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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
自治县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受降纪念馆，珍藏着湖南老兵之
家捐赠的 1209 份抗战老兵手印，
不少手印能清晰分辨出手指残缺
的部分。这些手印，控诉着侵略
者的残酷，也见证着中华儿女冒
着敌人炮火浴血奋战的英勇。

75 年前的那场胜利，让我们
记住了一个英雄群体——抗战老
兵。“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
辱系于一身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
者重。”每一位抗战老兵身上，都有
一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壮怀激
烈。在成为一名党的战士之前，他
们大都是普通人，但当中华民族到
了最危急的时候，他们共赴国难，
以“誓与山河共存亡”的坚定决心
和“愿拼热血卫吾华”的不屈意志，
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抗战胜利依靠的是伟大的抗
战精神，经过浴血奋战和炮火洗
礼的抗战老兵，正是这种精神的
重要承载者和发扬者。在纪念抗
战胜利 75 周年之际，本版开设
“甘将热血沃中华·探访抗战老
兵”专栏，走近健在的抗战老兵，
与他们的热血青春和那个波澜壮
阔的年代重逢，重温历史，致敬先
辈。

岁月已逝，功绩长存。当抗
战老兵们的背影渐次减少，让我
们把他们刻在心里。

开栏的话

皖北六月，一场雨下了两个星期。
雨中的一天，位于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
辉山村的辉山烈士陵园却挤满了人。
他们在等待着一位前来祭扫的老人。

92岁高龄的新四军老战士朱鹏祥
被人搀扶着，从陵园门口慢慢走到上山
的台阶下。为了到达这里，当天上午他
从200多公里外的合肥一路赶来。

从这里到山顶的烈士纪念碑，只有
40个台阶。然而，对于如今的朱鹏祥而
言，仅凭自己之力已无法到达。

他遥对着 40级台阶之上的纪念碑
深深鞠躬，两名武警战士代替他将花篮
献给在这里长眠的新四军第 4师 11 旅
抗战英烈们。他们是朱鹏祥 75年前的
战友。

为了这一次祭扫，老人准备了足足
了两年。

夙 愿

陵园讲解员牛丹丹对朱鹏祥上一
次前来祭扫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是两
年前的一个晴天，老人随身带着一个布
包，他把布包交给牛丹丹的时候嘱咐
她：“这个包跟了我六七十年，你要把它
拿好。”

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朱鹏祥一级
级登上台阶，在烈士纪念碑下，他对牛
丹丹说：“每走一个台阶，我就想一遍我
的战友。”

布包里，有一个非常破旧的册子。
翻开册子，每一页都写着一个名字和一
个日期，这是朱鹏祥战友们的名字和他
们去世的时间。朱鹏祥一页页翻着，翻
到最后空白的那一页，他说：“11 旅 31

团，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这一页上
记的会是我。”

前来祭扫时，朱鹏祥买了 10个白面
馒头，还在水果店挑选了各种各样的水
果。他对长眠的战友们说：“咱们那时
候哪吃过这么好的白面馒头？这些水
果，你们见都没见过吧？今天带来，让
你们尝尝。”

辉山烈士陵园是为悼念新四军第 4
师 11 旅涡北抗日殉国的 310 名英烈而
建。作为1945年陵园初建时参加落成典
礼的最后一位健在者，朱鹏祥把传承烈
士遗志、宣扬11旅抗战故事视为己任。

陵园旁边种植了大片的格桑花。
朱鹏祥坐在花丛边，脑海中规划着一幅
画面：这里不能只种花，要有树，开花
的、有香味儿的树，树下还要放些桌椅，
祭扫的人有树荫地坐，来的人就多了。

回到干休所后，朱鹏祥便开始谋划
捐款为陵园种树。去年年底，朱鹏祥身
体状况不佳，住进 ICU并被下了病危通
知书。从昏迷中醒过来后，他意识到自
己的身体可能不太行了。

他执意提前出院回到干休所，把所
长、政委请到家里，请他们帮忙安排这次
捐款和祭扫。这是他自认能为牺牲的战
友们做的最后一件事。他害怕自己走
了，11旅在皖东北的辉煌战史以及长眠
在这里的烈士们会被人们慢慢忘记。

实际上，经历 75年的历程，当年的
11旅 31团现已发展成陆军第 76集团军
某旅，11旅的征战故事完整地记录在该
旅雪枫史馆中。

这次前来祭扫，朱鹏祥捐赠了
30000 元，专门用来给陵园种树。他还
对陪同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要号召年轻
人，结婚、生孩子以及遇到其他喜事了，

都来种一棵树。

生 死

1945 年 4 月，朱鹏祥参军入伍，成
为新四军第4师 11旅 31团的一名战士。

谈起 31 团，朱鹏祥的自豪溢于言
表：“我们 31团当时是 11旅最能打的，
在皖东北是一支响当当的部队。”

31团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由彭
雪枫、张震、萧望东在河南确山县竹沟
镇组建的抗日先遣大队，他们在抗日战
争中参与了著名的新四军抗日东进第
一枪——窦楼战斗以及用机枪打下日
军轰炸机的板桥集战斗，还有 4师西征
后的第一仗小朱庄战斗等。

让朱鹏祥记忆深刻的是发生在1945
年 5 月的宿南战役首战——任家集战
斗。这场战斗中 31团担任主攻，朱鹏祥
所在的一连越过沟壕与敌人展开激战。

在陆军第 76 集团军某旅的雪枫
史馆，关于任家集战斗留下这样的记
载——

附近一个 3层高的炮楼冒出火舌，
打得一连官兵抬不起头来，爆破用的炸
药很快就用完了，仅有的土改重火力平
射炮难以摧毁坚固的炮楼。

就在战斗陷入僵持的危急关头，司
号员王连生主动请缨，带领一个爆破小
组，抱着一捆手榴弹翻出阵地，向炮楼
爬去。

子弹从身边扫过，炸弹在身边炸
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王连生强忍悲
愤冲到炮楼前。他利用敌人的射击死角
攀上炮楼，将几枚手榴弹绑起来丢进窗
口。伪团长带着剩下的残兵缴械投降，

但原本106人参战的一连只剩下16人。
战后，新四军第 4师授予一连“攻坚

英雄连”荣誉称号，王连生被授予“二等
战斗英雄”。在朱鹏祥的记忆里，当时
授予称号的应该还有二连，因为随后赶
来增援的二连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战斗英雄王连生比朱鹏祥早几年入
伍，两人是一个战壕里出生入死的战友，
后来又在同一个集团军担任领导职务。

丰 碑

这一次来，陵园里已经种上了合欢
树、桂花树，这个时节合欢树花开得正
盛，朱鹏祥对大家说：“乡亲们，这是我
最后一次来了。这里很好，谢谢你们。”

对于 31团团部驻扎地涡阳县侯桥
村，朱鹏祥的感情尤其深厚，从陵园出
来后他专门回村去看望。侯桥村昔日
是贫困村，老区群众还没富起来，这让
朱鹏祥很揪心，他对村主任说：“一定要
让孩子们读书、学文化，还要舍得送他
们去当兵，一定能出人才。”

了却心愿后，朱鹏祥在返回合肥的
路上，主动“要求”吃一根带巧克力豆的
雪糕，一边吃一边给同行的小辈们讲当
年的故事。
“那时候穷啊，抗战胜利那天，我还

在灵璧县城里拾粪，卖了粪给组织增
收，我不觉得丢人。”
“我们组织第一届评英选模大会，

要给战斗英雄‘铁人’叶春景颁奖，有人
跟他闹着玩，把他的鞋子丢到后院去，
他只好光着脚参加大会。后来才知道
后院住着一个大嫂，长得还挺好看。丢

鞋子的战士，赶紧跑去给人家道歉。”
故事跨越了几个年代，老人讲得缓

慢却精彩，陪同的年轻人都被逗得频频
大笑。他气定神闲地吃着雪糕，眼睛里
透出的神采仿佛一名风华正茂的军人。

离开前，笔者到朱鹏祥家道别，提
出给他拍一张照片。他拿出一枚奖章
戴上。在一生中荣获的无数奖章中，这
一枚他最为珍视，这是老部队成立 70周
年时发给他的纪念章，“从军 70年，在这
支部队 70年，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现在只
有我一个。”

笔者请他看着奖章拍一张，他却
说：“那不真，平时不看，只戴着。”

一名老兵就是一座活着的丰碑。
他正气，真实，一辈子坦坦荡荡。他的
爱是大爱，爱党爱部队爱人民，朴实而
真诚。

笔者离开的时候，朱鹏祥独自一人
静静坐在书房里，两天往返 500公里的
路程，让这位 92岁的老人有些疲倦了。
他完成了一个心愿，但这并不是结束。
下一步他准备着手写自己的回忆录，他
说，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他就会将老部
队的战斗故事继续讲下去。

时隔两年，92岁的老兵朱鹏祥再次来到辉山烈士陵园祭扫75年前牺牲的战友—

“每走一个台阶，我就想一遍我的战友”
■陈 萌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3周年之际，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组织官兵看

望慰问驻地抗战老兵，引导广大官兵继承发扬革命优良传统，赓续红色基因，担

当新时代的强军重任。图为曾参加过古城战斗、淮海战役的95岁老兵孙德才

给支队的新党员佩戴党徽。 本报特约记者 徐 伟摄

牢记历史 薪火相传

“叶书记，太感谢了，要不是你及时
让村民前来支援，这笔生意可能要泡
汤了。”看着载满货物的 5辆大卡车顺
利出发，江西省婺源县紫阳镇西坑村一
家企业负责人程华振压在心头两个月
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见到村支书叶进
泉又来走访，程华振紧紧握住他的手连
声道谢。

今年 4月底，程华振的企业接到一
笔来自欧洲的订单，他在兴奋之余又发
起了愁：受疫情影响，员工返岗率不到
一半，若临时招聘，匆忙间也招不到合
适的员工，咋办？

就在程华振急得团团转时，叶进泉
得知情况，赶忙在村里挨家挨户动员因
疫情无法外出务工的年轻村民去帮助

生产，第二天就有 50 余名村民进入工
厂，大家赶工 1个多月，最终完成生产
如期发货。为表示感谢，程华振当即表
示愿意继续留在企业工作的村民可聘
为正式员工。看到年轻人既可以在家
门口上班还能享受不错的福利待遇，叶
进泉十分欣慰。

今年 41岁的叶进泉曾在武警部队
服役，带过兵、抗过洪、立过功，退役回
村后被推选为村委会干部，2018年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早些年，部分西坑村村
民外出闯荡从事木门生产行业，经过多
年打拼，产品销往各地。然而，对于外
出创业致富这条路，部分村民还存在
“安贫守穷”的思想，村里贫富差距越拉
越大。叶进泉上任时，村里还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41户 121人。
“扶贫不养懒汉，转变思想是关键。”

叶进泉一户一户上门做工作，激发贫困
户的脱贫斗志。同时，他积极走访经营
木门生意的村民，希望通过“一家带两
户”的方式，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最终
有 10家木门企业与有劳动力的 20户贫
困户结成帮扶对子，贫困村民被安排到
仓储、运输、搬运等岗位，干得有声有
色。1年下来，这些贫困村民人均年收
入达3万多元，全部达到脱贫标准。

叶进泉随身带着一本“扶贫日记”，
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贫困户的大事小
情：为贫困户汪玄海争取建房补贴，王
家的药快要吃完了……“小康路上一个
都不能掉队”，叶进泉心里时刻装着西
坑村 3000 多名父老乡亲。近年来，叶
进泉带领村两委干部为 10余户贫困户
落实公益性岗位，为 18 户贫困户争取
到危房改造优待，为 30 多名困难党员
解决了就业问题。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叶进泉心系群众办实事——

大事小情记心间
■梅永前 王 璐

左图：朱鹏祥在辉山烈士陵

园祭扫战友。

上图：朱鹏祥讲述抗战故事。

刘 锟摄
清晨，天刚蒙蒙亮，汤建勇跟往常

一样“全副武装”，带上对讲机、报警仪、
测温测振仪和巡检包等工具，对制氢装
置进行巡检。尽管早已熟知整套流程，
但他还是把“每一次”都当成“第一次”，
认真观察每一台机泵的运行状况，并把
装置工艺流程上大大小小的部位都检
查一遍。

2014年，有着 16年军龄的汤建勇退
役后进入一家石油化工公司，成为一名
制氢岗位的操作工。面对全新的工作领
域，汤建勇只能从零开始，年近 40岁的
他勤学专业理论知识，扎根现场苦练操
作技能，很快从一名门外汉成长为制氢
岗位的生产骨干。

汤建勇所在岗位承担着全厂 70%
的氢气供应，操作的机器属临氢高压
易燃易爆装置。他深知岗位安全责任
大于天，必须练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的能力，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前不久
的一天夜里，中控室传来一阵报警声，
程控阀回讯开关出现故障，正在当班
的汤建勇立即带领人员赶赴现场检
查，随后确认仪表失灵，第一时间配合
检修人员迅速抢修，装置恢复正常。
直到安全平稳交接到下一个班组，汤
建勇才松了一口气。
“石油化工是高危行业，每天都是在

‘火线’上战斗，必须时刻绷紧安全弦。”
汤建勇说，制氢岗位是公司的“退役军人
示范岗”，自己作为示范岗成员之一，在
工作中必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关键时
刻要冲在最前面。

去年 8月的一天凌晨，汤建勇像往
常一样对制氢装置进行巡检。到了环
境温度最高达 60 摄氏度的转化炉炉
顶，汤建勇突然听到一丝轻微的异常噪
音。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这有可能
是高压下气体泄漏的声音。汤建勇迅
速对转化炉瓦斯管线和转化管进行排
查，但管线外表完好无损。汤建勇没有
放弃，继续用报警仪对可疑部位逐一检
测，发现 1根转化管保温层下有气体泄
漏，如不及时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火灾
甚至爆炸。汤建勇立即联系班长和值
班技术员到现场确认，并迅速控制现
场，设置警戒线。仅仅 10分钟后，泄漏
处的保温棉就自燃起火。在全班人员
奋力抢险下，终于排除隐患，消除重大
险情。

退役这些年，汤建勇在工作中时刻
保持着军人作风，面对困难从不退缩，面
对危险冲锋在前，先后被公司评为优秀
退役军人和劳动模范。“军人烙印已经深
深打下，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将牢记初心
使命，担当岗位职责。”汤建勇说。

下图：汤建勇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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