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15年9月11日 / 星期五 / 责任编辑 / 苏盈盈张翔

今日塘下·新塘下

■记者 黄国夫 通讯员 陈金喜

抗日将领龙云骧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现居塘口的儿子连夜赴自贡领取，他说：

“这枚纪念章对我们很重要！”

本报讯（记者 林翔翔）开学

伊始，龙翔高级中学为 30 名贫

困生减免了共计3万元学杂费，

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自

1993 年办学以来，该校一直在

坚持这项善举，累计减免学杂

费约240万元。

据介绍，学生可根据自身情

况向学校申请减免资格，普通困

难家庭学生的减免金额为 500

至800元；单亲且生活较困难的

学生可申请减免 800 至 1000

元；持有低保证或残疾证的学生

可申请减免1000至1200元。

“我们的申请程序很简单，

班主任或其他老师通过平时的

观察、了解，发现有需要减免学

杂费的学生，向校方证实情况属

实就行。”该校副校长杨明星说，

学校尽量简化申请程序，一来不

伤学生自尊心，二来减少学生及

家长申请时浪费的时间和精

力。值得一提的是，减免学杂费

不以学生的成绩为前提。

这项善措让学生感受到了

学校的温暖和关怀。据了解，

该校在办学的头十年，每年为

15 名“希望生”免去所有学杂

费，助力他们完成学业。“‘希望

生’只需承担伙食费，其他一切

费用全免。”杨明星说，有几位

入学成绩一般的“希望生”，最

后考上了浙江大学，这让他们

倍感欣慰。

据统计，该校办学头10年，

为 60 名希望生免去所有学杂

费，累计金额约 180 万元；近 12

年来，每学期减免 25 名贫困生

学杂费，共 600 人次，累计金额

约60万元。

龙 云 骧 ，字 仲 夔 ，生 于

1907 年 7 月 8 日，四川省自贡

荣县人。龙云骧的父亲龙腾

剑系辛亥革命荣县起义领导

人龙鸣剑之弟。

1925 年，龙云骧考入黄埔

军校四期，编入入伍生总队。

1926 年10月毕业后，龙云骧分

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参加北

伐。

1937 年 抗 日 战 争 全 面 打

响后，龙云骧南征北战，与日

军作战。在 1937 年 10 月的晋

北的忻口战役中，龙云骧作为

第十四军第十师三十旅五十

九团代理团长，领军在盟腾村

一带与日军拼杀，将日军全数

击退。日军遗弃阵地尸首 200

余 具 ，五 十 九 团 伤 亡 400 余

人，被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称为

“铁团”。

在龙云骧的军旅生涯中，

还曾在温州一带抗击过日军。

1941 年 9 月，龙云骧升任

第一学生总队少将总队长，率

部 在 浙 东 一 带 与 日 军 作 战 。

1944 年 9 月，日军东犯温州，

于 9 月 9 日占领温州城。第三

十二集团军下令将暂编三十

三师六十四团、浙江保安第四

团配置在温州西门及南门一

带，向日军发起进攻。集团军

总部又增调部队准备反攻，由

集团军副总司令陈沛率新编

第 二 十 一 师 ，由 龙 云 骧 率 第

一、第二突击队的两个突击营

赶来温州，预备一个星期夺回

温州城。

龙云骧指挥突击队负责

攻击温州城西北莲花山南面

的一个高地，突击队官兵冒着

炮火奋勇向前，龙云骧不顾危

险在前线指挥。突击队几次

进攻山腰，都被日军步兵炮猛

烈轰击，死伤严重，前线作战

的 500 多人只剩下 16 人未曾

负伤，只能退了下来。相持了

3 天，日军日夜加强阵地，并以

步骑兵配合猛烈炮火进行反

攻，国军攻城各部受到重创，

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暂停反

攻温州的计划，龙云骧率突击

队返回丽水。

抗战胜利后，龙云骧曾任

日俘管理所所长、预备第四旅

少将副旅长、国防部少将部员

等职，1948 年 9 月 22 日，叙任

陆军少将。

1949 年 12 月 1 日，解放军

占领重庆的第二天，龙云骧离

开重庆返回荣县五宝镇，耕种

田地，深居简出。1950 年 12

月，龙云骧去世。

“这个纪念章我们已经盼了

半个多世纪，终于给了父亲一个

交代。”近日，现居塘口村的四川

自贡人龙达闽手捧“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激动

地说。龙达闽的父亲是抗日英

雄龙云骧，曾任国民党陆军少

将。

据了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向约

21万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

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贡献

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颁发“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

章，表彰他们的历史功勋。龙云

骧就是其中之一。

曾反攻温州抗击日军，500人部队仅16人未负伤

龙云骧的妻子叫孙嘉玲，

1930 年生，是孙诒让的曾孙侄

女。而他们的结缘，是龙云骧

在温州抗击日军期间。

“当时部队就驻扎在我家

里，也就是现在的老瑞中。”今

年 85 周岁的孙嘉玲回忆，那时

她只有 11 岁，虽然在同一屋檐

下，但他们打照面的次数并不

多。“不过每次遇见，他都会恭

恭敬敬地称呼我为孙家小姐。”

没过多久，龙云骧部队撤

出瑞安，返回丽水。而随着日

军的入侵，孙家人也四处逃散，

孙嘉玲逃到丽水读书，这使得

他们再一次相见。

“当时只有我和堂姐在丽

水，生活很艰苦，他时常过来接

济我们。”孙嘉玲说，也正是龙

云骧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她下

决心跟随这个比她大 23 岁的

男人。

1946 年，孙嘉玲随龙云骧

到福建，他们的第一个爱情结

晶出世。因为孩子是在到达福

建时出生，便取名龙达闽。

在随后的5年里，孙嘉玲跟

随龙云骧南征北战，虽然军旅生

活艰苦，但龙云骧对她关怀备

至，体贴入微。“虽然我只跟他生

活过5年的时间，但我一辈子没

有后悔过。”孙嘉玲说。

曾率部队驻扎老瑞中，结缘孙诒让曾孙侄女

龙云骧去世后，孙嘉玲便一

直在他的老家荣县生活，至今她

说的普通话都带着浓浓的四川

口音。她的生活过得很艰难，也

无法联系到瑞安的家人。一直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塘下肇平垟

的一位村民到荣县养蜂，时隔30

多年，她才听到熟悉的乡音。

1995 年，孙嘉玲的孙女龙

海英随肇平垟的养蜂人来到塘

下，后嫁给了中村人蔡思富。

由于荣县的生活条件相对较

差，再加上孙嘉玲思乡心切，本

世纪初，龙海英把奶奶和父亲

接到塘下生活。现在，龙达闽

在塘口村的一家工厂工作，孙

嘉玲老人偶尔会到餐饮店洗碗

贴补家用，虽然生活不宽裕，但

他们已感觉满足。

今年 8 月底，龙达闽接到

来自自贡市政府的电话，告之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

他父亲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龙

达闽喜出望外，连夜赶赴自贡。

“这枚纪念章对我们很重

要！我们会一代代传下去。”龙

达闽捧着纪念章，眼角湿润。

孙女嫁到塘下，
接奶奶回归故里

龙翔高中减免30名贫困生学杂费
办学22年来累计减免约240万元

龙云骧的儿子龙达闽、妻子孙嘉玲、孙女龙海英（从左到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