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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在蚌埠市首届“十佳检察官”

颁奖晚会现场，梁仁玖搀扶着丈夫缓缓走

上领奖台，她含着眼泪对吴群说：“好好治

病，好好工作，不要辜负领导和同事，我会

照顾好你，照顾好这个家。”

但吴群却“失约”了，在今年七月，他真

的走了，留给家人的，是无尽的思念。

记者 王旭东 张火旺

“把党费交上，七月份我还活着”
七月十三日凌晨，好人检察官吴群真的走了

7月12日晚上八九点钟，蚌埠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的病房里，昏迷中的吴群突

然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对妻子梁仁玖

说：“该给我穿检察服了吧……”

生命的最后几天，吴群有过短暂的清

醒，他嘱咐妻子把他的检察服准备好，万一

走了，要给他穿上，而且要白衬衫、打红领

带的那种，还要戴上帽子，那样会好看些。

7月12日晚上11点40分，吴群开始大

口吐血，虽经紧急抢救却无力回天。13日

凌晨0点 17分，吴群坚强的生命画上了休

止符。去世时，吴群眼睛微睁着，嘴巴也张

开着，似乎还想要说什么。“他是不想死，不

想离开我们，不想离开他心爱的工作岗位

啊！”此刻，妻子的梁仁玖最能读懂丈夫的

表情，悲痛不已的她，只感到天旋地转。

“给我穿上检察服，系上红领带”

“交款人：吴群，2011年7月份党费，20

元”，这是2011年7月25日这天吴群的同事

陈伦远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的记录。

据陈伦远回忆，7月15日，吴群的遗体

告别仪式后，吴群的爱人梁仁玖大姐递给

他20元钱，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是吴群七

月份的党费，你把它交给组织。”陈伦远愣

住了，不知道该不该接。

见小陈没有接钱，梁大姐说：“吴群临

终前交代，一定要把这个月的党费交给组

织，因为七月份他还活着，请组织一定要收

下他最后的党费，”

“吴群在弥留之际特别交代了三件

事。”梁大姐哽咽着说：“一要帮他交上七

月份的党费，二不能再给单位添麻烦，三是

记得给考上大学的同事家送份心意……”

“把党费交上，因为这个月我还活着”

9 月 1 日上午，记者前往吴群生前的

家，一幢老旧的两层居民楼。楼下的两间

房，四十平方米，没有卫生间，这就是吴群

一家三口十几年来的“蜗居”。

走进他的家，记者感到阵阵心酸：大

部分电器和家具还是结婚时置办的，最多

的就是那一摞摞各种法律书籍，一张十年

前拍摄的祖孙三代全家福算得上点缀了。

“从部队转业那年，他坚决把70多平

方米的住房让给了战友。”妻子梁仁玖说。

不光是住房，相濡以沫几十年，梁仁

玖对很多事情都“难以理解”。吴群不抽

烟、也不喝酒，内衣缝缝补补，喝茶只喝10

块钱一斤的“炒青”，一件旧棉袄穿了 15

年舍不得丢。吴群在上海住院时，妹妹看

到大哥穿的内衣破旧不堪，就给他买了两

套换洗。不想却被吴群说了一顿，说小妹

乱花钱。

蜗居检察官的清贫生活

9月2日，天光微亮，在金寨县青山镇崎岖的山间小道

上，踩着微湿的乱石艰难行走一个多小时后，青山中一个

小红点跃入眼帘，向导告诉记者，再翻两个山头，飘着红旗

的地方就是双桥小学教学点了。

竹林中还没看见校舍，就听到朗朗读书声，傅言明老

师已经带着孩子们开始了一天的学习。学校人数最多时

有40多人，本学期全校共8名学生，58岁的他既是唯一的

老师，也是家长。

2007年，学校危房改造立项，可是山路崎岖，建材无

法运达，傅老师便从自己微薄的积蓄中垫出2000元现金，

请来挖土机整修了一条简易山路。新校舍建成后，傅老师

平整操场，自己动手，利用旧料，盖了一间厨房，还修建了

一个小小的花坛。

24载风雨，傅老师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24年时光

荏苒，傅老师一直守望着大山深处这间小小的校舍，看着

它从四面透风的土屋变成现在白墙红瓦的砖房。

傅言明驻足在山顶小小操场的身影、那洪亮却并不十

分标准的普通话早已和高高飘扬的红旗一样，成为群山中

最美的风景，成为山民们最敬仰的人。而在金寨群山中，

像傅言明这样的老师有一百多位。 记者 程兆 摄影报道

坚
守

编者按

七月的淮畔，夜空中少了一颗平凡的星星。但它的逝去，让无数人的眼泪在

飞。蚌埠市、省检察院系统，掀起学习好人检察官吴群的热潮。

吴群，他用什么让我们的心灵如此悸动？日前，记者深入当地，追忆他生前的

点点滴滴。即日起，本报推出“好人检察官”吴群系列报道。

他走了，却留给我们更多……

一间教室，多个年级，这个年级做习题时，那个年级就开始学拼音

全校师生 升旗仪式带着孩子们做游戏 手把手教孩子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