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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霞 文/图

你知道60多年前的大学生，
如果患病，治疗费谁掏吗？那时
候，一个风华正茂的医学院大学
生与一位乌克兰（当时归属于苏
联）姑娘的通信，又会写些什么内
容？昨天上午，家住市区朝阳路
的刘国珍向记者展示他保存的老
物件：1955年的公费诊疗证和一
位乌克兰姑娘的来信。

一本1955年的公费诊疗
证

今年 82 岁的刘国珍生于郏
县长桥镇西古刘村，自幼聪明好
学，1955年考上了全省为数不多
的高等学府之一——河南医学
院，后因患肺结核病休学并肄
业。他一生从事医疗工作，从郏
县王集乡卫生院退休后，随子女
移居市区。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刘国珍
家中，只见桌子上摊着本报上周
四《鹰城社区》老物件的版面，刘
国珍正拿着放大镜看。“看了你们
登的‘老物件’，我也想和你们讲
讲我的故事。”

刘国珍拿出一个皮包，那是
他的“百宝盒”，里面装满了他保
存的老物件：1950年的小学毕业
证、1962年的结婚证、光绪及民国
初年的银元……而他想要讲述的
是另两个物件。

首先是一本公费诊疗证，名
片大小，封皮上写着《河南公费医
疗预防诊疗证》，由河南省公费医
疗预防实施管理委员会监制。翻
开这个小本，从所填内容上看，这
是1955年8月由河南医学院医院
发给学生刘国珍的。

刘国珍说，那时候上大学，国
家照顾得真好，不用缴费，每月还
发11元的生活费和3元的生活补
助。走之前，家里只给准备了几
件衣裳，自己背着行李就走了。
由于学校发的有公费诊疗证，平
时看病花钱全部报销。

“记得那时候有个沈阳来的

同学患了急性胆囊炎，在学校医
院做了手术，家人不用到场就治
好了。”他说。

如今，刘国珍不顾年迈，将自
己多年来研制的专治糖尿病足的
膏药免费邮寄给向他求助的困难
患者。他说：“我之所以慈善行
医，也是感恩当年国家对我的培
养。”

一沓乌克兰姑娘的来信

接着，老人又小心翼翼地拿
出一沓信件，这些信件是用专门
的信笺写的，字迹看起来像英文
又不是英文。看到记者疑惑的
眼神，老人笑呵呵地说：“这是俄
文，写信的姑娘是乌克兰的，名
叫拉里萨·维尔少夫斯卡娅。”

1958 年 春 天 ，刘 国 珍 正 在
河南医学院（当时在开封）上大
三，学校收到一封来自乌克兰
的来信，俄语老师翻译了这封
信，贴到大教室的后墙上，希望
同学们踊跃给这位苏联学生回
信。

刘国珍说，当时那封信大意
是，她想和中国学医的三年级大
学生交朋友，谈谈学习和生活。
那时候河南医学院虽开有俄语
课，但多是学习一些专业术语，他
查词典费了好大劲儿，才写成了
一封短信寄了出去。没想到，乌
克兰姑娘很快就回信了。姑娘
说，她家四口人，她的父亲是工
人，母亲是家庭主妇，哥哥是军
官。从信中可以看出姑娘生活在
一个幸福的家庭。

随后，刘国珍便和这位乌克
兰姑娘开始通信往来，姑娘先后
给他寄来了诗集、风景卡片、生活
照等物品，其中有一枚1956年的
苏联共青团纪念币。老人至今还
保存着姑娘寄来的照片，一位俊
秀的外国姑娘身穿裙装在一座瀑
布边亭亭玉立。

记者从信件中发现，不少俄
文词语下面写着很小的汉字，老
人说那些都是他读不懂，查词典

写上去的，“她不懂汉语，让我用
俄文回信，对我来说很难，为了能
看懂她的信，我需要查词典，做注
释”。

就这样，两个国家的青年男
女通信近两年之久。后来中苏关
系出现紧张，他们的通信中断

了。至今，刘国珍依然怀念那段
纯真的跨国友情。

“近年来，乌克兰局势动荡，
也不知道她生活得怎么样，虽然
心中挂念，但不知道通信地址，也
无法寄信去问问了。”刘国珍不无
遗憾地说。

一本公费诊疗证 一沓乌克兰姑娘的信

八旬老医生仍保存着见证青春年华的物品

□本报记者 高红侠 文/图

“我这里有一些民国时期的关
金券，你能来看看吗？”近日，市民王
润堂给记者打来电话。5月17日下
午，记者到王润堂家采访。

王润堂今年85岁，家住市区湛
南路东段农行家属院，平时爱好收
藏。记者刚一坐定，王润堂就捧来
一本厚厚的书籍，小心翼翼地打开
书页，一张张关金券呈现在记者面
前，记者数了一下，共有 10张。其
中中华民国十九年发行的关金券面
额有20元、500元、2000元和500万
元共四张；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发行
的关金券面额有 1000 元、2000 元
（两张）、25万元和500万元共五张；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发行面额为5万
元的一张（如上图）。

记者看到，关金券正面是孙中
山像，背面为上海海关大楼，印有中
央银行、上海等字样，正面印有两个
同样的号码。除有一张为横式印刷
外，其余 9 张全部采用竖式印刷。
这些分别由中央印刷厂、美国钞票
公司、美国华德路公司和德纳罗印
钞公司印刷。其中，关金券面积最
大的是一张面额为2000元，记者量
了一下长19厘米，宽8.8厘米；面积
最小的是一张5万元的，长15厘米，
宽6.1厘米。

王润堂 1931 年出生于本市，6
岁那年，父亲被抓走当壮丁，从此杳
无音讯。1945年，母亲带着他投奔
在叶县行医的爷爷。“那时候我爷爷
在地主家开的药铺里当先生，十里
八乡的人都来找他看病。”王润堂
说，在他的记忆里，他见到爷爷收过
面额不等的关金券。因此，他对关
金券记忆深刻。

1992 年，他到重庆旅游时，逛
古玩市场时淘到了三张关金券。后
来，他分别在市区和广州古玩市场
淘到七张关金券，保存至今。他希
望将这些藏品留给子孙后代，同时，
也想通过报纸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纸
币的发展历史。

记者了解到，关金券是“海关金
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
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即
国民党政府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
一种货币，以中央银行名义发行。
关金券先后由美国钞票公司、德纳
罗公司、美商保安公司等发行，后关
金券公开地行使流通功能，变成真
正的纸币。1948年，关金券正式作
废，前后共流通17年半。

民国时期的关金券
你见过吗？

□本报记者 李霞
实习生 杨志慧/文 李英平/图

不同年代的结婚证，有着不
同的时代印记，但都代表着两个
相爱的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承诺。上世纪 60 年代的结婚
证，你见过吗？5月17日，市民李
玉珍向本报展示了她珍藏多年的
结婚照。

李玉珍今年 73 岁，家住市
区中兴路街道联盟路社区。5月
17日上午，记者在李玉珍家中看
到了她与老伴儿王光耀的结婚
证（如右图）。记者注意到，上世
纪 60 年代的结婚证很像一张奖
状。结婚证上，用蒙文和中文写
着结婚证，新郎新娘的姓名、性
别，结婚证号等相关信息，以及
一段“双方自愿结婚，经审查合
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於
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的文
字，结婚证的颁发日期是 1963

年 8月 10日。
另外，记者还注意到，结婚证

右下方还贴有一张合影照片，结
婚照中间靠下的位置还用钢笔写
着一副对联“黄河青山两依伴 中
原故里倍相亲”，横批是“海誓山
盟”。

“我们是1963年领的证，这么
多年我一直保存着。结婚证上的
合影照片和对联是后来过塑保存
时我加上去的。合影照就是当年
我们的结婚照，对联是他在原内
蒙古林学院工作时，一位同事给
我们写的，我见内容不错，抄上去
的……”李玉珍回忆说，她与老伴
儿都是鲁山县张良镇人。当年，
她在市糖烟酒公司上班，老伴从
部队转业后，分到原内蒙古林学
院工作，1962年初，老伴儿回家探
亲时，经人介绍两人相识，并与当
年 8 月份，在家人的安排下结了
婚。

李玉珍记得，当年结婚时，两

人家庭条件都不好，甚至连一件
新衣服也没有。结婚时两人的婚
房就是老伴儿当年在学校的集体
宿舍，结婚当天，也没有办仪式，
只买了两斤糖，给学校的同事们
分了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梳

着长辫子，端庄秀丽的李玉珍也
早到了头发花白，儿孙绕膝的年
龄。当天，李玉珍抚摸着结婚证
感慨地说，如今，老伴儿已经离开
她几年了，可每当看到这张结婚
证，总会让她想起，她与老伴儿一
起携手走过的美好时光。

1963年的结婚证，你见过吗？

乌克兰姑娘寄来的明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