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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可歌可泣的
战斗故事，历经岁月沉淀，成
为厚重的精神财富”

“陈老，又见面了！您再给我们新

同志讲讲这条光荣之路的故事呗。”临

近农历新年，笔者跟随合肥市蜀山区五

里墩街道党工委书记、武装部教导员吴

勇等一行人走访慰问辖区退役军人，第

一站来到位于淠河东路的合肥市军休

三所。

接待我们的是老朋友陈相珍。陈

相珍六立战功，如今是军休三所第三党

支部书记，被誉为淠河东路“口述红色

革命史”宣讲第一人、淠河东路英雄故

事的“活字典”。

见到我们，陈相珍分外热情，从卧

室 里 小 心 捧 出 一 只 90 厘 米 长 的 红 木

箱。箱子里装满他多年来搜集的与淠

河东路相关的珍贵资料，包括照片、手

稿、档案、勋章等，每件都用牛皮纸仔细

包好。

话题从淠河东路展开。这条不足

900 米的道路两侧坐落着部队医院和多

家离退休干部休养所。此外，这里还居

住着数百户参与过“两弹一星”研制的

原国营二二一厂职工。

“ 这 是 94 岁 的 王 道 明 ，在 辽 沈 战

役 中 被 重 机 枪 击 中 ，身 上 留 下 5 个 弹

孔。在朝鲜战场，他所在的部队负责

为物资运输提供后勤保障。当时通往

前线的轨道上有一颗定时炸弹，为尽

快修好道路，他就坐在炸弹上拆弹给

战友壮胆。”陈相珍从箱子里取出资料

介绍说。

“这是 89 岁的老战士王新，渡江战

役时身受重伤，多年来一直饱受头疼、

失眠的痛苦。即便这样，他也没有申请

过伤残抚恤。”陈相珍拿起一张王新开

怀大笑的照片，转述老人当时的原话，

“是共产党让老百姓翻了身，给了我们

好日子。我只觉得自己为党没尽到力，

哪还想去领抚恤金呢？”

红木箱里，一张照片引起街道工作

人员余娜的注意。照片上是一把铜勺

和一个印有“中朝”字样的手工编织袋。

“这两个物件大有来头！”陈相珍向

大家讲起抗美援朝老兵陈良辰的故事。

1953 年，陈良辰随所在部队留在朝

鲜继续支援朝鲜建设。虽然当时已经

签订停战协定，但生活条件仍十分艰

苦，许多志愿军官兵吃饭时用树枝作筷

子。一位当地老大妈见状，拿来自家勺

子送给陈良辰，还亲手编织了手提袋留

作纪念。时至今日，这两个物件还完好

地保存在老人手中，成为中朝人民友谊

的见证。

“同胞经历的苦痛值得被后人永远

铭记。”陈相珍一边说着，一边取出压箱

底的《侵华日军在安徽烧杀抢掠 50 件

惨 案》。 这 本 书 是 老 兵 姜 继 永 所 著 。

1990 年，姜继永从安徽省军区退休后，

坚持搜集整理党史军史资料。他走遍

淮河两岸采访曾受日军残害的亲历者、

见证人，白天做调研，晚上写记录。数

年来，他写下千万字材料，出版 7 部关

于抗战的著作。

“生活在淠河东路上的参战老兵，

每个人都有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历经

岁月沉淀，成为厚重的精神财富。”吴勇

说，从“走万里路、打百次仗”的许宝富，

到长津湖战役亲历者郭立人，再到参加

过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陈相珍……淠

河东路的老兵故事不胜枚举。

“隐姓埋名数十载，他们
甘心做‘沉默的砥柱’，只为托
举起大国重器”

“说出来你们也许不信，直到 1964

年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从报纸上看到

新闻，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多么伟

大的事业！”2021 年 11 月 25 日，位于淠

河东路团安新村小区的“两弹一星”精

神纪念展馆（合肥馆）正式开馆。80 岁

的董殿举老人向前来参观的青少年介

绍起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经历。

这天，像董殿举一样曾就职于原国

营二二一厂的部分离退休职工也来到

展馆参观，重温“两弹一星”艰苦创业历

史。据了解，团安新村小区居住着 330

户原二二一厂的参试人员。

1958 年，党中央决定在青海金银滩

建立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金银滩地处高原，高寒缺氧，一年

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袄。1959 年，年仅

18 岁的董殿举从老家河南清丰来到金

银滩，一干就是几十年。

“当时条件艰苦，我们只能临时住

进牧民搬走后留下的牛棚、羊圈里，有

时就在山上挖个洞睡觉，晚上还能听见

狼叫。冬天睡觉时戴着棉帽，第二天被

子、帽子上都是冰霜。”董殿举回忆道。

“当年，很多人经常工作到深夜，只

为一个共同的信念——再穷，也要造出

‘争气弹’！”曾参与过“两弹一星”研制

的老英模张国顺说。

1995 年，国营二二一厂全面退役。

撤厂时，数百名离退休职工在合肥安

家。如今，这些功臣大都已过耄耋之

年，他们带着自己的“二二一故事”，带

着烙印在身上的“两弹一星”精神，依然

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

这群老英雄褪下光环，义务扛起红

色宣讲的使命。曾参与运送核武器工

作的任铁安，一如 64 年前奋战在金银

滩一样，退休后积极加入“四代人”宣讲

团队伍，奔波于各个社区、街道，给党员

群众讲述红色故事。

回首隐秘而光辉的岁月，这些老人

激情满怀：“只要组织需要，我还能干！”

杨振业是安徽农业大学的在读研

究生，今年年初报名应征。等待体检复

查的日子里，他与同学相约来到位于淠

河东路的“红色口述史馆”参观。在为

“两弹一星”参试者的故事所震撼的同

时，展出的翱翔天际的预警机图片更让

他心驰神往。

“这也和我们身边人有关吗？”杨振

业忍不住提问。“是的，它们的研制者就

来自淠河东路的某军工研究所。”陈相

珍答道。

该 军 工 研 究 所 1965 年 组 建 于 贵

州，1988 年底整体迁往合肥，是我国国

防高科技电子装备骨干研究所，有中国

军工电子“国家队”的美誉。

“这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

代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小

谟；这位是中国现代预警机第一任副总

设计师、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张

德骞……”谈起淠河东路的科技专家，

陈相珍如数家珍。

“隐姓埋名数十载，他们甘心做‘沉

默的砥柱’，只为托举起大国重器。到

了部队后，我一定刻苦钻研，为我国的

国防事业贡献一分力量。”杨振业深有

感触地说。

“每当我走在这条路上，总
是情不自禁放缓脚步，仿佛这
样就能听到热血涌动的声音”

联勤保障部队第 901 医院（以下简

称 第 901 医 院）是 驻 肥 部 队 的 体 系 医

院，它坐落于淠河东路最西面。

“我时刻做好准备，只要有需要请随

时召唤”“我是党员，请求加入抗疫一线”

“我没有家庭和孩子的牵挂，请优先考

虑”……这是来自新时代青年的誓言。

时至今日，淠河东路的英雄故事仍

在继续。

2020 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第 901 医院医护人员纷纷递交

请战书。2 月，他们加入军队支援湖北

医疗队奔赴武汉。

军医朱捷抵达武汉泰康同济医院

后，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主动请缨到重症

一科“红区”担任临床药师；检验技师汪

鹏程参与设计了核酸检测实验室布局和

标准化操作流程，顺利通过湖北省卫健

委验收；文职人员王伟迪为了保障用药

连续工作 28 小时；辛庆峰、董静“夫妻

档”联袂上阵留下佳话；护士长胡燕完成

支援湖北任务后，又和战友一起奔向抗

洪大堤，伴随保障一线抗洪官兵……

陈相珍至今记得，身为第 901 医院

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的女儿陈婷婷，没

能奔赴抗疫抗洪一线时的遗憾神情和

留在营区全身心投入的执着坚守。

不同的战场，一样的担当。“不要忘

记你是军人、是党员，肩上扛着使命，心

里装着人民，面对任务要勇往直前！”这

个无声的约定，早已深深烙进陈婷婷和

战友们的心里。

“这是我第二次听陈老宣讲，

淠河东路就是我们身边当之无愧

的英雄路！如今，每当我走

在 这 条 路 上 ，总 是 情 不 自

禁 放 缓 脚 步 ，仿 佛 这 样

就能听到热血涌动的

声音。”来自合肥工

业大学的朱迪眼

含热泪，深情感言。

“英雄是中华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淠河东路的英雄群体是合肥夜空中一

抹璀璨的星辰。”吴勇坦言，随着党史学

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淠河东路的英雄故

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合肥警备区政治工作处主任李光

增告诉笔者，下一步他们将借鉴延乔路

的成功经验，利用淠河东路现有空间和

载体，在不影响正常场地功能的基础

上，合理规划布局，将周边红色资源与

地域环境深度融合，将景观小品、情景

互动、浮雕等表现形式与全方位、立体

化的宣传氛围结合，把淠河东路打造成

合肥特有的国防教育课堂，让这里的英

雄故事“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

品读一条路的荣光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淠河东路背后的故事

■朱怡蘅 徐 鹏 赵晓东

这是一条寻常巷陌，它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热闹繁华的中心城区蜀山区，东起青阳路，西至西一环路，全长不足900米。
这也是一条遍地英雄的光荣之路，这里有 1566户“光荣之家”，523人被授予“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811人获国家或有关部委颁

发的勋章、奖章、纪念章，40人驰援武汉抗疫……
这条路就是淠河东路。拂去岁月的尘埃，这条承载着红色优良传统的道路，已然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堂。

图①：五里墩街道组织

老兵观看电影《长津湖》，电

影结束后，老兵起立敬礼。

图② ：第 901 医院医护

人员支援武汉。

图③：陈相珍宣讲红色

故事。

图④：“光荣在党 50 年”

纪念章颁发仪式现场，老党

员重温入党誓词。

图片由五里墩街道、第

901医院提供

制图：扈 硕、朱怡蘅

冬日的暖阳照亮“光荣之家”的门

楣，路过淠河东路的市民总是忍不住转

过头瞥一眼。也许，那些擦肩而过的人

中，就有一些是只能在书中和影视剧里

才能看到的英雄……

一段岁月，浴血奋战，只为保家卫

国；一种情怀，自立自强，只为强国复

兴；一份传承，勇挑重担，只为护民周

全。国之所需，我之所向。淠河东路不

愧是一条写满英雄故事的光荣之路！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炮火

的硝烟早已散尽，将士的枪膛早已发

凉，今天的我们之所以还要重温英雄

故事，正如习主席指出的那样：“一切

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

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走在淠河东路上，仿佛回到了“走

过 的 过 去 ”，如 同 翻 开 了 一 本“ 英 雄

谱”。英雄们诞生于不同的时代，历经

不同的岁月洗礼。他们在烽火岁月里

英勇挥戈，在荒芜的土地里种出梦想，

谱写了传世吟唱的英雄长歌。我们在

享受“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的同时，

必将对英雄的事迹永记不忘。

近 日 ，87 位“90 后 ”的 一 张 特 殊

“合影”走红了。志愿者行程千余里完

成 87 位平均年龄超过 90 岁的抗美援

朝老兵的单人摄影，合成了一张震撼

人心的大合照。在完成老英雄“再聚

首”心愿的同时，也提醒后来者：“硝烟

散尽享太平，勿忘当年卫国人。”有一

位哲人说过，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

西，找到了，思想就永恒；传承下来了，

发展就永恒。精神如炬，信念如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有怎样

的海拔，就能攀登怎样的高度。广大

老干部犹如一条对接时空的精神纽

带，读懂他们的故事，挖掘他们的红色

人生，就能屹立起一个震颤心灵的榜

样旗帜。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走过

了峥嵘岁月的老干部老有所为献余

热，他们加入红色宣讲团，只为让“红

木箱”里的英雄故事家喻户晓。身边

人讲身边事，让小阵地释放出国防教

育大能量。不可磨灭的战争往事、金

银滩上轰鸣的马达声、抗疫抗洪一线

的那抹迷彩绿，都已成为合肥市开展

全民国防教育的丰厚历史底蕴，也是

当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响亮名片。

念兹在兹 无日或忘
■单慧粉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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