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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家有老兵

当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一退休干部

休养所工作人员郑重地把“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挂在张力雄的脖子上时，

这位躺在病榻上的 108 岁老兵，脸上露

出孩童般灿烂的笑容，紧紧握住干休

所领导的双手，内心的喜悦与激动溢

于言表。

今年，是张力雄入党的第 90 个年

头。16 岁入团，18 岁入党，从红军、八

路军到解放军，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

建设时期，张力雄亲历了中国共产党波

澜壮阔的风雨征程，见证了人民军队在

党的领导下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光辉

历程。

“爸爸常跟我们说，他这一辈子打

过很多仗，也立过功，但最自豪的，是

永 远 忠 于 党 。”张 力 雄 的 女 儿 张 炜 炜

说，父亲自从第一次见到红军，就坚定

了跟着这支队伍、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的决心。

1929 年 ，16 岁 的 张 力 雄 听 说 红 军

来到了闽西，正在离家不远的回龙镇开

仓放粮。他壮着胆子一个人跑过去，想

看看“传说”中的红军到底什么样。

“有人说我们红军一个个都是黄眉

绿眼，牙齿八寸长，额头上都刻了一个

‘共’字。你看我们是不是那个样？”一

位红军干部见张力雄在一旁看得认真，

热情地和他开起了玩笑。

看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对普通民

众态度可亲，还分土豪的财物救济穷苦

百姓，家境贫寒的张力雄感受到从未有

过的平等和温暖，也看到了一种新生活

的希望。“我暗暗下定决心，这辈子非当

红军不可！”张力雄曾在回忆录中这样

写道。

那一年，张力雄加入革命队伍，在

几名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参加本地区的

农民暴动。1932 年，中共中央和中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临 时 中 央 政 府 发 出 指

示，号召扩大红军队伍。得知消息后，

张力雄立刻报名参加了红军。之后，

他被安排进入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

任红五军团第 34 师 100 团 1 营机枪连

指导员。

到团部报到时，团领导指示营长发

给张力雄一支左轮手枪。授枪时，营长

严肃地说：“这支手枪是我们的同志冒

着生命危险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来之不

易，希望你珍惜，并用它多打敌人，多缴

敌人的枪，为那些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

同志报仇，为革命的最后胜利立功！”张

力雄接过枪，双手因激动而有些颤抖。

他手捧着参加革命以来拥有的第一支

枪，用响亮的回答表明了自己杀敌立功

的决心。

至此，张力雄走上了“力克百战方

为雄”的战斗道路。

1934 年 9 月，为确保大部队迅速撤

离苏区，红五军团主力和兄弟部队一

起，与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兴国的老营

盘激战了三天两夜。战斗结束，部队

还未休整，张力雄又接到紧急命令：务

必在第二天拂晓前渡过于都河。在夜

色掩护下，张力雄率部队迅速朝于都

河方向转移，从此踏上二万五千里长

征。

一路长征一路险。在许多老红军

的记忆中，“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难最

险的一段。张力雄所在的部队，曾三过

草地。

1935 年 8 月 ，在 红 5 军 随 营 学 校

任 政 委 的 张 力 雄 随 部 队 到 达 四 川 阿

坝 查 理 寺 后 进 入 草 地 。 映 入 他 眼 帘

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沼泽地，脚踩上

去软绵绵的，散发着臭味的黑水嗞嗞

地往上冒。碰到泥深的地方，脚很容

易就陷进去，而且越陷越深。

在 这 样 极 端 恶 劣 的 自 然 环 境 下 ，

经 过 5 天 艰 苦 行 军 ，张 力 雄 带 领 部 队

终于到达噶曲河畔。正当大家盼着赶

快 渡 河 走 出 草 地 时 ，军 部 送 来 通 知 ：

“立即出发，南返阿坝。”这意味着要第

二次过草地，张力雄虽满腹疑虑，但军

令如山，他坚决执行。然而，残酷的形

势很快证明，在川康边境无法建立革

命根据地。1936 年 8 月的一天，红 5 军

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把已

调 任 45 团 政 委 的 张 力 雄 和 团 长 叶 崇

本叫去，要求他们抓紧筹集干粮，准备

第三次过草地。

前两次过草地的经历还记忆犹新，

听到又要过草地，张力雄思想上有些紧

张。董军长看出了端倪，说道：“这次走

一、三军团走过的路线，经毛儿盖、松潘

西侧进入草地。”

“按毛主席的路线走！”第三次过草

地，尽管预料到行程依旧艰难，但红军

队伍再次大会师鼓舞了部队前进的脚

步。

作 为 过 草 地 的 最 后 一 批 红 军 ，附

近能吃的野菜都被先头部队吃光了，

张力雄便动员全团同志把皮带和土制

牛皮斗篷拿出来，集中到供给处统一

分配。张力雄率先拿出自己的皮带。

叶团长开玩笑说：“政委，你舍得吗？”

张力雄的这根皮带在全团很有名，它

又 宽 又 长 、黄 得 发 亮 ，是 1934 年 红 七

军团军团长寻淮洲送给他的纪念品。

张 力 雄 毫 不 犹 豫 地 说 ：“ 有 什 么 舍 不

得，能让战士们吃饱肚子最重要！”

“虽然父亲年纪大了，过去的许多

事情都记不清，但他一直记得参加过

的那些战斗，给我们讲过很多战斗故

事，特别是惨烈的血战高台。”张炜炜

说，“他说那时由于弹药不足，红军将

士只能用锄头、铁叉、杀猪刀甚至是石

头与敌人进行肉搏，但大家毫不畏惧，

硬是抵挡住了一波波如潮水般涌来的

敌人。”

1937 年初的高台战斗中，一枚飞溅

的弹片击中了张力雄的左腿，他不得不

从阵地上下来。刚把伤口包扎好，就听

到城西枪声大作。警卫员出去查看，一

去未归，感到情况不妙的张力雄抓起一

根扁担，忍着伤口剧痛冲了出去，后来

在一位老乡家藏了好几天才脱险，却与

西路军失去联系。张力雄四处打听，昼

伏夜行，几经辗转、苦苦寻找，才回到部

队。

“你回来就好。高台失败了，但革

命没有失败！”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简

短的两句话，让张力雄感受到极大的温

暖和鼓励。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力雄在抗大

工 作 了 6 年 ， 后 率 部 辗 转 华 北 、 豫

北、豫西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期

间，他参加了中原突围、淮海战役、

进军大西南等一系列战役战斗。新中

国成立后，他在驻西南地区部队工作

多年，即使遇到过一些挫折，他始终

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为巩固国防、

建设边疆作出贡献，离休前任福州军

区顾问。

年 少 立 下 报 国 志 ，一 生 无 悔 跟 党

走。“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

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

人 ……”这 首 流 传 于 原 中 央 苏 区 的 革

命歌曲《当兵就要当红军》，是张力雄

最喜爱的歌，时常挂在嘴边。2001 年，

88 岁高龄的张力雄，参加原南京军区

组织的文艺演出，赢得全场观众的热

烈掌声。

“父 亲 曾 说 过 ，他 参 加 革 命 前 ，只

是 一 个 没 文 化 的 童 工 ，过 的 是 吃 不

饱 、穿 不 暖 的 苦 日 子 。 参 加 革 命 后 ，

是党把他送入红军学校和抗大学习，

在战争中历练成长，成为一名军队高

级干部。所以，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对

他来说，‘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

辉照我心’。”张炜炜说，父亲晚年喜欢

书法，写得最多的是“思源”两个字，意

思就是饮水不忘挖井人，不忘他能有

今天，是党培养教 育 的 结 果 。 父 亲 还

一 直 教 育 我 们 要 知 党 恩 、跟 党 走 ，他

无 论 走 到 哪 里 都 始 终 牵 挂 着 家 乡 的

父 老 乡 亲 ，关 心 家 乡 的 建 设 发 展 。

2016 年，他给家乡福建上杭障云村捐

款 10 万元，用于帮助因贫困辍学的孩

子完成学业，鼓励他们长大后为党和

国家作贡献。

（题图摄影：倪 超 制图：扈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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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省烟台警备区在胶东地

区武装革命斗争纪念馆隆重举办“深情颂

伟业·永远跟党走”摄影书画展。92岁的

一等功臣马维华受邀参加活动。

1946年入伍的马维华是一位久经

沙场的老兵，参加过石家庄、平津、太

原等战役。1951 年在朝鲜战场，马维

华带领连队在陷入重围时英勇作战，

被志愿军司令部记特等功，他所在连

队被授予“马维华钢铁连队”称号。

一位在现场参观的 7岁少年，看到

身着老军装的马维华胸前挂满勋章，

郑重地向这位老英雄敬了一个军礼。

马维华也热情地伸出手，向这位可爱

的少年致意。

本报特约记者 贾玉省摄

致 敬

1985 年“五四”青年节，不满 21 岁

的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当

时我年纪不大，可说起来，那已经是我

第三次申请入党。

我第一次申请入党，是 1982 年，18

岁。那时我高中毕业，打算报名参军。

听说我要去当兵，一位当过兵的远房亲

戚“提醒”我，入伍前最好先在村里入

党，对以后的军旅生涯有“帮助”。我一

想有道理，便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村支书和我家关系亲近，得知我

想入党后非常高兴，说我“根红苗正”，

而且一直表现不错，支部对发展我入党

的事也有考虑。接着，他问我为什么要

入党，我直言不讳地说为了以后在部队

好发展，对考学和提干有帮助。听到我

这样回答，村支书的脸当时就沉了下

来。他严肃地说，入党首先要端正动

机，如果只是图个人前途和发展，入党

动机不纯……虽然那次没能入党，但第

一次与党组织近距离接触，我深受教

育。

我没有灰心，入伍后积极上进，成

为学习和训练尖子，在同年兵中第一

批考上军校。拿到入学通知书，我觉

得 自 己 的 表 现 有 资 格 成 为 一 名 党 员

了，于是再次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给指

导员。指导员和我是老乡，平时在生

活训练中对我很关心照顾。我暗自思

忖，在我离开连队之前“特事特办”，对

他来说应该不是难事。没想到，指导

员一口回绝，说我这种想法不光经不

起组织的考验，而且离党员的标准有

很大差距，连珠炮似的给我上了一堂

“党课”，令我脸红耳赤，羞愧万分。

到军校后，我安下心学习训练，按

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虽然成为学员骨干、团

支部委员，各方面表现都可圈可点，但

我并没有急着申请入党，而是向身边

的 党 员 学 习 、看 齐 ，力 争 做 得 更 好 。

1985 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我经过深

思熟虑，向学员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被组织接纳。学员队党支部

书记、教导员孙臣找我谈话时，语重心

长地告诉我，填写入党志愿书只是一

种形式，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重

要的是思想上入党、行动上入党，戒骄

戒躁、初心不渝……

这 三 堂 特 殊 的“党 课 ”，我 一 直 铭

记在心，不时提醒我严格按照党章规

范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听党话、跟党

走 ，认 认 真 真 做 事 ，踏 踏 实 实 做 人 。

因 为 ，组 织 上 入 党 是 一 阵 子 的 事 ，而

思想上入党、践行入党初心是一辈子

的事。

三堂特殊的“党课”
■刘明礼

父亲去世后，我珍藏着他生前的履

历资料，里面有一张“参加革命后的经

历”表格，在“入党”一栏里，写着“1936

年 12月，在陕西省三原县红四方面军 93

师 271 团 4连由谢正陆同志介绍加入共

产党，候补期一个月。1937 年 1 月转

正”3 行字。每次看到这短短的 40 多个

字，父亲这位老党员生前的革命往事，就

如潮水般涌上我的心头。

1935 年 4 月，红四方面军解放了父

亲的家乡四川北川，那时还不满 15岁的

父亲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 31 军 93 师

271 团。父亲生前谈起这段经历时说，

他参加红军后家里只剩下我的爷爷奶

奶，刚入伍那段时间他非常想家。他的

班长、共产党员赵良明了解父亲的心思

后，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并在战斗和生

活中给他很多帮助。长征中，部队翻越

夹金山时，父亲看到有的战友因为空气

稀薄加上体力不支倒下时，内心非常紧

张恐惧。走在他前面的赵班长回头大声

对他说：“小王，千万不要坐下，要往前

看，坚持住，一直往前走！”在赵班长的鼓

励下，父亲跟着队伍翻过了夹金山，没多

久又进入了松潘草地。父亲说，过草地

时发生的一件事，让他明白共产党员是

什么样。

部队过草地前，连里给每人发了几

斤生麦子。连长印成真对大家说，这是

过草地的救命粮，不能随意吃完。可途

中父亲不慎把粮袋弄丢了，望着茫茫草

地，他绝望地哭了起来。印连长得知后

对父亲说：“别哭了，从今天起你就跟着

我，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父亲知道干

部和战士分到的粮食一样多，不忍心去

分连长的粮食，可印连长对他说：“我命

令你跟着我。”就这样，在随后的几天里，

父亲一直跟着印连长，每到一处宿营地，

印连长就从自己的挎包里掏出一只小酒

杯，从自己的粮袋中舀出一杯麦子，小心

翼翼地倒进父亲的小洋瓷碗中，让他去

找些野菜和麦子煮一下混着吃。

靠着印连长从自己口粮中“挤”出来

的粮食，父亲活着走出了草地。但部队

走出草地没多久就遭遇了敌人的偷袭，

印连长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父亲趴在印

连长的遗体上失声痛哭，为失去一位好

连长和好兄长悲痛万分。

父亲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一生中最有价值、最值得骄傲的是经

历了长征，在长征路上的生死关头，我见

证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正是因为

有了印连长这样的共产党员做榜样，我

才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来，没

有退缩……也让我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

不怕流血牺牲，为党、为人民贡献了一点

力量。”

如父亲所言，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中，他经历了多次战火洗礼，数

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已是一名共产党

员的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1948 年

10 月到次年 4 月，时任晋中军区独立 6

旅 17团政委的父亲，率部参加了太原战

役。在攻打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的义井

村时，他率突击营一举打掉了敌人两个

团的指挥所，不仅切断了敌人向汾河以

西逃跑的道路，也为我军主力攻克太原

创造了有利条件。父亲的这段经历当时

被晋中军区战地记者董青用相机记录了

下来，60 多年后董青以“让俘虏到指定

地点放下武器”为题，将这张照片收入

《永恒的军史瞬间》一书。

战争年代，父亲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出

生入死；和平建设时期，父亲始终视党的

利益高于一切。从1950年到1980年，父

亲服从组织安排多次调整工作岗位，“哪

里需要哪里搬”，天津、河北、北京、河南、

陕西、甘肃等地都留下父亲的足迹。30

年间，无论是在北京的总部机关，还是在

西北的秦岭山里，父亲始终保持着一名共

产党员、一名老红军的本色。

1977 年，全军后勤系统进行较大

规模整合，原兰州军区组建了 4 个后勤

分部，在原总后西安办事处某部任政委

的父亲调任某分部政委。当时该分部

由原总后宝鸡基地兵站和安康基地兵

站合并组建而成，驻地位于宝鸡兵站所

在的秦岭山中，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无法

与大城市相比。但当时已 57 岁的父亲

一接到命令，第一时间就从西安赶往秦

岭就任。

那时，我们家还在西安。我记得父

亲接到命令就回家和母亲商量，要把家

搬到宝鸡去。我一听要离开西安，心中

很失落，对父亲说：“秦岭的条件肯定不

如西安，你资历老，战争年代又立过功，

为什么不向组织提一下，去条件好一点

的单位？”父亲说：“我是党员，到哪儿都

是干革命工作。”同样是军人出身的母亲

也早已习惯这种“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生

活，默默收拾起家里的东西，没多久我们

就搬去了宝鸡。

“黄牛铺”，看地名就知道是个远离

城镇的村镇，当年新建分部就位于此

处。组建新分部遇到不少实际问题，从

安康兵站抽调的人听说新建单位在秦岭

山里，许多人都不愿意来，而宝鸡兵站的

不少人又想借机离开这里。那段时间，

父亲每晚都走进干部宿舍，与基层干部

谈心，稳定大家的情绪。父亲深知，在艰

苦条件下，只有以身作则才能更快地稳

定大家的思想，更好地完成组织上交予

的任务。他要求干部战士做到的，他首

先会做好。冬天的秦岭滴水成冰，清晨

起床号响起，父亲总是扎上腰带第一个

出现在集合地点，和大家一起出操。秦

岭山区给养比较困难，父亲专门到食堂

和炊事班同志商量，想方设法搞好伙食，

让大家吃好安顿好。

就这样，从 1977 年 8 月到 1979 年

12 月两年多的时间里，尽管条件艰苦，

但官兵在新组建的分部安心工作，圆满

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1979年末，

该分部完成了在秦岭的任务，再一次西

迁至甘肃武山。

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我

作为一名党员，内心激动之余常常想起

已经离开我们 20年的父亲，想起这位老

党员生前工作与生活的点点滴滴。共产

党员究竟是什么样？从父亲身上，我找

到了答案。

父亲告诉我，共产党员究竟什么样
■王建辉

本报讯 温泉、向佳报道：为积极搭

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平台，拓宽退役军

人就业渠道，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投身家

乡建设、干事创业，四川省广汉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近日举行广汉市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专场招聘会。40 余家企业提供就

业岗位 300 余个，50 余名退役军人现场

达成就业意向。

活 动 现 场 ，组 织 者 还 邀 请 广 汉 市

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和数位就业创业

导 师 ，针 对 就 业 形 势 、社 保 政 策 、法 律

法 规 、企 业 用 工 需 求 等 问 题 对 参 加 活

动 的 退 役 军 人 进 行 专 项 培 训 指 导 ，帮

助他们完成思想、角色转变，尽快实现

就业创业。

四川广汉举行退役军人

就 业 创 业 专 场 招 聘 会

6月 29日，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直属汉口军休所为 79位老干部举行“光

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图为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给党龄 68年

的老兵敖厚德（左二）颁发纪念章。 周凤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