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岁那一年， 她带着32名20岁左
右的姐妹组建了一支 “猛虎突击队”，
奋战在修建密云水库建设的一线， 用
行动诠释了水库 “花木兰” 的风采；
回到社区， 她义务为老人理发， 关爱
鳏寡孤独老人， 用热情感染身边老人
活出 “最美不过夕阳红” 的精彩。 这
就是鲁桂兰， 一位普通劳动者， 今年
83岁的她虽然没有正规上过学， 却用
“活到老学到老”，丰满了自己的无悔人
生。她说：“愿意像花木兰一样， 一辈子
为国家与社会发挥光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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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带领 “猛虎突击队”
上密云水库抢工

为根治潮白河水患，解决京津冀地
区的城市和工农业用水，1958年6月，党
中央、国务院决定修建密云水库，动员
北京、 河北地区的民工参加水库建设，
并要求一年拦洪、两年建成。

鲁桂兰的父母闻讯后 ， 鼓励她
说： “去吧！ 这是国家大事， 咱们不
能落后！” 那一年， 鲁桂兰19岁。

“那时候特别艰苦， 吃的是窝头
就咸汤， 住的是工棚， 一个工棚住100
人， 没有床， 大家就睡在地上。” 鲁桂
兰回忆说。

“当时， 参加修建水库的有20万
建设大军。 大家都憋着一股劲， 一定
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 一年拦洪、 两
年建成。” 鲁桂兰说起当年的情景历历
在目。 她和姐妹们在决心书上写下铿
锵誓言： “不修好水库不回家， 不修
好水库不结婚！”

初生牛犊不怕虎。 鲁桂兰带着32
名20岁左右的姐妹组建了一支 “猛虎
突击队”。 她说： “咱们都是女同志，
但上了工地就得像猛虎一样玩命干 ，
干活就得永远争第一。” 鲁桂兰回忆，
那时候， 她们都没用过独轮推车， 更
别说用它推土推料了。 姐妹们担心完
不成任务， 就夜里起来练推车。 一个
人推， 一个人坐车上， 一来二去就学
会了。 劳动中， 独轮车满载着100多公
斤的沙土， 她们都是一路小跑推着车
往前冲， 常常把许多小伙子甩在后面。

1959年6月下旬， 汛期提前到来，
潮河上游水位由原来的119.5米猛涨到

121.8米，严重威胁围堰的安全。 这时，
鲁桂兰与30多名先进生产者一起，向全
体水库建设者提出了 “开展劳动竞赛，
确保汛期拦洪”的倡议。一时间，所有建
设者纷纷响应， 掀起了劳动高潮， 最
终提前6天完成了任务。

有一次， 鲁桂兰头上长了一个脓
包， 疼得实在忍不住了， 她才跑到工

地医务室进行治疗。 医生给她开了三
天假条， 她把假条往兜里一掖， 推上
独轮车， 又加入到了队伍中。 头上裹
着纱布、 坚持带病参加劳动的鲁桂兰，
成了水库工地上人们学习的榜样。

1959年7月1日， 因在修建水库中
表现突出 ， 鲁桂兰被批准火线入党 。
“每当想起面对党旗宣誓的情景， 我心
里都会涌起一股自豪感。” 鲁桂兰说。
当时， 工地每月都要评选先进， 授予
流动红旗， “猛虎突击队” 每个月都
超额完成任务 ， 每次都被评为先进 ，
流动红旗稳稳地插在 “猛虎突击队 ”
的工地上。

从1958年8月26日进驻， 到1959年
10月6日撤离， 鲁桂兰和姐妹们在密云
水库工地上战斗了406天。

鲁桂兰至今难忘的是， 在工地上
她还见到了周总理。 一天傍晚， 她正
在加班， 突然听到工地大喇叭传出声
音：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了
潮河主坝， 和我们一起参加劳动！” 鲁
桂兰远远地看到周总理， 顿时觉得浑
身充满了力量。

鲁桂兰带领 “猛虎突击队” 先后
八次被评为 “红旗突击队”， 获得密云
水库修建总指挥部八面奖旗。 鲁桂兰
个人也六次被评为 “特等先进生产
者”， 五次被评为 “一等先进生产者”，
被工友们盛赞为密云水库 “花木兰”。
她还出席了北京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
分子大会， 荣获了金质奖章。 1959年4
月， 鲁桂兰被评为 “青年红旗手”， 荣
获共青团中央颁发的 “五四” 银质纪
念章。 1959年， 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
她 “北京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
称号。 1960年， 全国妇联授予她 “全
国三八红旗手” 称号。 在参加表彰大
会时， 鲁桂兰还受到周恩来、 邓小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水库建成后在社区暖心做公益

密云水库建成后， 鲁桂兰回到了
村里。 成家后， 丈夫在外上班， 她在

家操持家务。 大闺女考上大学后， 家
里开销大了。 1983年， 鲁桂兰在村里
开了一个小卖部 ， 经营 烟 酒 茶 糖 、
日用百货 。 靠着诚信经营 ， 鲁桂兰
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 她也在乡工
商所评比中多次获得 “遵纪守法经
商户 ” 称号。 那几年， 每逢村里人问
她开办小卖部的手续、 上货渠道、 经
营秘诀， 鲁桂兰都会一五一十告诉他
们。

鲁桂兰还学会了理发这门手艺 。
孩子大学毕业后， 鲁桂兰从农村搬到
了怀柔区龙山街道西园社区。 她发现
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日子过得都很节俭，
加之年龄大外出不方便， 理发成了难
题。 于是， 她开始为社区老年人义务
理发， 一坚持就是30年。

20多年前， 同社区的孙大妈因病
卧床无法下楼。 鲁桂兰知道后， 决定
上门义务帮她理发， 这件事也坚持了

20多年。 去年4月初的一天， 已经82岁
的鲁桂兰带上理发工具， 照常到西园

9号楼为孙大妈理发 。 由于鲁桂兰

20多年来的坚持， 孙大妈与鲁桂兰之
间有着一种特殊情谊 。 鲁 桂 兰 理 完
发 ， 从包里掏出早晨刚蒸好的发糕
递给老人 ， 说： “还温乎着呢， 快吃
两口吧 。” 老人一边吃着发糕 ， 一边
说： “桂兰， 你这发糕好吃。” 老人家
属高兴地说： “我妈年纪大了有点儿
糊涂， 但您每次来， 她都能记得清清
楚楚。”

此外， 作为一名党员， 鲁桂兰还
是社区 “让幸福来敲门” 活动的主力。
在龙山街道西园 “怀柔枫叶红志愿服
务队” 的带领下， 她和服务团队成员
一道， 走进鳏寡孤独老人家中， 与他
们一起开展了 “重温红色经典 传承红
色基因” 红色故事宣 讲 和 诗 歌 诵 读
等活动 。 面对一些老人不会使用抖
音的情况， 她还耐心辅导居民学习
抖音拍摄 、 全民K歌和小视频录制
……鲁桂兰一直在用自己的热情感染
身边老人 ， 用老有所学成就众多的

“最美夕阳红”。
鲁桂兰坚定地说： “我没啥文化，

但心里就是认准一条道： 做人做事要
实实在在， 尽己所能真正为老百姓解
决实际问题。”

活到老学到老迎来第二春

2021年的农历 “二月二” 龙抬头
这天， 怀柔区诗联学会与怀柔响水湖
景区在景区梅花展厅举办了 “梅开呈
傲骨·诗书颂党恩”。 “我们豪情万丈
跟党走， 复兴路上再出发！” 在诗歌诵
读环节， 鲁桂兰的诗朗诵吸引了众人
的目光。 她倾情诵读原创诗歌 《最美
年华》 时， 意气风发、 精神饱满， 像
是迎来了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2011年10月， 鲁桂兰相濡以沫的
老伴儿去世了 。 鲁桂兰一下子垮了 ，
身体也瘦了很多， 头发大把大把地往
下掉……在家人的陪伴劝慰下， 鲁桂
兰才重拾心情， 决定活出自己的新生
活。 她没有正经儿上过学， 只在农村
夜校上过七天 “识字速成班”。 “不会
就学 ， 活到老必须学到老 。” 鲁桂兰
说。 这些年的持续学习让鲁桂兰像换
了个人似的： 练书法， 她的作品登上
了社区印刷的图书； 参加朗诵， 她跟
随团队走进多地演出…… 2017年和

2019年， 她分别参加了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第五届 “夏青杯” 朗诵大赛 （北
京赛区） 暨第四届 “放飞梦想” 北京
诗歌朗诵大赛和第五届 “放飞梦想 ”
北京诗歌朗诵大赛； 2018年， 鲁桂兰
一家还被评为北京市 “书香家庭 ” ；
2020年7月， 鲁桂兰获得怀柔区文化
和旅游委原创作品朗诵类二等奖 。
在舞台上， 人们仿佛又看见了当年水
库 “花木兰” 的风采。

“人们喜欢花木兰， 我从小就崇
拜花木兰。 花木兰勤劳善良、 勇敢淳
朴的精神品质 ， 永远是我追寻的目
标。” 83岁的鲁桂兰说， “我要像花木
兰那样， 一辈子以身报国， 一直发挥
光与热。”

□本报记者 马超

水库“花木兰”鲁桂兰:愿一辈子发挥光与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