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间这位是我的母亲，是一名地
地道道的农家妇女，她的教诲，对我的
一生影响深远。”宫敏指着照片向记者
介绍道。
她的老家在威海文登，一岁半时父

亲去世，母亲含辛茹苦独自拉扯她长
大成人。从小宫敏的母亲就对她说：
“你虽然是个女孩子，但要像个男孩子
一样去闯荡，将来妈妈就指望你养老
了。”就这样，母亲没有选择改嫁，全心
全意地在家种地抚养宫敏。到了该上
学的年龄，尽管家里已经捉襟见肘，但
母亲执意坚持让宫敏去村里小学读书
认字。

为了能帮母亲分担农活，宫敏一
周去上三天课。当时同村有个要好的
同学，她经常过来给宫敏补课，在她的
帮助下，宫敏顺利小学毕业。
受母亲影响，宫敏自小性格要强，

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看到曾经帮她
读完小学的最要好的朋友去参军了，她
也深受启发，意识到要走出去改变自
己的命运，让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时她才14

岁，心思缜密，考虑周全。她走之后，为
了让母亲有个伴相互照料，她找到了
村里的老支书帮忙，给母亲介绍了一
名老实本分的人一起过日子。

□文/图 半岛记者 张海玉

今年92岁的老党员宫敏家住颐都社区梅海园小区，由于近期
准备搬家，她和女儿忙着收拾东西。其中，有几幅老照片和纪念章
是宫敏倍加珍爱的藏品，她嘱咐女儿千万小心存放。“这些年无论
我走到哪里，这些老物件就像老朋友一样陪伴我，让我想起以前参
军和工作的奋斗经历。”7月6日，在梅海园小区，记者听这位老红
军讲述自己巾帼不让须眉的拼搏故事。

安顿好母亲，宫敏独自出发前往
8里路外的军区医院报名参军。经过
勇敢自荐，她成为了一名卫生员，抢救
从前线抬回来的伤员。“当时我一腔热
血，不怕苦不怕累，不分白天黑夜，就
想在医院好好干。”宫敏回忆说。
许多救援场景她至今印象深刻，

很多伤员在抬回来的路上就奄奄一息
了，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成了年轻的无
名烈士，让人感到十分痛心。所以，在
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宫敏深刻认识
到和平的幸福生活，都是战士们流血
换来的，一定要加倍珍惜。
战事紧张时，救援任务繁重，虽然

离家不是特别远，但宫敏几乎抽不开
身回家。母亲牵挂她，就挎着篮子，装
上十几双亲手纳的鞋垫和一些大枣，
来到医院给女儿和战友们分一分。
在军区医院那几年，宫敏不分昼

夜奋战在救治一线，得到了上级和战
友们的认可，荣获了三等功，并于1949
年3月被推荐去济南华中军大读大学深
造。“当时医院推荐了16个人，我是其中
唯一的女同志，感到很骄傲，自己在心
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股份
年辜负领导和战支的信任，将来报效祖
国。”宫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情
绪激动。

在苦日子中长大的宫敏，从小有
一个信念，一定要不甘落后，女儿亦可
当自强。从文登去往济南大学的路上，
宫敏和战友们徒步跋涉，鞋底磨破了，
就干脆赤脚赶路，脚上磨了好几个血
泡。晚上借宿到当地老乡家里，就用针
在煤油灯上烤一烤，挑破血泡。战友们
看着心疼，主动提出来帮她拿东西，她
体谅大家都很劳累，坚持不让帮忙。
克服种种困难，来到向往已久的

大学后，等待他们的依然是艰苦奋斗。
自己动手建房子、种菜，作为农民出
身，宫敏自然轻车熟路，但是她迎来了
更大的挑战。由于学历较低，要求她在
两个月之内补齐初中的课程，至少达
到60分才可以继续读大学。
宫敏深知机会要靠自己去争取，

于是她当即表态一定能行。接下来的
一段时间，她边参加军事训练，边刻苦

学习，挑灯夜战，最终辛勤的汗水换来
了满意的收获，短短两个月之内，她学
完了初中重点课程，考了70分，获得
了入学资格。
这股坚韧不屈、自强奋进的精神，

在她以后的工作中一直保持着。后来，
根据组织的安排，她与丈夫先后到北
京、长春、成都、重庆等地方工作，夫妻
俩始终牢记在部队接受的教育，感恩
党和国家的培养，发挥党员的先锋带
头作用，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
任怨，用点滴付出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业绩。
前不久，颐都社区党委举办庆“七

一”活动，宫敏受邀讲授了一堂特殊的
党课。她佩戴多枚奖章和纪念章，为大
家讲述了自己的初心与革命年代的故
事，让年轻人深受教育，更加珍惜如今
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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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装巾帼胜须眉，自强不息有担当
颐都社区老党员宫敏，拼搏进取，永保革命初心

母亲独自抚养，受助读完小学

曾荣立三等功，被推荐上大学

自强不息奋斗，传承红色初心

92岁的老党员宫敏。

宫敏与丈夫的合影。

宫敏夫妇与孩子合影。

全家福。

宫敏家里存放的老照片。

宫敏珍藏的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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