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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节”假期过后，通化市各大中型企
业陆续复工，为确保企业安全生产用电无忧，
2月 3日， 国网通化供电公司结合当前实际，
组织相关工作人员深入各复工企业， 了解客
户用电需求，检查用电隐患。 为确保活动取得
实效，该公司本着“复工一家，检查一家”的原
则， 组织专业人员认真梳理节前申请暂停用
电业务的企业名单， 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明确
专人深入企业检查用电隐患， 真诚与客户沟
通，满足企业恢复生产的愿望，确保所有复工
企业安全有序供电。 /记者 王耀辉 王小林

通化供电公司全力
保障节后企业用电安全

通化供电公司
2016年荣获多项殊荣

2016年， 是国网通化供电公司各项工作
开创新局面、实现新突破的一年。 面对严峻的
形势和各种困难挑战，该公司认真执行省公司
和通化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全面启动“管
理创新年”活动，坚持以目标指标和重点工作
为统领，忠诚担当、履职尽责，栉风沐雨、砥砺
前行，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各项工作取得
实效，并荣获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称
号、“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国家电网公司“对
藏人才帮扶工作先进集体”和工会工作“先进
集体”称号等多项殊荣。 /记者王耀辉 盛春喜

上个世纪 50 年代相识以来， 冯端和陈
廉方夫妇经历了“反右”、三年困难时期，“十
年文化大革命”等特殊历史时期。 两个人的
爱情，历经岁月和风雨，一路走了过来，是由
于彼此的搀扶与陪伴。

1957 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运动，
当时在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任教的陈廉方，
因为心理的恐惧和身体的孱弱， 严重失眠，
以致精神濒临崩溃。 冯端在校系里颇受器
重，陈廉方害怕影响他的前途，而不敢告诉
他，自己便主动要求离职养病。

从教师岗位下来后，陈廉方觉得自己应
该为冯端做点事，首先挑起了全家七口生活
的重担。 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买粮食需
要粮票，买布需要布票。 为了给一家七口做
饭，陈廉方天不亮就要起来，去新街口、丁家
桥买菜。 接着，陈廉方开始为丈夫做笔头工
作，60年代，冯端著《金属物理》时，便为他誊
稿画图。 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只能凭手写笔
绘，冯端论著严谨，往往数易其稿，陈廉方也
就一遍一遍地誊抄。 至于代写通知、回执等
无关紧要的信件，更是不在话下。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冯端也未
能幸免。1970年，南大在大礼堂开批斗大会，
突然台上的人就点名冯端是证据确凿的特
务分子，接着被拎到台上批斗。

冯端的哥哥冯康， 解放前在苏州读高
中。 那时候全国的中学有一个传统，暑假里
高中男生要参加军事夏令营，接受训练，军
官则来自国民党的三青团。 夏令营时，军官
让每一个学生填一个表， 参加复兴社，后
来，复兴社成了军统特务的外围组织。“十
几岁的男孩子哪里知道这些呀，在‘文化大
革命’的时候，这一段历史被人翻出来了。 ”
问他还发展过哪些人， 冯康被逼得没办法
了，就开始编故事，说发展了他的姐夫、姐
姐和弟弟。 因为冯康是一位数学家，逻辑性
特别强，所以编故事也编得滴水不漏，让人
深信不疑。 既然是自己的哥哥亲口说的，还
能有假吗？ 于是，冯端便成为了“证据确凿
的特务”，写检查，受审讯，后来，冯端还被
下放到溧阳分校劳动。

在溧阳农场，住在农民的蚕房里，中午
吃饭则要步行到老河口，往返一个小时。 有
口难辩的冤屈， 让冯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他曾策划在这一小时里到树林中上吊自杀。
“他后来告诉我说，‘你已失去了工作， 没有
了收入， 如果我不在了， 一家老小如何活
命’，想到了我和三个女儿，才放弃了自杀的
念头。 ”陈廉方说。

在之后的岁月里，冯端也想要给陈廉方
补上一枚钻石戒指，但被她拒绝。“他本人在
我眼中就像钻石一样闪亮，我哪里还需要其
他的钻石。 ” /现代快报

“我俩将留下双眼看人间，看儿孙茁壮
成长，看家乡山水如画……”这段文字来自
一位 70 岁的老人，她和 80 岁的爱人一起，
刚刚成为角膜捐献志愿者。

笑谈捐献是“废物利用”

最近几天，一篇名为《我俩留双眼看人
间》的文章在朋友圈里频频传诵，字里行间
充满了对生死的豁达、对生活的热爱。“我
们将留下双眼看世界， 用无限的光明延续
有限的生命……让更多的人了解死后捐献
眼角膜是件很美好的事， 为了那些在医院
里焦急盼望得到一片眼角膜就能走出黑暗
的患者们……”感人的文字，带来一片感动
和赞誉。

经过多方联系，2 月 11 日上午，记者见
到了文章的作者、西安科技大学的退休教师
韩莹。 在其位于城南简单雅致的家中，70岁
的韩莹郑重地与 80岁老伴儿何德福交换着
各自的角膜捐献登记表。“情人节马上到了，
这作为我们俩的情人节礼物，多么有意义！”
性格开朗的韩莹老师如是说。

“其实我很早就有这个想法，这件事儿
也很普通，就是 废物再利用 。 ”韩莹老师风
趣地说，去年自己和老伴多次住院，曾见过
医院里日夜等待眼角膜的患者，所以就下决
心捐献眼角膜，和老伴一商量，他也非常赞
成， 于是她给西安市眼库的热线发了条信
息， 很快工作人员就上门送来了登记表，顺
利登记成为志愿者。

曾经担任校领导的何老师说，他非常支
持老伴的想法，孩子们也赞成。

捐献人数渐多 但仍供不应求

韩莹老师说，自己要当好角膜捐献的宣
传员，有朋友知道她决定捐献角膜后，也有
了捐献的想法， 她已经介绍和眼库取得联
系。“偌大的西安市，每年捐献眼角膜的人还
是太少，希望大家都能多一点爱心和奉献”，
她感慨地说。

西安市眼库副主任刘明介绍，近年来眼
角膜捐献者逐年上升， 最大成功捐献者为
93岁。 去年申请捐献的志愿者有 300 名左
右，约 200 例成功捐献，由于一个捐献者的
角膜可以供多人使用， 约 500 例患者重见
光明。 但现状仍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常年零
库存，仅西安市第一医院就有数百名患者在
日夜等待角膜。

/华商报

有意义的“情人节礼物”

留下双眼看人间
西安老夫妇捐角膜

“90后”的老派爱情
94 岁冯端院士和 90 岁夫人携手相伴 62 年
唯一不变的,是二人牵手微笑的温暖,诗歌传情的浪漫

“幽静的妹妹，温淑的爱人 / 我心里
永远珍藏着你纯洁的形象 / 如果没有了
你， 我的生命 / 所剩下的只是一片空虚
和荒凉……”

这是 1955 年 1 月 5 日, 南京大学物
理系的青年教师冯端, 写给在南京三女中
当语文老师的未婚妻陈廉方的一首情诗,
细腻的情感和笔触, 让人很难想象是出自
一位“理工男”之手。同年 4月 1日,两人缔
结良缘。后来,丈夫成了蜚声海外的中科院
院士,妻子则做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光阴
流转,两人相守的日子已经超过了两万天,
写诗的小伙子如今已经 94 岁,诗中的廉方
也已是 90岁高龄的老人。 唯一不变的,是
二人牵手微笑的温暖,诗歌传情的浪漫。

情人节前夕，记者前往冯端院士家中
探访，听两位“90 后”讲述他们的爱情保
鲜秘籍。

“天气太冷，只有我们的卧室是家里最
暖和的地方，我们就在卧室聊天吧。 ”

走进冯端院士的卧室，冯端正坐在椅子
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喃喃自语。“冯先生
正在背诗呢。 ”陈廉方告诉记者，她和冯先生
最近在看《中国诗词大会》，看了其中的一期
后，就欲罢不能，每期都要准时收看。“我曾
在南京三女中教语文，看到武亦姝，一个 16
岁的中学生能掌握如此多的诗词， 很是惊
讶，其实我之前是看好另外一位选手，彭敏，
谁知最后还是武亦姝夺了冠。 ”

在冯端与陈廉方的爱情里，诗歌一直存
在。 冯端与陈廉方交往不久，就赠了两本诗
集给她，一本《青铜骑士》，一本《夜歌和白天
的歌》，让两人的故事多了一份诗意的浪漫。

1954年秋天， 物理系组织游栖霞山，大
家在栖霞寺里喝茶。 坐了一会儿，冯端约陈
廉方出去走走。 两人在山中随意漫步，走到
一个池塘边， 陈廉方看到水中枯荷梗上，栖
息着一只翠鸟。 两人悄悄地走近几步，想要
再仔细看看，谁知，翠鸟十分警觉，蓝光一
闪， 展翅飞走了， 只留下一抹绚丽的倩影。
“栖霞红叶艳”“清溪翠鸟鸣”，冯端把那只蓝
色的翠鸟当成了两人爱情的吉祥物，在随后
的岁月中，这只翠鸟在书信和诗句中不断被
提及。 爱情，历久弥新，六十多年后，为了纪
念钻石婚，两人合写了一首《钻石颂》，其中
就有，“秋赏红叶漫栖霞，翠鸟惊艳荷枝头”。

结婚后，每逢重要的节日，冯端都要写
诗庆贺。 一年的夏天，陈廉方带两个女儿到
北京小住。 冯端和二女儿留在南京。 白天二
女儿到工厂上班，只有冯端一人在家，不免
感到寂寞， 因而用文言文翻译了许多西诗，
涉及英文、法文、德文的诗歌。 因为工作的需
要，冯端出国访问，为了表达自己对妻子的
相思之情而写出的诗句就更多了。 一次在美
国访问期间，思乡情浓，便写下了“异域风雨
夜，客枕相思涌。遂令闺中妇，潜入游子梦。 ”
1978 年，陈廉方被查出罹患癌症，因为发现
得早，手术做得很成功，故化险为夷。 为此，
冯端大喜过望，诗兴大发，竟吟诗十首以贺。

62年里，文学造诣颇高的冯端给太太写
下了不计其数的情诗， 陈廉方则用一只大红
色的小皮箱，完好地保存了先生的所有作品。

每隔一小时，陈廉方就让冯端站起来，在
房间里走一走。“他不想走， 要我陪他才肯
走。 ”陈廉方说，自己现在的生活可以用两句
话来概括：“先冯先生起床而起床，后冯先生
睡觉而睡觉。 ”

已经 94 岁高龄的冯端院士， 身体有很
多毛病。 早晨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就要吃降
血糖药，然后是保健品。 冯先生听力下降，每
天都要佩戴助听器，下楼要坐轮椅。“他白天
要人陪着他，我就等他睡觉后，给他清理助
听器，清洗假牙，药要每星期配一次，提前配
好，省得服用的时候手忙脚乱。 ”天气太冷，
两人已经很少下楼活动了， 等天气暖和了，
陈廉方打算陪冯端到南大鼓楼的校园里转
转，带点报纸和书，在校园里晒晒太阳。

一起走过了 62 年的岁月， 陈廉方回忆
两个人第一次正式相识， 还是在 1953 年的
秋天。 当时为了庆祝苏联的十月革命，南大
物理系举办文娱活动。 陈廉方的高中同学王
业宁，也是南大物理系的老师，便把她也带
到了活动的现场，并介绍与冯端认识。“其实
那次见面，是业宁想要撮合我和冯端，特意
安排的。 ”

当天的活动，有人唱歌，有人跳舞，冯端
在打桥牌， 王业宁就把陈廉方带到牌桌前，
搬了一张椅子放到冯端旁边，让她看他们打
牌。“趁着冯端起身打招呼的时候，业宁转身
走掉了，我就坐在冯端身边听他叫牌。 ”

相识后，冯端邀请陈廉方到他小粉桥的
单身宿舍去玩。 为此，冯端请人事先代为整
理了房间，还特意买了一包水果糖。“没有盛
放糖果的碟子，冯先生就把糖果倒在了桌子
上，还为我泡了一杯茶，不过，因为水不热，一
直到我走，茶叶都没泡开。”提起那次的见面，
陈廉方记忆深刻。

“相看两不厌”，这样的诗句，也曾经出现
在冯端写给陈廉方的诗中。“有什么好看的
呢？ ”在陈廉方看来，自己身高 1 米 47，冯端
也不到 1 米 7。 但相处久了，就会发现，冯先
生虽然貌不惊人、不善辞令，但外拙内慧，不
露锋芒，就像一块“璞”，外表粗糙，内心却是
晶莹剔透的美玉。“我觉得用这个字来形容
冯先生是最恰当的。 ”

冯端院士做科研严谨，为中国凝聚态物
理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生活上却
不拘小节，非常随便。 冯端在小粉桥的宿舍
是一间朝北的房间，没有取暖设备，冬天非
常冷。 一次，陈廉方去宿舍看冯端，冯端感冒
了就躺在床上。“我这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
怎么照顾自己，大冷的天，他里面就穿了一
条绒布睡裤，裤腿还是宽的，根本不保暖，他
的鞋也不合脚，袜子后面磨出了洞。 ”一个人
的生活太苦了，那就赶快结婚吧。1955年，冯
端与陈廉方缔结良缘。

[诗意人生]
一个理科生的浪漫
给夫人写了 60 年情诗

[爱久弥新]
时常想起，第一次约会
那杯没泡开的茶

[风雨相伴]
“他就是我的钻石
哪里还需要其他的钻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