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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聆听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前不久，市委书记惠进才在金台区慰问军休干部时强调：“相关部门要倍加关心关注退役老军

人、老党员等，充分挖掘他们身上的先进事迹和红色资源。”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为宣传报道我市军休干部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先进典型，让广大

读者从先进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激励人们扬帆新征程，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军休干部，报

道他们的典型事迹，展示军休干部的风采。

7 月 27 日，记者在位于市

区群众路的宝鸡市军干所，见

到了今年 89 岁的老军人田永

成，他精神矍铄，穿着引以为豪

的军装，军装上挂着耀眼的军

功章。田永成曾担任某后勤部

政治协理员、综合仓库政委、驻

宝办事处政治教导员、生产服

务处副政委等职。

“我 1932 年出生在东北，

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

陷之际。在我儿时的印象中，那

时候家乡人民的生活很苦很苦。

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了

新中国，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

党对我的恩情几天几夜都说不

完。”田永成激动地说。

田永成1950年 11月入伍，

1953 年 12 月入党，荣获嘉奖 3

次，曾被评为积极分子、五好工

作者和五好队员等。田永成老人

很和蔼，军干所里的年轻工作人

员都亲切地称呼他“老政委”，他

也很喜欢和年轻人聊天。

“我在部队从事政工工作

多年，处理过很多年轻军人、干

部的生活事情，为他们解除后

顾之忧，让他们能够专心、安心

投入工作。”“老政委”回忆着告

诉记者。

在部队驻宝办事处工作

时，曾经有一个器材处的年轻

干部去外地出差采购材料，为

了能够很快完成采购任务，这

位年轻干部垫付了自己当时本

就不高的工资。回到家后，媳妇

知道工资没了，于是小两口闹

起了矛盾。当时，田永成了解了

此事后，一边劝慰两口子，一边

为这位年轻干部申请救济，最

后圆满解决了此事。

还有，例如年轻的两口子

长期两地分居、年轻的小伙子

找不到对象等事，他都会想尽

办法解决。尤其是介绍年轻人

入党，他格外用心。

用“老政委”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做部队政工工作的，就像是

大家的‘妈妈’一样，要想得周全、

做得周到。为大家处理好生活上

的事，他们才能全心投入工作”。

退休后，田永成一直保持

对年轻人关爱的习惯，采访结

束时，他寄语年轻人 ：“一代代

年轻人是建设祖国的栋梁，尤

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

代，希望年轻人在各行各业更

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负这

个伟大的时代。”

“八一”前夕，在宝鸡市军

干所，记者见到郭秀英老人，对

她的第一感受是“亲切”。她在

部队当了 34 年的军医，参加

过解放战争，从一名护理员、护

士，成长为主治军医、副主任军

医。她具备“白衣天使”最可贵

的品质——有耐心、很温柔 ；

同时，她更具备一个军人应有

的品质，坚毅、顽强。

郭秀英 1931 年出生于山

东省烟台市黄县，1949 年 1

月入伍，1950 年 1 月入党，

荣立三等功2次、四等功1次、

小功 1 次，荣获嘉奖 1 次，并

2 次被评为五好护士，1983

年离休。

1948 年 9 月，济南解放，

黄县来了解放军，家里分了地，

能吃饱肚子了，郭秀英家的生

活一下子好起来。所以，当部队

医院在当地招兵时，18 岁的

她就偷偷报了名。当父母得知

她报名参军后，母亲咋都不让

去，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思想先

进的父亲最终同意了。后来，村

里好多人知道她参军，走的时

候敲锣打鼓来欢送。

“那个时候觉得当兵可光

荣了。”郭秀英笑着回忆说。新

军装上身，郭秀英感觉自己真

正成为一名军人。作为医院的

护理员，在行军的过程中，她们

随时随地学习简单的急救和护

理知识。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第

一次救治伤员的情景。郭秀英

随部队到了南京，当时她们落

脚在一个叫彩石镇的地方，临

时医院就建在当地的学校里。

有一天晚上她们刚躺下，班长

喊道：“伤员来了，快接伤员！”

她们急急忙忙爬上山去，见当

地老百姓已经将几名伤员抬到

了山上的庙里。“当时黑灯瞎

火，伤员身上到处黏糊糊的，我

用手一摸一把血。我当时吓坏

了，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多血，

但还是摸着黑开始对伤口进行

包扎。”郭秀英说，当时有一个

伤员说想喝热水，这可难住了

她，因为当时条件艰苦，喝口热

水很困难。当天外面下着大雨，

我看远处有光亮，赶紧跑到一

个老乡家去讨了点水，踩着泥

泞跌跌撞撞回来，总算让伤员

喝到了水。

战争紧迫时，郭秀英也

需要到前线去抬伤员。缺少担

架，她们就借老百姓的门板

用。没有抬伤员的人，她们四

个护士姑娘就自己抬，万分小

心地走在稻田边湿滑、狭窄的

小道上。

在救治伤员时，难免会遇

到因为过于疼痛而发脾气的伤

员，郭秀英心里明白，这些人都

是为了人民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才流血负伤的，所以，她以最大

的耐心、能力救治伤员，安抚伤

员的情绪。

郭秀英一直珍藏着一枚

古铜色的纪念章，那是 1949

年 4 月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颁

发的“渡江战役纪念章”。这些

年，她又陆续收到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

章”“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等，这一枚枚纪念章代表着无

上的荣光。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在

某后勤部担任卫生班长。这个

团就是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

先有所在的团。”7 月 27 日，

在市军休所，91 岁的军休干

部李安说道。赵先有，这个名

字，便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枪林

弹雨的战场上——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这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经典

台词，片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士王成身背步话机，手持爆破

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一幕感

人至深。而王成的原型之一，就

是赵先有。

1952 年 10 月 2 日，在开

城保卫战中，赵先有所在的某

营六连负责坚守“67 高地”，面

对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

下的疯狂进攻，赵先有带领战

士们浴血奋战、誓死不退，直至

最后一刻。

那场战斗中，李安就在开

城以南 5 公里的阵地上，目睹

了战斗的残酷与惨烈。“看到

战士们各种伤亡的样子，我心

情非常沉重。”他回忆说，“有

个战士牺牲后，被油布包着、

铁丝缠着抬回来，我一看是我

们班的战士，眼泪就止不住地

流出来。”

李安是河北滦南人，1930

年 12 月出生，1947 年 8 月入

伍，1948 年 8 月入党，历任部

队卫生员、班长、医助、防化指

导员、团作训股参谋、师作训科

参谋、教导员、主任及司令部管

理处副处长等职。参加过大大

小小无数次战斗，荣立三等功

1 次、小功 2 次，荣获解放奖章

1 枚。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抗

美援朝战争中的负伤经历——

1952 年 8 月，李安所在的

部队准备越过敌人“封锁线”，

敌机在头顶盘旋，照明弹将夜

空照亮。发现他们后，敌机一阵

扫射，李安腿部中弹。“我感觉

两条腿好像被人拽着，使不上

劲。摸摸左腿，裤子破了，腿上

黏黏糊糊的 ；再摸摸右腿，裤

子也破了，腿上也是黏黏糊糊

的。”李安说，“一开始，觉得不

是很疼，应该还能走路。结果发

现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担架班

的战士将李安抬上担架，冒着

危险快速前行。

“担架班的班长姓张，我

对他说 ：‘如果敌机扫射，你就

把我放在路旁的玉米地里。’张

班长对我说：‘李班长，你放心，

有我们在就有你在。’”李安回

忆说，“那时候不知道‘感动’这

个词，听到张班长这话，顿时觉

得心里热乎乎的。”

“那颗子弹救了我的命。”7

月 27 日，在市军干所，92 岁的

军休干部俞金贵讲述自己战斗

经历时说。

俞金贵1929年 12月出生，

江苏如东人，1948年 1月入伍，

1949年 2月入党，参加过多次战

斗。荣立三等功3次、四等功7次。

俞金贵说，淮海战役从

1948 年 11月 6日开始，到 1949

年 1 月 10 日结束，这 65 天里，

他每一天都是在战场上度过

的。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一次

“拼刺刀”的经历。那时，战役刚

打响不久，他们奉命在徐州姜

公山阻击国民党新五军部队。

“当时，守阵地的是九连

和我们八连，后面的部队还没

有跟上来。敌人发起进攻，第一

波我们刚守住，第二波又来了，

我的战友中，很多都负伤、牺牲

了。”俞金贵回忆说，“看到一个

敌人离我还有五六步的距离，

我从战壕里跳出来，准备跟他

拼刺刀。我左手习惯性地托住

枪膛，右手下意识地摸到扳机，

扣下去，枪响了，面前的敌人应

声倒下了。”

俞金贵说，以前这种情况，

他的子弹都是不上膛的，这次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上了膛。正

是这个巧合，让他幸运地捡到

一条命。因为在右前方，还有一

个敌人准备扑过来，而他只是

一个十八九岁、单薄瘦弱的小

战士，是绝不可能同时对付两

把刺刀的。这意外的一枪，不仅

打倒了一个敌人，也吓住了另

一个敌人。

就在这时，我军的炮弹落

在敌人阵地上，俞金贵知道是

后面的部队冲上来了。面前的

敌人见状拔腿就跑，俞金贵跳

回战壕，退下弹壳，装上子弹，

瞄准逃跑的敌人开了一枪。

转眼 70 多年过去了，回

首一路走来，俞金贵感慨道 ：

“我是贫苦人家出身，土地改

革时，政府给贫苦人分地分

粮，我们非常感激，村里 13 个

小伙子就一起当兵了。今天的

美好生活，都是党给我们带来

的，对于党的恩情，我们一辈

子都不能忘。”

党的恩情一辈子都不能忘
—— 访军休干部俞金贵

本报记者 祝嘉 实习生 张珂骞

“担架班抬着我过封锁线”
—— 访军休干部李安
 本报记者 祝嘉 实习生 张珂骞

倍感亲切的白衣天使
—— 访军休干部郭秀英

本报记者  麻雪

为部队年轻人解决后顾之忧
—— 访军休干部田永成

本报记者 麻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