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击队 60 多年前

借村民金条大洋

民政局拒绝偿还

据南方日报消息 2009 年 12 月 12

日， 广东江门人梁伟诗为证明家人曾参

加抗战， 和本地民间文史研究爱好者陈

锦堂在蓬江区棠下镇三堡村的祖屋中找

到一张借白米 60 斤的“游击队借条”。

2010 年 12 月 28 日， 蓬江区民政局就此

对其一次性奖励两万元。

陈锦堂向记者确认了与梁伟诗找到

借条的过程。 2009 年 12 月 12 日，两人翻

遍了祖屋的墙角、阁板、瓷器、瓦缸，之后

梁伟诗搬来木梯， 爬上悬在半墙的神阁

（放祖先神位的地方）。 当手电筒微弱的

光线照到第 3 块神主牌时， 两人发现木

牌缝中有一张红纸。 打开一看，里面有张

玉扣纸， 用毛笔字写着：“今借到大井头

村鸿文三姐白米陆拾斤， 待胜利后由当

地县政府按每年一倍偿还，如此类推。 立

据人： 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中队李

兆培，民国卅三年十月十三日。 ”

时隔一天， 当梁伟诗用这两万元修

祖屋时， 又在祖屋屋顶发现了另一张借

条———“今借到大井头村鸿文三姐白米

共三十八担七十斤。大洋伍仟圆。金条八

支，每支一两。 待胜利后由当地县政府偿

还，付息二分。 建议将鸿文三姐以革命家

庭看待，其后人须保护及照顾。 此据在偿

还之日终结。 新鹤人民抗日游击三中队

李兆培，民国卅三年十二月廿九日。 ”这

张借条笔迹与第一张借条无异， 但蓬江

区民政局此次拒绝了他的补偿要求。

蓬江区民政局局长郑池浓说， 当时

对第一张借条给出的处理意见为：“一、

由蓬江区民政局一次性奖励人民币两万

元作为对鸿文三姐抗日行动的肯定；二、

鉴于鸿文三姐已故， 奖励款项由梁伟诗

代领， 借条原件交蓬江区民政局作历史

资料保存；三、其他生活上的困难，可按

救济救助途径进行解决， 但不能再以借

条为理由提出其他要求。 ”

“按第一张借条所说的支付方式，现

在全国的粮食都未必足够给他。 ”郑池浓

说，梁伟诗是否是债权人、是否具有“鸿

文三姐”财产的继承权力，未知；这些财

产的追溯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未知。

“借条是以个人名义写的，能不能代表游

击队也难说。 再说，抗战时的政府应是指

国民政府，这个也说得模糊。 ”而且，落实

政策办公室都撤销这么久了， 棠下镇以

前也不属于蓬江区，“李兆培在世的时候

怎么不提出来？ ”

梁伟诗认为，他并未提出过分的“其

他要求”， 只是要兑现第二张借条的要

求。 李兆培在世的时候，他还没发现这两

张借条，怎么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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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教师证或学生证购车：

交 100 元抵车款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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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农村户口本、身份证购车：

交 300 元抵 600 元

交 400 元抵 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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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患尿毒症急需换肾

母亲不愿割肾“临阵脱逃”

尿毒症小飞自己挣钱透析

2011 年 8 月 18 日。刘飞已经在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住了将近半个月时间了， 小飞每天要做

的事就是打点滴、做血透以维持他的生命。 他感

觉有些头痛。这是他住院的第 12 天，由于 9 月 4

日才做了 4 个小时的透析，此刻他很疲倦。

刘飞是四川广元市剑阁县人， 他家住在深

山里。 刘飞两岁半时，父母就到广东去打工。 这

些年，刘飞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生活。

去年 11 月，在广元市剑州中学读高二的刘飞感

冒发烧，全身无力，到医院一检查，先诊断为贫

血，后确诊为双肾衰竭，尿毒症晚期。 一个月后，

父母陪着刘飞来到成都，住进了华西医院治疗。

因为医院的住院费太贵， 小飞只好在市郊

租下一间房子，每天去医院做一次血透治疗。 后

看到病友梁再涛跑摩的赚钱， 刘飞向父母要了

1900 元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 从去年 12 月

起的半年里， 小飞每天上午 8 时出去开三轮车

运营， 每天的收入是三四十元钱， 下午就赶到

20 公里外的华西医院，做血透的治疗。

母亲在做移植手术前反悔

医院告诉刘洪容夫妇， 拯救刘飞的唯一方

式是换肾。 据主治医生唐万欣介绍，刘飞病情已

属于肾功能完全丧失的阶段， 必须依赖透析维

持生命。“如果要具备正常的肾脏功能的话就必

须得做肾脏移植。 ”看着儿子只能靠透析维持生

命，刘洪容和朱洁秀一起做了个决定———捐肾。

2010 年底，夫妻二人都在华西医院进行了检查，

结果显示朱洁秀和儿子一样，是 B 型血。

随后，朱洁秀到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办理了

各种手续，同意为儿子捐肾。 今年 4 月，医院通

知刘飞，可以进行肾移植手术了，刘洪容也准备

再借钱凑够手术费。 然而，朱洁秀却有了不同意

见。 做了配型后，朱洁秀在成都和广元找了几家

医院做检查，查出自己有慢性气管炎、风湿、腰

椎间盘突出等病。“如果捐了肾， 肯定有后遗

症。 ”朱洁秀告诉丈夫。“配型时都说同意，临到

要做手术了她就不干了。 ”刘洪容说，为了说服

妻子捐肾，他保证捐肾后由他来照顾妻子，不要

她再干活，但朱洁秀一直不同意。

5 月 15 日，刘洪容又和妻子谈起此事，但朱

洁秀还是不肯让步。 一气之下，刘洪容拿走了她

的手机和身份证，夫妻俩也分开住，不再见面。

刘洪容还表示，不捐肾的话就要和朱洁秀离婚。

几经周折母亲归来

朱洁秀 7 月 24 日离开四川。 在广东一家

生产门窗台叶的工厂， 每个月可以挣 2000 元

左右。 朱洁秀说， 打工期间她每天都想起儿子

的病情 ， “我经常连饭都吃不下。 我对不起

他， 走了也没说一声。 原本想捐肾的， 后来检

查身体发现， 我有气管炎、 颈椎炎、 风湿等疾

病， 捐了家里就是两个病人了， 他一个人供不

过来。”

8 月 18 日， 在丈夫的劝导下， 朱洁秀回到

成都。 此时， 这对儿 4 个月不曾见面的母子显

得稍有尴尬。 朱洁秀看见躺在病床上的儿子，

显得很紧张， 两手握在一起， 站在门口迟迟不

肯走进去。 而刘飞也是在旁人催促下， 才低头

喊出了一声“妈妈”。 在病友的提醒下， 刘飞

才握住了母亲的手说 ： “妈妈 ， 我不会怪你

的， 只要你回来照顾我。” 虽然母子间没有怎

么说话 ， 但此前愁眉苦脸的刘洪容还是很开

心。 他也给妻子和儿子说， 一家人以后就呆在

一起， 重新培养感情。 朱洁秀称， 在广东经常

为自己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而自责。 在看到媒

体对于刘飞的报道后， 我改变了主意决定回来

救儿子。 “那么多好心人都在关心他， 我咋能

不救他。”

8 月 17 日下午， 朱洁秀告诉丈夫， 只要身

体没有问题， 自己愿意捐肾救儿子， “儿子是

我身上掉的肉， 我肯定要给他治病。” 面对非

议， 朱洁秀认为， 当初自己并不是逃跑， 也不

是不想救儿子， 只是面对无力负担的医药费，

她根本不敢想做手术的事。 “她之前考虑得比

较全面， 我以前逼她不对。” 刘洪容说， 这些

天他和妻子聊了很多， 也知道了朱洁秀当初的

想法。 现在他知道， 做完手术后家里有两个病

人， 经济压力肯定大了很多。 但他表示， 自己

一定会好好照顾妻子和儿子。

目前医院已给这对母子的手术进行登记，

他们有望于下个月进行肾移植手术。 然而， 面

对十多万元的手术费用， 看到希望的一家三口

又陷入了沉默。 （据《法制周报》）

18 岁的刘飞身患尿毒症晚期，幸运的是母亲配型成功，并准备捐肾救他。 然而，手术前夕，母亲突然后悔，

认为自己身体有病，不同意捐肾。手术前，刘飞的母亲朱洁秀(化名)更是远走广东打工。眼看着生的希望就此破

灭，这个生命垂危的男生抹着眼泪说：“希望母亲能够回来，如果她不愿意捐肾，家人是不会勉强的……”

或许正是因为捐肾的是母亲，作为儿子，亲情更让他难以抉择。

核心

提示

刘

飞

刘飞和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