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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95岁老人卢德安
讲述年轻时被公派出国支援建设的故事

“我们走出国门代表的就是中国，要为国争光”
□记者 高阳

一场跨越山海的使命

说起年轻时被公派出国的经历，已经

有点耳背的老人依然思路清晰。

1966年，卢德安35岁，是上海江南造船

厂的一名油漆工。他工作勤恳，手艺精湛，因

此被选中公派出国，前往阿尔巴尼亚从事船

艇维修和援建工作。

当时，这是一项高度保密的任务，且按

照安排一去就是5年。卢德安的家中有三
个儿子嗷嗷待哺，大的才七八岁，小的还

在襁褓之中，还有7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赡
养。但卢德安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服从组

织安排。在回家探亲一周后，便踏上了前

往阿尔巴尼亚的旅程。

“我们有四五十人过去，我的年纪算第

二小，最小的34岁。”卢德安告诉记者，他

和同行的40多人在阿尔巴尼亚满负荷工

作，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早点完成任务，

早点回家。“当时的日子很苦，饮食习惯不

同，没有青菜就自己种。”虽然条件艰苦，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仅用一年半

的时间就圆满完成了任务，提前回到了祖

国的怀抱，“我们走出国门代表的就是中
国，要为国争光。”

回忆起那段日子，卢德安有身在异国

的艰辛，夏秀菊也有一人撑起整个家的辛
酸。“那时候我一个妇人真的太难了。”夏

秀菊眼眶中泛着泪花，“当时的通信不像

现在这么方便，出国就意味着失联。”但她

知道，丈夫的选择是光荣的，是为国家作

贡献。于是，她咬咬牙，独自承担起照顾孩

子和老人的重担。“虽然老伴不在，但是政

府也很关心我们，会在节日时来慰问。”

一年半后，夏秀菊终于等到了丈夫平
安归家。

卢德安的大儿子卢永定至今仍清晰地

记得父亲回家时的情景。那是一个阳光明

媚的下午，卢德安带着一台照相机回到了
家中。在那个年代，照相机是稀罕物，村里

人从未见过。卢永定说：“当时父亲拿出照

相机，村里人都围了过来，好奇地打量着。

不少小孩天天往我家跑，就为了看看照相

机到底长啥样，还有不少孩子吵着要拍

照。”卢德安用这台照相机记录下了许多
珍贵的瞬间，也给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带来
了许多欢乐。

“还有土布，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他背了

好几卷土布回来。”夏秀菊说，除了照相

机，卢德安还用剩余的阿尔巴尼亚钱币买
了土布带回家。当时，家里不富裕，布票紧

张，而每个人有20公斤的随身物品可以携

带回国。卢德安便把这20公斤的额度全部
用来买了土布。“我给家里人都做了新衣
服，几个孩子开心得不得了。”

一生的坚守与奉献

从阿尔巴尼亚回国一年后，卢德安因

为表现优秀被单位推荐加入中国共产党。

至今他仍说：“我没什么文化，十多岁开始

给人当学徒，旧社会时日子过得很艰难。

后来是共产党给了我新生的希望，我在江

南造船厂找到了工作，也学习了文化知

识。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真的很激动，这

是一种荣誉。”从那以后，卢德安更加坚定

了为党和人民工作的信念。

上世纪70年代，根据船厂的工作安
排，卢德安再次被公派出国，这一次，他

跟随组织前往朝鲜进行船艇维修工作。

卢德安身材矮小，这在工作中反而成了
他的优势。下到船艇内部做油漆涂装工
作，大部分任务都交由他来完成。虽然工

作非常辛苦，但卢德安从未抱怨过。在朝

鲜期间，卢德安和同事们不仅要完成维
修任务，还要将技术传授给当地人，让他

们也能掌握维修技术。

说话间，卢德安还让大儿子找出了他
在朝鲜时和同事们以及当地政府人员拍的

大合照，以及他在朝鲜获得的奖章。看着

已经有些模糊的照片，卢德安仔细辨认了

自己的身影并指给记者看。他感慨道：“这

些老物件是得好好保存，不然等我们两个

老的走了，就没人记得了。”

如今，卢德安已经95岁高龄，去年中

风后，记忆力有些衰退，但他乐于分享那

些往事。当记者与他交谈时，他静静地坐

在一旁，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一提到过

去的经历，眼睛立刻亮了起来，神采飞扬。

他说：“不辛苦，工作光荣得很，能为党和

人民工作，是我的荣耀。”

一直到1986年退休，卢德安的足迹遍

布祖国的湖海，见证了中国造船事业的发
展壮大。尽管岁月流逝，卢德安始终保持

着对工作的热爱和对国家的忠诚。

夏秀菊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丈夫

的讲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么

多年过去了，她始终陪伴在卢德安身

边，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她说：“那时

候虽然很难，但看到他为国家作贡献，

我也很骄傲。”

只有国家富强，才有人民安康

卢德安的故事，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奋
斗历程，更是那个时代无数普通人为国家

奉献的缩影。在那个物质匮乏、条件艰苦

的年代，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用自己的双

手和智慧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如今，这种大国情怀依然在延续。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医疗援助，从教育支

持到文化交流，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
出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在非洲，我国的建设者们不畏艰苦，

为当地修建公路、铁路、桥梁，改善当地

的交通条件；在医疗领域，我国的医疗

队为非洲人民提供医疗服务，帮助他们

抗击疾病；在教育方面，我国的教师们

为非洲的孩子们传授知识，点燃他们对

未来的希望。这些援外人员，就像当年

的卢德安一样，为了国家的荣誉，为了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远离家乡，奔

赴异国他乡。

如今，卢德安和夏秀菊过着平静而幸
福的生活。他们的家虽然简朴，但充满了

温馨和爱。每天，卢德安都会准时收看央视

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大事。前几年视力还行

的时候，他还每天看报纸。他说：“虽然我老

了，但我依然关心国家的发展，看着咱们国

家一步步强大起来，我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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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上午，岑港街道司前街还有春节的氛围，颇为热闹，不少老人坐在

家门口聊天说笑。走进一条弄堂，七拐八拐，在一个小院里，记者见到了正在晒

太阳的卢德安和夏秀菊夫妇。

95岁的卢德安戴着帽子，穿着黑色夹袄，坐在椅子上面色从容，92岁的夏

秀菊则身上围着围裙，一边择菜，一边回头和卢德安闲话两句。

记者坐下，与两位老人聊起来。卢德安老人年轻时曾被公派出国支援阿尔

巴尼亚、朝鲜等国工业建设的往事，从时光深处慢慢浮上来。于老人而言，这是

自己生命中独一无二的经历与荣耀。老一辈人的故事，如同一部浓缩的岁月史

诗，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国家的发展，以及一个普通家庭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坚

守与奉献。

记者 高阳 摄

卢德安老人（第二排左一）珍藏着当年支援朝鲜工业建设时的合影 当年在朝鲜获得的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