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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哪位同学给大家分享一个党
史小故事？爷爷可是准备了小礼物。”3
月 29日晚，湖南省涟源市三甲乡三甲村
太义图书馆里灯火通明。71 岁的“馆
长”梁伦开正带着 11 名孩子围坐在一
起，举办党史故事会。

2009年，太义图书馆在企业资助下
创办，深受村民尊重的退役军人梁伦开
被聘为图书馆管理员。有着多年党龄的
梁伦开把图书馆作为宣讲党史、教育青
少年的平台，通过宣扬民族英雄、革命先
烈的英勇事迹向孩子们播撒爱党爱国的
种子。
“附近村子的不少孩子，我都是看着

长大的，刚来的时候比书桌高一点，现在

已经是大学生、研究生了。”梁伦开自豪
地说。荷叶村的梁倩慧、梁竞男、梁生辉
三姐弟，从小学、初中时就听梁伦开讲故
事，如今他们都考上了大学，梁倩慧和梁
竞男还在学校入了党。他们的父亲梁威
仪说：“梁大爷一直告诉孩子们要守规
矩、爱学习，为社会多做贡献，做一个正
直高尚的人。”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除了举办党
史故事会外，梁伦开还把《永远的丰碑》
等党史书籍推荐给孩子们阅读，让他们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多年来为青少年
宣讲红色故事的梁伦开，还先后被评为
娄底市“十佳阅读推广人”和涟源市“最
美退役军人”。

古稀老兵服务桑梓义务宣讲党史
■肖星群 陈 丁

北京卫戍区朝阳第十二离职干部
休养所离休干部李士英 92岁了，因为
年事已高，说话时声音有些微弱。但
她喜欢唱歌，近段时间尤其喜欢哼唱
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李士英家中的书桌上，放着一个
塑料文件袋，里面保存着她每天都会
看上几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
谱。这是一份手抄的歌谱，她特意在
歌谱上做了一些标注，歌词“唱支山歌
给党听”旁标注了“亲切、深情地”，“旧
社会鞭子抽我身”的旁边标注了“仇恨
地”……类似这样表达感情的标注共
有9处，每一处都写得认真工整。

李士英 1948年 10月入伍，曾在文
工团工作了 3年，唱这首歌本是“手到
擒来”，但因为年纪大了、记忆力减退，
为了唱准、唱出感情，她一笔一画抄写
了这首歌的歌谱，还专门做了标注。
“为什么唱旧社会就有仇恨呢？这

和我的出身有关。”李士英慢慢讲述着
自己幼年的故事。1929年，她出生在

河南镇平一个贫苦家庭，因为生活实在
难以为继，母亲忍痛把她卖给地主家当
丫环，那时她才 9岁。然而李士英在
地主家当牛做马仍吃不饱饭，还要时
不时挨打受骂。忍受不了的李士英逃
回了家，不料母亲刚把她藏到床下，地
主家两个家丁就踹开门来要人，抡起
棍子向李士英母亲头上劈去。最后，
家丁用绳拴住李士英的脚踝把她拖了
回去。她的母亲因头部伤势严重，无
钱医治，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我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所以愈

发感激让我们过上幸福生活的共产
党。”1948年，解放军路过李士英的家
乡。李士英听到部队的宣传口号“我
们这支队伍是为解放穷苦百姓来的”，
连夜从地主家翻墙逃跑，找到解放军
的队伍参加了革命。
“是共产党把我从人间地狱里解

救出来，我向部队领导起誓，头可断、
血可流，永远跟着共产党。”李士英激
动地说。此后 40多年的军旅生涯，李
士英历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文工团
战士、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干事、国防
科委后勤部俱乐部主任等职，1988年
离休，荣立三等功2次。

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和新中国成立
后的成长经历，让李士英深知自己的
一切都是党给的，她最爱唱的两首歌
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
《唱支山歌给党听》。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李士英一次性捐款 20万元。离休所
领导劝她说：“我们知道您的心意，但
您也得给自己留些养老钱。”李士英却
说：“国家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年龄
大了，不能到一线工作，就让我在后方
尽一份力吧。”

其实，这不是李士英第一次进行
大额捐款。1999年，得知家乡正在修
建的中学因缺乏资金面临停工，李士
英立即汇去 6万元。2002 年，李士英
的丈夫去世，她又先后两次向丈夫的
家乡捐款2万多元。

不忘乡情回报家乡，不忘党恩回
报人民。2008年春节前，李士英获悉
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严重雨雪冰冻
灾害，冒着严寒赶往银行，取出 1万元
捐给灾区。2008 年 5月，汶川特大地
震牵动全国人民的心，李士英第一时
间捐款 21000 元。2010 年 4 月 14 日，
玉树地震发生当天，李士英再次赶到
银行取出 2万元捐给灾区。去年 7月，
李士英还收到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颁给她的荣誉证书，感谢她捐款 1万
元资助“希望之星”项目受助学生。

李士英如何攒下来的这些钱，照
顾她多年的家中保姆罗大姐最知晓。
来李士英家工作前，她以为老干部家
里肯定条件很好，生活舒适，没想到李
士英生活极其简朴，吃的多是萝卜白
菜，穿的是多年前的旧衣服，罗大姐都
不敢使劲搓洗。她感慨地说：“我真没
想到给国家做过那么多贡献的老干部
是这样过日子的。”
“国家有难，人人有责。我是一名

老党员，应该带头为党为国分忧！”李
士英的捐款事迹被传为佳话。面对大
家的赞誉，李士英却说：“我一个老太
太，有口饭吃、有张床睡、有张桌子读
报就行了，钱还是要用在国家需要的
地方。”

上图：李士英翻看自己收到的捐

款证书。 蔺芳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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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个胜利年，全国胜利在今
年，同志们再努力一把劲哪，打到南京
过新年。”

4月 23 日是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
解放纪念日。在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
十四离职干部休养所，原 28军副政委李
剑锋再一次唱起自己作词的《打到南京
过新年》。

1949 年初，三野 34 军在紧靠南京
浦口区的安徽来安县等地进行渡江作
战准备。时任 34军 101师 302团 2营副
政治教导员的李剑锋，用民歌小调填词
创作了这首歌曲。

那时，前后方都已经感到革命形势
发展迅猛，蒋家王朝覆灭指日可待。从山
东沂蒙山区的群众送到前方的“进军鞋”
上，都能看到这种乐观情绪。李剑锋拿出
一双仿照当年样式缝制的布鞋，一只鞋的
鞋面两侧分别绣着“打过长江去”和“解放
全中国”，另一只鞋的鞋面两侧分别绣着
“打到南京去”和“活捉蒋介石”，两只鞋头
上分别绣着“革命”和“到底”两个字。

原南京军区政委方祖岐当时家住
江苏靖江，亲眼目睹了解放军星夜集
结、群众踊跃支前的动人场面。“‘一切
为了支前，一切为了渡江’，那些口号真
是鼓舞人心啊，我们学生都跟着上街宣
传游行。老百姓家家出人出力，我家门
口那条羊肠小道拓宽了，炮兵纵队的榴
弹炮、十轮卡车从家门口通过。”方祖岐
回忆，小小的靖江全县动员，修路 300多

公里，架桥 90多座，“东线第一帆”就是
从靖江出发。

渡江南下，我军官兵个个奋勇争
先。原南京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陈良，当时在三野 20军 59师 175团 2营
担任医务兵。淮海战役后，部队日夜兼
程开赴扬州准备渡江，陈良所在营被选
为渡江先锋营。官兵争先恐后不需动
员，但要想顺利渡江，还得动员那些怕
打头阵的船工。
“还是教导员会做工作，说先锋队

是最光荣的部队、最能打仗的部队，打
消了船工的顾虑。”陈良回忆。

准备渡江的部队多来自北方，官兵
们花了 1个多月时间准备水上作战。“他
们不会游泳，登船就更不用说了。后来
营领导知道我是江苏启东人，在江边长
大，所以给我的任务就是训练士兵游
泳、登船。”陈良说，当时许多北方战士
上船走跳板经常掉进水里，训练中要求
他们走得快、走得稳，还要学会架跳板、
给船堵漏，掌握短距离泅渡和抢占滩
头、突破江堤防线等技能。
“尽管渡江战役规模很大，但其实

打得并不激烈。”时任三野司令部电台
台长的浙江省宁波军分区原司令员季
凌说，“此前敌人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
光了，守江防只能虚张声势。”

渡江战役发起当晚，连大风都来
“帮忙”。陈良记得，当天上午一直刮西
北风，船工说很难掌握上岸地点。“天将

要黑时，部队全部集中了，正巧风向转
了。如果是原来的风向，船要走两三个
小时，后来风向一变，一根烟的功夫就
到了。”陈良所在的 5连原本紧跟突击连
4连，不料船到中游敌人发觉不妙，打出
了照明弹，5连船上的女船工一紧张越
划越快，5连战士反而抢先登岸，毫不犹
豫地冲向敌人的碉堡。“手榴弹往碉堡
里一扔，听不到里边有枪声，我们就上
去占领了。”陈良说。

与党同龄的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郑竹波，当时是三野 29军 86师 258团政
治处主任。该团作为第二梯队，只是在
江阴长山上岸时遭到敌机的零星轰炸，
“他们在几百米外丢了 2颗炸弹就仓皇
逃窜了。”实际上，由于江阴要塞守敌被
中共地下党员策动起义，第一梯队渡江
时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

在安徽安庆，随二野准备渡江的原
南京军区工兵工区副参谋长董兴旺至今
记得，北方的“旱鸭子”战友曾对渡过长江
颇为担忧，不过敌军所谓的“长江防线”实
在不堪一击，过江后他们走路多于打仗。
董兴旺笑言：“过江前整天打，渡江后没
仗打了，跟在敌人屁股后面整天追。”

在南京对面，三野 35军渡江遇到的
最大困难不是敌军抵抗。“给我们 35军
的任务是 23日占领南京。”原海军医学
专科学校副政委戴寿春回忆，渡江战役
总前委下达命令后，部队遇到最棘手的
问题是没有船只渡江。

敌人以长江天险为倚仗，一个重要
原因是他们有海军舰队。戴寿春记得，
渡江时就有同志说：“这时候，我们有海
军和空军多好啊。”他们的愿望很快成
为现实——渡江战役期间，国民党海军
海防第二舰队在长江下游南京东北 4公
里处的笆斗山江面起义，其舰艇成为人
民海军的起家舰艇。

当天，35军通过地下党搞到下关发
电厂的小火轮“京电号”。“就用那个船
把部队一船一船运过来。”戴寿春说，35
军进入南京后已无敌军踪影，只有一些
溃逃的散兵，“我们的部队很快就占领
总统府，把红旗插到‘总统府’的屋顶，
同时立刻把南京的文物和风景区很好
地保护起来。”

随部队进入南京的董兴旺，也在
“总统府”驻扎过。战友们看见地毯很
稀罕，想割开了铺到地上晚上睡觉用，
立刻被干部阻止，强调要严守进城纪
律，不准搞破坏。“我们的战士勇敢不怕
死，能吃苦也守纪律，看见桌上摆的那
些好吃的好喝的也不去动。”董兴旺回
忆。

李剑锋随部队自镇江进入南京，参
加会议时也借机参观了“总统府”。“当
时我坐在三楼西侧会议室蒋介石曾坐
过的那张高椅上，想了很多，最深刻的
感受就是，一个人不管官多大、位多高、
权多重，如果没有老百姓拥护，一切都
是妄谈。”

4月23日是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纪念日，7位曾亲历渡江战役的老兵，回顾了72年前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场面——

“打到南京过新年”
■陈月飞 徐睿翔 李弘非

4月 10日，广东省深圳市民治街道
龙悦居小区一大早就热闹起来。由退役
军人组成的红星志愿服务队，为小区居
民提供家电维修、理发、衣服修补等多项
服务。76岁的谭淑贞剪完头发后，又把
家里的电饭煲拿来修理。她笑呵呵地
说：“他们每周来 3次，我们需要的生活
服务基本上都能满足。有了这些志愿
者，生活一下子方便了好多！”

民治街道公共服务办负责人兼退
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邓梅，说起这支队伍
很是骄傲。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深圳血液中心血库告急。这个街
道所有的退役军人都站了出来，考虑到
年龄和身体状况，后来筛选出 50名老兵
去血站献血，他们还带动 60多名亲友，
总计献血43000毫升。
“你说，这支队伍的能量有多大？

正是在这些退役军人志愿者的带动下，
我们这个街道现在正能量满满，年年被
评为先进。”邓梅自豪地说。

去年，广东省出台军地合力推动退
役军人工作实施意见，在全国率先打造
包括“志愿服务”在内的五大品牌。今年
3月，广东制定出台《广东省退役军人志
愿服务工作指引》，指导 21个地市组建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组织，涌现出深圳“红
星”、广州“红棉老兵”、佛山“南狮”、惠州
“战旗”等地区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品
牌。目前，广东省共有退役军人志愿服
务队4023支，人员规模达6.5万余人。

在深圳，带着统一标识红星帽、穿
着红马甲的退役军人红星志愿服务队
遍布大街小巷，成为鹏城一道亮丽的风

景。2020年 2月，深圳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以疫情防控为契机，统筹组建全市退
役军人红星志愿服务队。他们将特区
精神与军人品格融为一体，把退役军人
志愿者凝聚起来，激发他们的荣誉感和
社会责任感。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社区退役军人服
务站总顾问章勇军，是一位 66 岁的老

兵，曾任驻港部队深圳基地副政委。他
将服务站 886 名退役军人分成 6个“连
队”，指定了“连长”和“指导员”，志愿服
务工作井然有序。“我们又找回了在军营
的感觉，和战友并肩作战。”章勇军说。

1年多来，深圳退役军人红星志愿
服务队的“战斗力”有目共睹：1周时间
动员 8000多名退役军人奔赴抗疫一线；

每天 1.3万人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
在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
典型宣传推选活动中，他们被评为“最
佳服务组织”。

在广东各地，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开
展得如火如荼。惠州水域众多，溺水事故
多发。从雷锋团走出来的退役军人赵喜
昌自制了十几件打捞工具，研究出 14种
施救方法进行公益打捞，还带着队友定期
走进学校、工厂、社区，开展防溺水知识和
水上自救互救技能宣传指导，免费发放自
编自制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读本》。

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的 38岁退役
军人陈坚球，回乡后和退役战友包下鱼
塘养殖沼虾，创业成功后不忘四邻八
乡。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和退役
战友组成志愿服务队，每人联系 10户村
民，奔波在各家各户的鱼塘边进行指
导，减轻村民的养殖风险。
“广大退役军人在各种志愿服务

中做表率、当先锋、树形象，逐渐发展
成为一支硬核力量。”斗门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副局长甘显富说，“他们是基层
社会治理中的中坚力量，也是做好退
役军人工作的有力抓手，为推进退役
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示范，凝
聚了力量。”

广东省涌现出4023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老兵情怀暖南粤
■吕高排

油库一线来了

“老兵专家”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油库一线，活跃着一群老

兵。他们是该中心为破解油库建设发展任务重、骨

干少等问题特别成立的油库安全技术专家组。

这5位年近花甲的老兵，退休后本可以在家颐

养天年，但接到组建技术专家组的通知后，他们毫不

犹豫地报了名。“虽然退休了，还是想为部队建设发

挥余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高级工程师徐兴国说。

前不久，徐兴国刚刚在巡查技术服务途中过了

60岁生日。虽然他们是技术专家组成员，但长期

的军旅生涯锻造了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始

终工作在油库一线，一个季度下来巡查行程近1万

公里。

“什么是‘退役不褪色’？看看他们就知道了。”沈

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主任唐坤说。据介绍，这个技

术专家组今年第一季度累计排查整治问题和潜在隐

患178个。此外，培训帮带年轻骨干也是他们的分内

事，他们针对动火施工改造、季节事故防范等16个专

题进行现地授课辅导，培训业务骨干700余人。

图为专家组成员在检查铁路收发设施维护保养

情况（左图），现场核对库存油料数质量（上图）。

常大为、聂玉松摄影报道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深圳市退役军人红星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活

动。 李建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