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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厚植家国情怀

□ 本 报 记 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张小寒

“新中国生日快乐！”穿越一个世纪，当105岁的王淑贞
老人艰难而激动地吐出这七个字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在威海市界石镇阎家泊子村，天福山女子民兵班的女民
兵们来到王淑贞老人家中，为老人送去慰问金和蛋糕、鲜花
等，与老人共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奶奶，您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吗？”“不知道，不
记得了。”“奶奶，您知道自己入党多少年了吗？”“1939
年入的党！”女民兵们一边陪王淑贞聊着天，一边帮她把一
枚鲜红的党徽戴在了胸前。

抚摸着胸前的党徽，老人脸上漾起幸福的笑容，随后下
意识地指了指挂在卧室墙上的一个相框。相框里不是照片，
而是一张大约32开的泛黄纸张，上面手绘着表格，字迹大部
分已经模糊。

“这是奶奶的党员登记表，一直用孩子小棉袄包裹着，
在奶奶104岁时她拿了出来。第一次看到时我们都很惊讶，
没想到近80年过去了，这么薄薄的一张纸竟然保存得这么完
整，看得出奶奶有多珍视。”一旁，王淑贞的孙子刘红日
说，为了更好地保存奶奶视若珍宝的党员登记表，他们特意
用相框进行了装裱。

仔细辨认可以看到，登记表中“入党动机”一栏这样写
着：我的入党动机就是给我男人报仇，另一方面为了我们将
来的幸福。

王淑贞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队员刘福考烈士的遗孀。
1936年7月31日，身为昆嵛山红军游击队队员的刘福考，在
一场突破敌人包围的战斗中宁死不俘，壮烈牺牲，年仅23
岁。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挂在汪疃集示众。王淑贞强
忍着悲痛，和母亲一起在深夜将头颅取回，哭着为丈夫洗了
最后一次脸，并在他坟前立誓：一定要把儿女抚养成人，继
续走丈夫没有走完的路，将革命进行到底。自此，王淑贞成
了装疯卖傻给党组织送情报的交通员。

1939年10月11日，经组织批准，王淑贞秘密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她的引导鼓励下，丈夫的弟弟刘振秀也参加了八路
军，最后被日伪军活埋，牺牲时和哥哥一样也只有23岁。1947
年至1949年，王淑贞先后担任过村青救会长、妇救会长，新中
国成立后又一直担任村妇女主任，直到1983年从村妇女主任
岗位上退下来，100岁时还坚持参加村里的党员会议。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王淑贞入党80年。对党，王淑贞信
仰追随了一辈子。“奶奶以前经常说，自己干革命，不图吃不
图喝，就希望革命成功了，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刘红日说。

“奶奶，您的愿望都实现了，您高兴吗？”天福山女子
民兵班的田淑丽靠在老人耳边大声说。“高兴，高兴！”王
淑贞紧紧地握住了田淑丽的手。

□ 本报记者 杜辉升 纪 伟

“从9月初学校开学，我的女儿
高洁就陆续在五所学校开展沂蒙精神
宣讲，她也走上了弘扬、传承沂蒙精
神的路。”9月30日，68岁的“沂蒙
新红嫂”于爱梅告诉记者。高洁还将
于10月7日前往贵州省，开展沂蒙精
神的主题宣讲。

于爱梅是“沂蒙母亲”王换于的
孙女，“沂蒙红嫂”张淑贞的女儿，
他们一家四代人都在弘扬、传承沂蒙
精神。“沂蒙精神代代相传，红色基
因已经渗透到血脉中。”于爱梅说。

抗日战争时期，“沂蒙母亲”王换
于带领全家创办的“战时托儿所”，抚
养了3 0多名革命后代和8名烈士遗
孤。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革命后代回
到沂蒙老区看望王换于时，都和以前
一样喊她“娘”，“沂蒙母亲”这个名字
也由此传开。

在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到1943年
间，王换于的儿媳张淑贞担任东、西
辛庄两个村的妇救会长，负责13个村
的抗日宣传发动工作，先后发展了20
多名党员，并组织群众做军鞋、缝军
衣、磨军粮、烙煎饼支援前线。

当时，张淑贞为了照看好革命后
代，把奶水喂给“战时托儿所”年龄小、
体质差的孩子，而把刚出生的女儿放
到一边吃糊糊汤。张淑贞说：“咱自己
舍上命也不能让烈士断了根呀。”就这
样，托儿所的40多个孩子一个没有少。

于爱梅听着奶奶和母亲讲述的故
事长大，红色基因的种子从小就在她
心中扎下了根。

2004年，于爱梅从原沂南县第四
中学的教师任上离岗，从母亲那里接
过了“红嫂针”，把大部分精力投入
到了拥军优属事业中。2011年，山东
省党性教育基地沂南教学点成立，她
主动提出做义务讲解员。“从2011年
到现在，我作了3000多场沂蒙精神报
告，最多的时候一天5场，一场40多
分钟。”于爱梅告诉记者，“义务宣
讲沂蒙精神，从小处说，是为了传承奶奶立下的爱党拥军家
风；从大处讲，是为了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来把沂蒙精神发
扬光大。”

“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不能丢，沂蒙精神不能丢，要一辈
辈地传下去。我今年68岁了，很高兴能把自己家的故事讲出
来。”最令于爱梅欣慰的是，她的大女儿高洁和家里的几个
孩子都主动加入了红嫂协会，用各自的方式传承沂蒙精神、
诠释良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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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希望革命成功了，

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80年党员登记表

见证105岁老人初心

□卢鹏 杜昱葆 报道

10月1日，沂南县天河

养老服务中心“功臣楼”四

楼，在这里居住养老的抗战

老兵在医护人员陪同下，集

体收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大会盛况

让老兵们激动不已，手摇国

旗，祝福祖国。

□ 本 报 记 者 张思凯
本报通讯员 王 伟

“70年前，我作为受阅战士参加了1949
年开国大典阅兵仪式，我骄傲！”在兖矿
集团鲍店煤矿的老兵单来银家中，老人小
心翼翼地拿着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
盛典日纪念”字样的纪念章对记者说。

1932年出生的单来银，是滕州市大坞
镇单庄人，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1948年7月15日，单来银报名参军，参加

了淮海战役。1949年夏天，单来银光荣而
幸运地成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陆军方队中
的一员。

参加开国大典阅兵仪式，任务光荣而
艰巨。从七月开始到九月末，炎炎烈日
下，单来银和战友们进行正规严格的分列
式训练，天天累得汗流浃背，腿脚肿痛，
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大家都拼命地
练，还写了决心书：一定要好好练，练习
好，绝不辜负党的期望。特别是开国大典
前三四天，单来银和战友们都在默默训

练，生怕阅兵时走错步伐。
“正步走过天安门前那几分钟，脑子

一片空白，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下来
的。”单来银回忆说，“当毛主席向全世
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时，广场上红旗翻动，数十万人发出
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

1951年8月，单来银又参加了抗美援
朝战争，亲历过长津湖战役。回到祖国
后，他拒绝了组织的工作安排，毅然选择
复员回乡，后来成为一名煤矿工人，先后

被全国总工会、山东省总工会表彰为“优
秀工会积极分子”，1988年老人在鲍店煤
矿机电科离休。离休后，老人党员本色不
减，义务做了800多个马扎免费送给邻居和
有需要的人，被亲切地尊称为“马扎老人”。

国庆前夕，单来银收到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谈到祖
国的变化，老人满心欢喜。“70年来，大阅
兵一次比一次好。人们生活越来越富足，矿
上的志愿者像照顾亲人一样把我照顾得无
微不至，我这个老兵感到无比幸福。”

“开国大典，我从天安门前正步走过”
“马扎老人”单来银回顾70年家国变迁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71岁的菏泽转业军人翟连文，89岁的
滨州老兵孙玉斌，他们本来没有什么“交
集”，但两年前在省荣军医院病房里相识
后，上演了一段识英雄、重英雄的感人故
事。

国庆前夕，翟连文通过大众日报热线
打来电话：“我向你们推荐孙玉斌！老孙
这个人，值得赞赏、值得歌颂！”

翟连文1968年参军，在部队上受伤双
腿伤残，转业后在火车上当司炉工。他最
骄傲的，就是从业以来没有出过一次事
故。“我没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过一丁点
儿的生命财产损失！”他说。

翟连文说：“我是‘和平年代’的兵，但
老孙与敌人面对面拼过刺刀，多次负伤，多
次立功，但他始终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
功’，就是这样的觉悟，让我特别感动！”

国庆节前夕，在滨州市滨城区沙河街
道钟楼孙村，记者见到了孙玉斌。他用一

句话概括自己：“我当了9年兵，打了6年
仗，又种了一辈子地。”

1947年，年仅17岁的孙玉斌参军入
伍，在滨县独立营当了一名战士。由于年
龄小、个子矮，一开始他被安排抬担架，
他说：“我参军就一个要求，去前线打
仗！不抬担架！”这句话现在说起来平
淡，回顾经历却惊心动魄。

“右手掌心是被刺刀刺穿的，右手手
臂的4个疤痕、右大腿3个伤疤，是被手榴
弹炸的。”他细数着自己身上的伤疤。

第一次受伤，是1947年9月28日。
“就在战争结束前15分钟，一颗手榴弹在
我们三个人身边爆炸，那两位同志牺牲
了，我的半边身子被打烂了……”昏迷
中，他被担架队从砀山县抬到了莘县。
“当时，没有麻醉药，就用蒙药，从右
手、右腿上取出了很多弹片。

那次“挂彩”的后遗症，是右臂残
疾，到现在，右手手指还伸不直。但伤好
后，他又回到部队，接连参加了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接着就是守卫上海。
他的小腿上，还有一处贯通伤，是在

抗美援朝战场留下的。“1951年，在‘三八
线’附近，美军16架飞机不停地扫射，我趴
在山坡的石头下，小腿被打穿了，但轻伤不
下火线，继续战斗！”他说。

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孙玉斌先后
荣立两次三等功、一次四等功。1950年，
孙玉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
年，他又被部队推荐进入27军军校学习。
孙玉斌说：“入伍时，我还是一个文盲。
从军校毕业后，部队看到我的进步，打算
把我留下来提干。”

但是，就在毕业后不久，孙玉斌接到了
复员通知。“当时上级要求，1948年前入伍
的、没提干的士兵全部复员，支援农村合作
社建设。”就这样，他默默地回到了滨州农
村老家。他说：“当兵，就要不怕牺牲；回村，
也要当好农民，干好农活。”

解甲归田后，老孙承受了很多考验。
由于右手、右腿都有伤，他无法干重活，只

能承担放羊、拉车子等相对轻松的农活。
1958年，他曾经短暂地进入当地运输公司，
但由于手部残疾，他再次回到了农村。

1979年，作为荣誉军人，孙玉斌第一
次到省城疗养3个月。他开心地说，党和
政府没有忘记我。当时的日子过得艰难，
他第一次去省里疗养时，家里都揭不开锅
了，从亲戚那里借了20斤玉米面。

孙玉斌的儿子孙艳平说，父亲身有残
疾，日子过得很紧巴，但是他从来没有向
政府伸过一次手、提过一次要求。

9月23日，孙玉斌收到了当地政府部
门送来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纪念章，他将其与“渡江战役纪念
章”、抗美援朝“和平万岁”等纪念章挂
在一起，熠熠生辉。

翟连文感叹说：“从认识老孙那天起，
我就感觉他是一个一心为党的忠诚战士。
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不能忘掉过去，不
能忘掉初心，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一心为
民。老孙值得写一写，值得歌颂一下。”

两名老兵病房相识，上演识英雄重英雄故事

当兵，不怕牺牲；回村，当好农民！

（上接第一版）中小学生红色教育和素质
拓展训练等活动。纪念馆也成为济宁市干
部政德教育教学点、金乡县红色文化教育
基地。

9月28日下午，在接待了当天第5批参
观学习团后，李建军才得以坐下来休息一
会。“为王杰精神做‘代言人’，我乐此
不疲。”李建军告诉记者，每年国庆节期间，
王杰纪念馆日接待游客量都得有五六万人
次，是他一年当中最忙碌的几个节点之一。

今年，王杰荣获中宣部等9部门评选表
彰的“最美奋斗者”称号，经受岁月洗礼的
王杰精神历久弥新。为了让更多的游客了
解王杰的故事，王杰纪念馆精心组织准备
了讲解词，“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王
杰精神’更多的是担当。弘扬‘王杰精神’，
就要勇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像王
杰同志那样平常时候能看得出来、关键时
刻能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能豁得出来，全身
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从起初抬砖建烈士纪念塔把肩膀磨得
肿成“馒头”，到在漏风的石屋里忍受山
上“出奇的寂静”，到刚做完静脉曲张手
术腿上缠着绷带察看工地，再到每年都在
山上陪烈士过春节……李建军把青春献给
了羊山。

王杰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
手、在物质上不伸手的“三不伸手”的高
尚情操也深深影响着李建军。1981年，父
亲退休时，他本可以接父亲的班留在县城

的农业局上班，可他毅然选择上环境艰苦
的羊山为烈士守灵。县民政局领导两次想
把他调到县里上班，都被他婉拒了。

今年，李建军荣获全国退役军人工作
模范个人。“我早已把陵园当成了家，对
陵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了感情。”
李建军说，“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英雄王
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
为革命，永远跟着党……每天和英烈们在
一块儿，我不感到寂寞，觉得值！”

抗战老兵

观盛典

□ 本 报 记 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王海政

10月1日，在威海市文登区金山管委
会双龙社区，老党员、退伍老兵、居民代
表等共同收看国庆大典直播，共享邻里
宴，为祖国母亲送上祝福。

“标兵就位！”上午10点21分，随着
一声嘹亮的命令，标兵踢着标准的正步，
到达指定位置。在社区大讲堂的电视屏幕
前，老兵张建团激动得坐不住了，“一下
子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张建团1967年入伍，即被编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并先后担任护旗
手、队长，主要承担重要国家元首访华受

检、重大庆典礼仪和方队训练任务，曾出
色地完成了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
华时三军仪仗队受检任务。标兵训练的艰
苦程度难以想象，每次训练结束，张建团
全身都是湿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要
吃苦。”张建团1979年从部队转业回到社
区，一直保持着吃苦奉献的“标兵作
风”，带动大家一起为社区和谐作贡献。

在庆祝大会开始前，1981年退役的老
兵宫本友，为社区群众生动讲述了自己
1979年参加边境作战的生死经历。“在战
斗最艰苦的时候，我们的后勤保障被切
断，就是靠着战友们团结一心才最终打赢
了战斗。如今的社区大家庭，大家更要团
结，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宫本友说。

定制的国庆蛋糕摆上桌、热腾腾的饺
子刚出锅。“开饭咯！”时至中午，社区
党总支书记刘芳招呼着大家共享邻里大
餐。如今的“刘书记”，也是一位“老
兵”，她1991年至1994年在部队服役，是
某部通讯站的一名话务员，曾夺得技术大
比武全师第一名，转业回到文登后一直在
社区工作。“社区就是自己的家，看到家
人们生活越来越好，自己打心底里高
兴。”刘芳说。

双龙社区辖区面积约4 . 5平方公里，
常住户数2700户，常住人口9000人。社区
辖区面积大，人口多，构成复杂，社区治
理难度大。双龙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注重
发挥社区内200多名退役军人、特别是党

员退役军人这股“红色力量”的作用，围
绕社区居民需求，打造“红色微家”社区
服务品牌，退役军人带头参与社区活动，
开展社区志愿服务等。社区还建起了群众
大讲堂，鼓励退役老兵走上讲台，为社区
居民讲述老兵故事。现在 ,“红色微家”
成为集学习、活动、服务、培训、调解、
议事、养老等功能于一体的红色阵地，社
区居民在家门口便可享受政策宣传、志愿
服务、居家养老、文体娱乐等多项便民服
务。

“祝愿伟大的共和国生日快乐！”在
欢声笑语中，邻里宴正式“开席”，大家
畅谈家国变化，憧憬着今后更美好的日
子。

三代老兵同看庆典 红色精神激荡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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