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伴儿的遗体捐赠申请书，
李淑敏一直留着。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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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奉献———
老夫妻先后申请捐赠遗体

聊天中， 李淑敏总是不经意提到
去年刚过世的老伴儿张怀乐， 就好像
老人依旧陪在身边一样。 一辈子相濡
以沫的老两口， 共同经历风雨， 也共
同投身公益活动， 最后， 都申请将遗
体奉献给医学事业。 张怀乐的遗体捐
赠申请书的编号是 “11”， 表明他是北
京市第11个捐献者， 李淑敏手中的那
份申请编号是 “9560”。

说起两位老人捐赠遗体的事情 ，
身为女儿的张岩起初并不知道。 “父
亲在1999年， 偷偷去签订了遗体捐赠
申请书， 为了防止家人的反对， 他还
自己做了公证， 写了声明。” 张岩拿着
当初的那份声明给记者看 ， 内容是 ：
“在我去世后， 不举行追悼 会 和 任 何
遗 体 告 别 仪 式 ， 我 的 遗 体 无 偿 捐
献 ， 由北京市红十字会安排供医学
教学和科学研究使用 ， 我的家属和
其他任何人均不得干涉。”

看着这份声明 ， 李淑敏笑着说 ，
“其实， 捐赠遗体是为了国家的医学事
业做贡献 ， 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 ，
我都完全支持。” 李淑敏还清晰地记着
自己入党时的宣誓词 ， 她告诉记者 ，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 终身要为党的事
业做贡献， 为人民服务。” 在李淑敏看
来， 离休后， 因为年龄大了没能在事
业上继续为党工作， 却依然享受着党
给予的待遇， 她对党充满感恩 。 “我
们死后， 将遗体奉献给国家的医学事
业， 我们的誓言也就完整了啊！”

一句 “终身为党的事业做贡献”，
老人就把最后能归自己支配的遗体奉
献给了党。 听了老人的话， 同样身为
党员的记者， 不能不为之动容， “这
不正是一名无产阶级老党员的思想觉
悟嘛。 那么纯粹！” 张岩感慨地说出了
孩子们对父母举动的认同。

2015年 ， 老伴儿病倒后 ， 李淑敏
签署了遗体捐赠申请书， 成为协和医
院第9560名遗体捐赠者。

默默的支持———
她是老伴背后不张扬的女人

说起张怀乐老人， 可能很多人都
曾听说过， 《九旬老革命带领家人下
属植树， 三年改造四座荒山》 的新闻，
曾掀起一阵热议， 在他们居住的社区
和街道 ， 张怀乐绝对算的上是一名
“公益达人 ”。 1921年出生的张怀乐 ，
1941年入党， 1984年离休。 抗战时期，
他多次荣立战功， 转到地方后， 他又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满腔热忱投入到
了祖国绿化中去 。 在宁夏石嘴山担
任副市长期间 ， 他带领干部群众大
力开 展 植 树 造 林 绿 化 边 疆 的 活 动 ，
受到宁夏人民的好评 ， 称他为 “绿
化市长”。

调到北京工作后， 张怀乐又把绿
化环境的精神延续下来。 在木材公司
担任党委书记时 ， 他带领机关干部和
自己的家人， 到昌平以北仙人洞上搞
绿化， 三年创造了绿化四座荒山的奇
迹。 “爸爸曾对我们说， 用掉一根木
头 ， 就要补种一棵树 。” 张岩告诉记
者， 哪怕是离休后， 张怀乐绿化植树
的脚步， 也没有停下来。 “只要身体
能动就亲自去种树， 不能动， 也依然
继续捐钱种树。” 张怀乐的这个信念，

一直坚持到2015年离世。
当大家都在感慨这位公益老人的

离开时， 身为张怀乐背后的女人， 李
淑敏依旧默默无闻地坚守着老伴的遗
愿。 “其实， 父亲做的所有事情， 都
是在母亲的陪伴下进行的。” 张岩说 ，
在儿女心中 ， 母亲李淑敏生性刚强 、
懂礼、 讲理、 宽容、 严于律已、 与人
为善。 “母亲与父亲携手共同走过整
整六十年， 风风雨雨坎坎坷坷， 自始
至终相依相伴、 不离不弃。”

的确， 每次外出植树 ， 张怀乐都
会带着老伴儿和儿孙。 “这是一家人
的绿化情怀， 是一种责任。” 张岩告诉
记者， 跟父母一起参加绿化活动， 几
乎是一家人每年的重要任务， 不仅是
身为儿女的他们， 还有孙子辈的孩子
们， 也都一同前往。

一人一把铁锹 ， 一人一张笑脸 ，
植树现场拍摄下的全家福很多， 李淑
敏还能简单回忆起拍摄当天的快乐时
光 。 “老伴儿想做的 ， 我都支持他 。
因为我们都一心向党， 植树是我们力
所能及为社会做的一点事情。” 李淑敏
笑着对记者说， 这么多年 ， 她也不记
得到底种了多少树 ， 认领了多少草
地 ， 甚至捐了多少钱 ， 只知道每年
都要这样做 ， 究竟捐多少钱反而没
记那么清楚。

浓浓的情谊———
可爱的他们终将永远在一起

跟这些照片收在一起的 ， 还有很
多信件。 “这些信都是来自我们曾经
资助过的失学儿童们。” 李淑敏告诉记
者， 从1994年前后， 她和老伴儿就先
后资助了6名失学儿童， 除了资助孩子
们上学， 还捐衣物、 学习用品， 多年
来一直保持着和资助家庭的通信往来。

一个名叫“小忠宝”（化名）的孩子
给李淑敏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孩子父
亲死后，母亲无力养活几个孩子，还到
处受气，在几次通信中，那母亲都流露
出了轻生的念头。 ”李淑敏说，“我们回
信鼓励孩子母亲坚强地活下去，并尽可
能帮助她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后来这位
母亲选择勇敢地面对生活，孩子们的生
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

“后来， 小忠宝在毕业后还来北京
看望过我们， 谈他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愉快的时光。” 李
淑敏小心地折叠着那些已经泛黄的信
纸， 大概在回忆老伴儿为她读信的场
景， 脸上的笑容透着温暖和幸福。

现在， 李淑敏的生活依旧简单朴
素， 家里的家具陈设， 都用了很多年
了， 身上穿的马甲还是20多年前自己
做的。 平日里， 老人和照顾自己起居
的保姆生活在一起， 早睡早起。

李淑敏每天看新闻 ， 关心国事政
治， 也关注工会工作。 “毕竟干了一
辈子工会工作， 我现在还经常看劳动
午报。” 李淑敏笑着说， 前几天看到关
于母婴关爱室的报道， 她觉得特别好，
认为是工会为妇女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除了关心国家大事 ， 李淑敏还对
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充满好奇心， 对
于时下流行的微博、 微信也常常研究
一番。 她说， “我还是喜欢关注新鲜
事物的， 但到现在我还没搞明白， 什
么是 ‘二维码’。” 保姆魏阿姨也赞叹
老人的可爱之处， 她常常跟老人聊天，
觉得李淑敏虽然已经是耄耋老人， 但
却是个头脑清晰、 心胸开阔、 与人为
善的了不起的老太太。

说着话， 李淑敏拿出一个铁盒子，
打开后， 记者看到了明显区分的两种
白发， “这是我和老伴儿的头发。” 李
淑敏告诉记者， 老伴儿病倒前， 她都
亲自为老伴儿剪头， 然后将这些头发
收集到一起。 “现在， 我的头发剪下
来，也会放在盒子里，等我走了 ，遗体
留给党 ，留给医学院的学生们 ，孩子
们可以将我和老伴儿的头发一起火
化 ，这样 ，我们最终还会在一起 。 ”手
捧着铁盒子 ， 李淑敏脸上露出了甜
蜜的笑容。

李淑敏：
捐遗体是为党做的最后一件事

在北京东二环外的一处老旧住宅小区， 记者
见到了久未出门的李淑敏， 90岁高龄的她头发花
白， 但精神状态还很好。 “腿脚不灵便了， 没法
下楼， 就在这几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溜达溜达。”
李淑敏是一位老工会干部， 干了一辈子革命工
作。 去年， 为了追随已逝老伴儿的志愿行动， 她
也签下了遗体捐赠书， “这是我为党做的最后一
件事了。”

全家福———一家人的绿化情怀

庆庆祝祝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
成成立立九九十十五五周周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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