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不变的初心

春节的气氛洋溢在江西省金溪县
城，和年味一同萦绕在人们心头的还有
挥之不去的“思亲”。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一天，一位立
过战功、年逾九旬的老人，了却了一个跨
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思念：与自己的老战
友麦贤得“见面”。

老人名叫徐济川，参加过“八六”海
战，时任南海舰队某护卫艇大队二中队
政委，“战斗英雄”麦贤得当年就是他手
下的兵。

视频联通了。当麦贤得和徐济川
在视频中见面时，双方都显得有点“陌
生”。毕竟他们分别了 50 多年，一个
70多岁，一个 90多岁。

当麦贤得洪亮地喊了一声：“为人
民服务！”徐济川马上爽朗地笑着回应：
“为人民服务！”两位老人像是对上了接
头的“暗号”，一下子激活了埋藏在心底
的记忆，思绪又回到了当年的峥嵘岁
月。顿时，两位老人都难掩久别“重逢”
的激动。

徐济川用有点颤抖的声音对麦贤得
说：“我是徐济川，你还好么？”

麦贤得激动地回答：“向老首长学
习！”

徐济川马上提高了嗓门说：“我天天
都在学习，向你这位战斗英雄学习。”

麦贤得高声说：“我们要把为人民服
务代代相传下去，永远不变。”

热烈的气氛在简朴的客厅弥漫开
来，两位老人都关心着对方的身体，又互
相恭贺着大家新春愉快！

为了今天与麦贤得“见面”，徐济川
准备了很长时间，也特意穿上了当年的
海军礼服。岁月毫不留情地“做旧”了他
们的容颜，但一句“为人民服务”的“乡
音”又让他们重新回到了从前。

他们那一代人，为何对“为人民服
务”情有独钟？最懂父亲心思的，是徐济
川的长子徐海岩。他说，父亲太“传统”，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毛主席
教导的老兵！”

1971年的那个冬天，徐海岩清楚地
记得，父亲带着一家五口人，从汕头回到
了老家江西省金溪县徐源村。从温暖的
海边往北走，两天半的路途，身上的单衣
变成了棉衣，越走越偏僻。其实，父亲可
以安置在大一点的城市，但父亲说到哪
儿都是为人民服务。

至今让徐海岩难以理解的是，自己
当年所在的企业濒临倒闭，在县政府工
作的父亲却不愿意帮他换一个好的企
业。相反，父亲还“振振有辞”：你这一点
事和我牺牲的战友相比，只能算是一个
芝麻大点的小事，不能走后门麻烦政府。

和徐海岩有着同样感受的金溪县老
干部局副局长郑小泉也很感慨地说，徐
济川老人是一位立过战功的老革命，本
来可以享受更好的待遇，但他从不计较
个人得失，不忘初心，永葆革命本色，无
论是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地方，都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展现了一名优秀共
产党员的风采。

永远的精神财富

时间过去了 50 多年，但谈起当年
那场海战，每一个战斗场面都历历在
目，牢牢镌刻在徐济川老人的记忆深
处。

徐济川老人给记者说起海战的细
节，如数家珍。他说，我们的护卫艇排水
量不足百吨，而对方的“剑门号”和“章江
号”都是美制舰艇，前者的排水量接近
1000 吨，后者也达到了 300 吨。像是保
守着一个重要的军事秘密，他贴近记者
的耳朵说：“别看我们的护卫艇吨位小，
可火力不差，装备了全自动 20火炮和半
自动的 37炮。”

老人清楚地记得，战斗是在 1965年
8月 6日的凌晨接近 2点钟打响的。战
友们发扬了解放军近战夜战的传统打
法，在高速靠近敌舰 3 海里时才开炮。

他们中队的 4条艇围着“章江号”猛轰了
一个多小时，就把它击沉了。他们调转
头来，又追着逃窜的“剑门号”打，最终也
把它击沉了。这一仗，他们取得了新中
国成立后人民海军最大一次海上歼灭战
斗的胜利。

战斗细节记得如此清晰令人惊讶，
但这究竟是多少次讲述战斗的经过，徐
济川老人确实是“不记得”了。每一次讲
述那场海战，老人都会自豪地说，刚刚参
军只有一年多的轮机兵麦贤得，在战斗
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头部负重伤仍坚持
战斗几个小时，真可谓是钢铁战士，被国
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战斗结束返
航后，是自己第一时间把麦贤得送进医
院进行抢救的。

每一次激动人心的讲述，老人却很
少讲到自己，更多的是宣扬麦贤得的英
雄事迹。其时，作为海战中的一名政工
指挥员，徐济川也荣立了三等战功，并受
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
接见。

金溪人民并没有忘记战斗英雄。
县里每年新兵“入伍第一课”，都是由徐
济川老人来讲的。火箭军某部四级军
士长汪小岗，当年就是听完徐济川老人
讲的海战故事走进军营的。汪小岗至
今还记得徐济川对他说过的那句话：当
兵，就要当好兵，要在部队干出一番事
业来！

入伍 10 多年来，汪小岗参加过抗

战胜利日大阅兵和朱日和大阅兵，多次
夺得比武第一名，两次荣立三等功。汪
小岗最感到欣慰的是，自己没有辜负徐
济川老革命对自己的期望，也为家乡人
民争了光。

麦贤得的故事在课本上，而徐济川
则成了金溪人心中的“一本活教材”。退
役士兵朱振华，在武警某部服役了 5年，
立过三等功，当过代理排长。他说，徐济
川老人讲述的战斗故事，宣扬战斗英雄
麦贤得，不仅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影
响了我父辈那一代人，还在影响着我们
的下一代。

令朱振华体会最深的是，当年参
军入伍是受到徐济川老人的影响，如
今退役创业，是自己在用另外一种形
式为人民服务。他说，我们在小学课
本上读到了麦贤得的英雄事迹，在徐
济川的身上则读到了一个老革命的初
心。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潜意识的、
耳濡目染的。

在金溪县城里采访，不论是徐济川
的左邻右舍，还是与他一同工作过的老
人，提起徐济川都会竖起大拇指。县政
法委干部陈凌翔多年来一直关注、宣传
徐济川，怀着崇敬之情把徐济川的事迹
整理出来编入县志，成为全县党员干部
的生动教材。他说，从徐老身上，我们看
到了一名老党员、老军人、老同志对党忠
诚、淡泊名利的高贵品质，他是金溪人民
永远的精神财富。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听力受损，是“八六”海战给徐济川
老人的一个“纪念”。老人伏在记者的耳
边说，当年战斗的炮声太响了，震得我什
么都听不清楚！

1928年出生的徐济川，临川师范学校
毕业，1949年 10月参军考进了华中军政
大学江西分校。如今已年过九旬，但身体
硬朗，是一个有着63年党龄的老党员。

和他参加海战一样，身体如此硬朗
也成为大家经常打听的一个“谜”。

女儿徐红玲说，父亲脑聪目明，精神
矍铄，去年体检，除了听力不行，其他的
指标没有一项不合格。身体这么硬朗，
跟他开朗豁达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县人民武装部部长胡世雄也赞同徐
红玲的说法，心态好是徐济川老人长寿
的秘诀。徐老打过仗，吃过很多苦，但无
论遇到什么困境和苦难，徐老都能正确、
乐观地对待。在工作和生活中，徐老把
顺境看作是组织的培养和鼓励，把逆境
看作是组织对自己的考验。

徐济川老人还有一个特点，喜欢和
孩子们“混”在一起。30多年来，他深入
全县中小学校，对学生们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不论是给中小学生讲故事，还是

给即将走入军营的新兵讲授“入伍第一
课”，徐济川老人都是自己撰写讲稿。
《“八六”海战》和《麦贤得英雄事迹》都是
他亲手在稿纸上一笔一划写就的。每一
次给学生们讲战斗英雄的故事，徐济川
老人不仅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和由衷
的爱戴，也在交流互动中焕发了活力，年
轻了那颗不老的心。

记者向徐济川老人讨教长寿秘诀，
老人只说了一句话：保住本色，才能保住
健康。他很有信心地说，只要我活着一
天，就会把麦贤得的英雄事迹继续宣讲
下去，要让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代一代
传下去！

2017年 4月 26日，我国自主设计建
造的第一艘航母在大连造船厂下水。看
到这个新闻，徐济川老人激动不已，一口
气写下了上千字的《国产航母下水有
感》。他在“有感”一文中这样写道：

想当年，我带领中队几条护卫艇在公
海上航行曾与美国航母不期而遇。当时
见到庞大的、耀武扬威的美国航空母舰，
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难受滋味，晚上做梦
都在想，我国能有自造的航母多好啊！

现在梦想成真，我能不思绪万千、兴
高采烈吗！我国发展航母和西方国家有
根本区别，我们不是立足于和谁打仗，而
是为了保卫祖国海疆、捍卫领土主权和
维护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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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英雄”背后的“无名英雄”
■本报记者 范江怀 特约记者 邱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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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钢铁战士”麦贤得，是一位家喻

户晓的战斗英雄。在 1965年 8月 6日

凌晨发生的那场震惊中外的海战中，

麦贤得所在的“海上英雄艇”和兄弟舰

艇与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

在东山岛附近的海面展开了激烈战

斗。战斗中，一块弹片打进麦贤得的

右前额，顿时鲜血直流。身负重伤的

麦贤得，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伤痛坚持

战斗3个多小时，直至我军舰艇将蒋舰

“章江号”和“剑门号”击沉。

战斗胜利结束后，被送进医院的麦

贤得，受到了千里之外毛泽东主席的关

心与挂念。周恩来总理也亲自组织著名

的脑外科专家为他会诊。因作战英勇，

1965年8月麦贤得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

党，荣立一等功，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

雄”称号。之后，麦贤得先后受到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半个世纪过去了，

“钢铁战士”麦贤得的故事在华夏大地广

为传颂，他的英雄事迹被写进了小学课

本，激励着几代中国人。2017年，中央

军委授予他“八一勋章”。

与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麦贤得相

比，徐济川则显得默默无闻。在当年的

那场海战中，与麦贤得并肩战斗的徐济

川，是麦贤得所在中队的政委。“八六”海

战历时12小时45分，与敌战斗持续3小

时43分，是人民海军在新中国成立后取

得的最大一次海上歼灭战斗的胜利。战

斗结束后，是徐济川第一时间将麦贤得

送到医院抢救的。由于在战斗中表现出

色，徐济川荣立三等战功，受到毛泽东主

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接见。

1971年，徐济川转业回到了自己的

家乡江西省金溪县徐源村，在金溪县工

业局工作，1985年退休。从1949年10月

考入四野江西军政大学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徐济川戎马生涯22年，在部队曾

任文化教员、理论教员、中队政委、宣传

科副科长。回忆自己投笔从戎的峥嵘岁

月，徐济川不能忘记少年时，工农红军来

到自己的家乡徐源村带领群众闹革命的

情景。正是红军战士的革命形象，给幼

小的徐济川留下深刻印象：“我就是从那

个时期萌发了长大当红军闹革命的理

想。”1949年10月，徐济川瞒着父母毅然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半个多世纪过去，“八六”海战在徐

济川的记忆中挥之不去，自己中队的战

士麦贤得也一直牵挂在心中。他回忆

说，麦贤得表现特别突出，头部负重伤仍

坚持战斗几个小时，真可谓“钢铁战

士”。作为麦贤得的中队政委，徐济川为

有这样的英雄战士而自豪。然而，从当

年把麦贤得送到医院后，至今他们再也

没有见过面。一天，从电视里看到麦贤

得被授予“八一勋章”的情景，徐济川激

动得流下了热泪。几十年来，徐济川拿

着手写的《麦贤得英雄事迹》讲稿，在学

校、军营、机关讲了一场又一场。领导宣

扬部属、干部宣扬战士，在当地群众中成

为一段佳话。

随着年龄的增大，徐济川越发思念

自己的战友。子女们曾劝他回老部队看

看，他说战友们都不在了，也不能给部队

添麻烦。在宣讲麦贤得的英雄事迹时，

有人问他，为什么与麦贤得半个多世纪

没有联系？徐济川很认真地说，这是命

令，我们不能打扰英雄。原来，当时周恩

来作了一道重要指示，任何人不得干扰

或影响战斗英雄的医治和生活。就是这

道命令，扎根在了徐济川脑海里半个多

世纪。徐济川一辈子淡泊名利、遵从命

令、严守规矩，立起了共产党员和革命军

人的良好形象。

今年春节前夕，县人民武装部的

同志为了了却徐济川老人的这个心

愿，安排他与麦贤得“见面”。老人获

悉非常高兴，十分激动地说，这是组织

出面安排的，可以有！于是，在今年春

节期间，就有了一场跨越了半个多世

纪的“英雄会”。

跨越半个世纪的“英雄会”
■本报记者 范江怀 特约记者 邱柏星

一位是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被誉为“钢铁战士”；一位是英雄的老领导，几十年来一直在宣
讲英雄的故事。不久前，半个世纪未曾谋面的他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见面”了。这是一个跨
越了半个世纪的“英雄会”，英雄的精神力量必将穿越时空，永远流传。

徐济川给即将走进军营的

新兵讲述麦贤得的英雄事迹。

邓兴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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