪美，
1942年入党，曾在反“扫荡”战斗中为救护伤员而负
伤。后来她嫁给因伤致残的八路军战斗英雄王振西，照
顾老伴一辈子直到他去世。“功臣楼”是由爱心企业沂
南县天河养老服务中心投资建成，配备专职医疗和护理

人员，7月19日投入使用。当地抗战老兵陆续入住，享受
免费的医疗和养老服务。

2015年8月，在当时的沂南县天河老年公寓，成立山
东省首家抗战老兵照护中心，邀请首批16位抗战老兵免
费入住。2016年5月天河养老服务中心开工建设，建成后
将其中的幸福公寓1号楼命名为“功臣楼”，在原来16名
抗战老兵的基础上，扩大供养规模，目前共邀请30名沂
蒙老区的抗战老兵入住“功臣楼”。

“孩子们好好学习，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啊。”
90岁的朱有芹，激动地对前来看望抗战老兵的孩子们
说。因为临近抗战胜利纪念日，到“功臣楼”走访看望
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他们都喜欢听朱有芹讲当年的战
斗故事。

朱有芹1944年3月参军，因身材高大被编入机枪班。
1945年参加的攻打蒙阴城战斗，消灭敌军160余人。解放
战争中，他还被所在部队授予“爆破英雄”光荣称号。

“没有这些抗战老兵、革命前辈当年抛头颅洒热

血，哪有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沂南县天河养老
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高玉森说，2015年抗战老兵照护中
心成立时，沂南县有180多名抗战老兵，如今在世的只剩
80多人了，企业发展了，他们很愿意为这些老人多做点
事，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有国才有家，没国哪来家？”94岁的高卓堂说。
高卓堂1945年参军、入党，至今他还清楚记得与日军拼
刺刀的场景。2015年，高卓堂入住“抗战老兵照护中
心”，如今又住进“功臣楼”。老人颇多感慨，“咱们
的国家正在建设中，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还要照顾我
们……”

“功臣楼”靠沂河岸边的湿地公园，风光秀丽，环
境优美。楼内有超宽走廊，阳台宽敞明亮，房间配备独
立的卫生间，洗浴设施配套。“功臣楼”建筑面积6000
多平方米，有300个房间。据悉，下一步，天河养老服务
中心还将邀请当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老兵入住“功
臣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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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新
红嫂”于爱梅
(后左四)、沂南
“兵妈妈”张
秀英(后左三)及
当地文艺志愿
者 到 “ 功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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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王海政 编辑 徐明

王文水轻轻握住一束“参花”，准备采摘上面的种子。

王琳(右)正和同事一起维护他们的西洋参网店，西洋参产
业带动当地一大批年轻人开网店创业。

工人正将经过挑选的西洋参送入加工生产线。

王文水的女儿王琳认真查看经过加工的西洋参片。

西洋参种植基地里，王文水和老伴正在观察西洋参植株的
生长情况。

医护人员为刚刚入住的抗战老兵朱森先查体做心电图。护理人员搀扶两名抗战老兵来到他们在“功臣楼”的新房间，为他
们介绍房间的各种电器、设施。

随着种植、加工业的发展，西洋参产品种类越来越丰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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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威海市文登区，各个西洋参种植基地里，茂密的绿
叶丛中，一簇簇的“参花”红起来，参农们忙着采摘“参
花”。再有一个多月，今年的西洋参就要收获了，又是一个
丰收年。

“咱们看到红色的‘参花’其实不是花，而是西洋参的
种子。”张家产镇口子李村，正在田里干活的王文水说。今
年62岁的王文水是口子李村党支部书记，已有40年党龄，他跟
西洋参打交道30多年，是西洋参引种文登的发起人之一，这
些年王文水培训的参农超过20万人次。

在王文水等“老参农”的带动下，当地政府的扶持下，
文登区的西洋参产业蓬勃发展。目前文登区已成为全国最大
的西洋参产地，种植面积达5 . 5万亩，年产鲜参5500吨，占全
国产量的六成多。去年8月，文登被授予“中国西洋参之都”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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