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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离退休人员，选择
做模特，不仅是为了锻炼身
体，更是为了让自己的夕阳
生活闪耀出更多光芒。在
李玉珍模特队里，这些中老
年模特为自己找到了新的
价值。

1952年秋，朝鲜战场的德川、宁远
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撤
至朝鲜西海岸一线，构筑防空工事，深
挖坑道，准备应对美军可能发动的第
二次仁川登陆作战。

当时，我在团司令部当译电员。
备战工作异常紧张繁重，电报往来频
繁，数量之多难以应对，常常昼夜不休
息不吃饭也处理不完，有时边工作边
啃些压缩干粮，喝口凉水。

敌机经常来袭扰，村子里不时传来
信号枪响，这是当地特务在给敌机指示
轰炸目标。我们在隐蔽部里，晚上译电
工作不能点亮蜡烛，以免暴露目标，只能
用手电筒照着工作。

有一天晚上11点左右，敌机在我指
挥部上空掷下一枚重型炸弹，顿时炸出
一片火海，作战股股长和两名参谋被炸
出了两丈多高，当场牺牲。我只觉得腿

上热乎乎的，接着一阵剧痛，流了很多
血，棉裤里白花花的棉花翻了出来。

朝鲜停战我回国后不久，又奔赴
西藏参加平叛作战和组建边防站工
作，一干就是18年。西藏地域辽阔，
人烟稀少，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部队
流动性大，有线和运动通讯受到限
制，无线电密码通讯便成了主要通讯
工具。同时，西藏叛匪适应高原气
候，熟悉地形路况，他们抢劫百姓，杀
害地方干部，伏击我军车队，长期与
我方周旋。

1959年1月，西藏某中心县县委被
4000多名叛匪包围30多天，妄图一口
吃掉。上级命令我带8人机要组随前
线指挥部前往增援。我们连续三天两
夜急行军，翻越两座大雪山，疲累和艰
苦使部队大量减员，我也冻坏了双脚，
险些被截肢，但我们仍然坚持完成了密
码通讯任务，保证了大部队全歼叛匪。
战后上级给我记了三等功。

多次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我，十
分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更能感受到
和平的珍贵。

我家中现存多部老相机，其中一
部青岛牌120双镜头相机（下图）最
有故事。它不仅激起了我学习摄影
的兴趣，而且见证了我的戍边岁月。

1980年10月，我到美丽富饶的
西双版纳服役。部队就驻扎在茶马
古道的起点易武镇。对于刚来到部
队的新兵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尽
快照一张全副武装的军人标准照。
可边疆终究是边疆，当地竟没有一家
照相馆，老百姓如果想照相，至少要
到百公里外。

1981年元旦，新兵集训完毕后，
我被分到距中老（挝）边境附近的前
哨连。当时连队有一部旧海鸥120
照相机，使用起来时好时坏。那时我
就想，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相机该多
好啊！春节前夕，连长带我们这些新
兵第一次巡逻，在中老边境11号界
碑前给每人照了一张相，大家激动不
已，照片洗出来后就迫不及待地寄回
家。从此，我更坚定了要拥有一部相
机的念头。

1984年3月，我终于迎来了回洛
探亲的机会。即将归队时，母亲问我
想带点儿啥，我说想带一部照相机，
想用镜头留住西双版纳的美好记
忆。但当时家中并不宽裕，我只是想
想而已。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不想
让我带着遗憾回到部队，便取出了积
蓄，买了一部青岛牌 120双镜头相
机，花了120元，几乎相当于她半年
的工资收入。当我拿到相机时，眼泪
不禁夺眶而出。

值得骄傲的是，我用这部相机照
了一张绝版照片，保存至今，并成了
馈赠战友的绝佳礼品。

1985年10月，我退伍前夕，爬上
部队营地的后山，照了一张连队营区
全景，回到洛阳才冲洗出来。去年牡
丹文化节期间，近30年未见面的战
友来洛阳相聚。我特意请人将这张
照片印在瓷盘上，题上“透过照片忆
版纳”送给大家。战友们高兴地说：

“想不到，想不到。过了30年还能看
到连队当年的样子。”

我又将此照片附上说明，投到
《洛阳晚报》的《影像岁月》栏目，不久
就见报了，编辑还特意制作了套红标
题《记忆中的西双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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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优雅

李玉珍模特队的队员们个个
身材高挑。优雅的走姿，柔美的舞
台动作，搭配上旗袍或其他华丽的
表演服，让人很难相信她们是50
岁至74岁的人。

在舞台下，我发现她们也都
比实际年龄小得多。问起队长李
玉珍的年龄，才知道她今年已63
岁了。

每次参加活动，她们都会进行
集训，我曾观摩过一次集训。起
初，还未进入状态的队伍让李玉
珍有些着急，站在台上的她和大
家讲解着动作要领，腔调升高，声
音洪亮，只为让大家能够早些进
入状态。

队长的严厉并没有“吓”到队
员们。74岁的陈仙芳说，她们都能
理解李玉珍，也非常愿意听她的。

在队长的带领下，队员们也认
真起来，几遍排练都达到了预期
效果。

李玉珍第一次化妆，是在做模特
之后。她以前是单位篮球队队员，运
动鞋、运动服是她的最爱。涉足“模
特界”之后，每次上台表演时都要化
妆。经历过第一次，她发现妆后的自
己的确多了许多魅力。渐渐地，她连
外出逛街也喜欢化上淡妆。

王翠枝第一次穿高跟鞋，是进入
模特队之后。身高170厘米的她，穿
平跟鞋就已经比朋友们高了不少，于
是一直不敢穿高跟鞋。进入模特队
后，她才有了第一次突破。如今，她

已经能穿着高跟鞋自如地走猫步了。
李苹第一次登台表演，是在去年

牡丹文化节“广场狂欢月”的舞台
上。演出前，没有舞台经历的她担心
自己表现不好，影响到大家。上台时
把表演当成排练，就会好一些。”这是
队友王季群教她的减压方法。

在团队里，陈仙芳第一次觉得自
己也挺“年轻”。陈仙芳是年龄最大的
成员，虽然她的头发已经灰白，但因为
常和比自己年轻的姐妹们在一起，她
感受到很多活力，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她们的“第一次”

起初，队员们选择练习模特步只
是为了锻炼身体，如今走模特步已经
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了。

李玉珍和我讲起了一些模特队里
的故事。原来模特队里不仅有女模，
还有几位男模。去年12月的一次演
出，恰逢男模尤先生的八十大寿。他
没有请假回家过寿，而是继续练习。
殊不知，队员们早已作好了准备，打算
给他一个惊喜。表演完还未下舞台，
几位队员便拿着蛋糕和生日帽跑上

台，并告诉在场的观众当天是尤先生
的八十大寿。随后，全场观众一起拍
着手，为尤先生唱起了生日歌，让尤先
生感动得落了眼泪。

这个温暖的集体影响了更多队
员。王女士的丈夫为了支持妻子工
作，每次模特队有比赛、表演，他都义
务出车接送大家。逢年过节，队里的
好姐妹们便会相约到队友家做客。“能
遇到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真是幸福
的事情。”高女士说。

她们的友谊

优雅走出
别样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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