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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关键词 本色

在这个家庭里，节
俭是看得见的传家宝

泉城济南，夏日气息渐浓。

干休所内，葱郁的绿色向阳生长，池

塘里荷花盛开，洋溢着火热和茁壮。

第一次见到耿相柏老人，她正坐在

沙发上读报。虽然早已退休，年过百岁

的耿老依旧关心国家大事。

老 人 面 色 红 润 ，穿 一 件 碎 花 衬

衣 。 得 知 记 者 来 采 访 ，她 专 门 让 小 女

儿 取 出 珍 藏 的 毛 主 席 像 章 ，佩 戴 在 胸

前。红色像章上，“为人民服务”5 个大

字闪着金光。

二儿媳杨文告诉记者，这件衬衫是

老人最喜欢的衣服，“是 40 多年前买的，

平时舍不得穿。”

耿老家里布置得极其简单：餐桌已

擦得斑驳“包浆”，那是 60 年前长子况东

海参军时购置的；舀米用的瓢，年代更

为久远，木柄已经快磨秃；除了一组沙

发和电视是儿孙们近年执意添置的家

具，其他物品都陪伴这个家庭度过了漫

长岁月。

“我们的日子是过好了，但还有很多

人不富裕。”耿老说，“这些已经够用了。”

多年来，耿老始终保持着自己的

生活习惯：在这个家里，洗完衣服的

水 一 定 要 留 下 拖 地 ， 然 后 再 冲 厕 所 ；

一张餐巾纸，也要扯成两半来用；桌

上喝水的杯子，记不清是哪年用过的

罐头瓶……

见记者已经热得满头大汗，况东海

打开了客厅里那台表面泛黄的立式空

调。“平时天再热，老太太都是给我们一

人 发 一 个 蒲 扇 ，有 客 人 来 了 才 能 开 空

调。”他解释说。

客厅正中间，悬挂着一面厚重的牌

匾，上面写着“共和国将军之家”。耿老

的丈夫况开田是位老红军，在艰苦卓绝

的革命斗争中立下赫赫功勋，是长征路

上 的“ 管 钱 人 ”，1955 年 被 授 予 少 将 军

衔。

杨文回忆：“公公还在世时，永远穿

着一件汗衫，家里人说他‘后背多大，补

丁就有多大’。床单中间磨破了，他把好

的两边对接上，缝起来接着用。”说到动

情处，她眼睛里闪着泪花。

杨文退休前是一名军医。嫁到这个

家几十年，她一边忙着医院工作，一边尽

心孝敬二老。在她印象中，历经烽火硝

烟和艰苦岁月洗礼的公婆，“身上有一种

特殊的风骨。”

这种风骨，正是共产党人不变的本

色，也是这个革命家庭的传统与家风。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

“ 家 ”，既 是 家 庭 的“ 家 ”，也 是 国 家 的

“家”。那些与岁月一起斑驳的物件，承

载着一个革命家庭的红色基因，彰显着

共产党人的本色初心。

家 里 第 三 代 孩 子 中 ，况 赖 哿 从 小

跟 着 奶 奶 长 大 ，受 她 教 育 影 响 最 深 。

小时候，他在食堂吃饭，饭盒里不能剩

一 粒 米 、一 口 菜 ，不 然 回 去 就 得“ 挨

揍 ”。 后 来 ，况 赖 哿 当 了 十 几 年 兵 ，如

今已转业成为一名特警。“不能忘了艰

苦朴素的作风。奶奶的教诲一直在我

心里。”他说。

家中第四代孩子媛媛曾问父亲况赖

哿：“太爷爷和太奶奶都是老革命，咱家

里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况赖哿笑着答：

“在我们这个家里，节俭就是看得见的传

家宝。”

关键词 信仰

不管多么难，都要
跟着共产党走

百岁之后，“我想不起来了”渐渐成

为耿老的口头禅。

年轻时最爱唱的歌曲、最喜欢的电

影，已经随着岁月逐渐模糊，但参军入党

的那段记忆，在她脑海中始终鲜明。

耿相柏 1920 年出生在太行山深处

的一个贫农家庭。抗战时期，晋察冀军

区各村镇成立“妇女救国会”，为八路军

准备军鞋、军粮等物资，照顾伤病员。因

为作风干练，耿相柏很快成为妇救会青

年队的队长。

1939 年 秋 天 ，耿 相 柏 接 到 了 一 封

信。信是早几年就加入共产党的嫂子写

来的，邀请她参加八路军。

这 位 从 未 出 过 远 门 的 19 岁 女 孩 ，

就这样毅然决定离家去寻找部队。她

拿 着 一 张 乡 公 所 开 出 的 证 明 ，从 阜 平

县 老 家 出 发 ，根 据 信 里 写 的 地 址 边 走

边 问 ，终 于 在 5 天 后 找 到 了 晋 察 冀 军

区机关。

很快，耿相柏穿上军装，成为被服厂

女工队的新兵班长。那时候，敌后根据

地的条件十分艰苦，给战友们制作军服，

全靠手工。“我一天能缝三条裤子。”耿老

边说边用手比画着。

一次，前方战事突然吃紧，部队马上

要前出作战。

厂房前的操场上，即将出征的八路

军官兵大声唱着军歌；厂房里，耿相柏带

着女工连夜赶制军服。

月色清朗，军歌嘹亮，年轻战士们迸

发 出 的 精 力 和 热 情 ，深 深 感 染 着 耿 相

柏。正是在这一刻，她下定决心：不管未

来多么难，都要跟着共产党走。

因为工作出色，短短一年后耿相柏

就成为被服厂负责人，并光荣地加入党

组织。成为负责人，她身上的担子更重

了，不仅要抓生产，还要反扫荡，保障女

工队的安全。

那时，每年春秋两季，日本侵略者都

会到根据地抢夺粮食。耿相柏就带着女

工们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伪装成村民，疏

散隐蔽到各村。

用草木灰和泥土把脸和胳膊涂黑

后，耿相柏带着队伍爬高山、下悬崖，在

敌人枪口下躲过一次次扫荡。

“最长的一次在山上躲了 6 天，带的

干粮都没了，只能从山上摘老乡的南瓜

吃。老乡也不知道躲到哪了，我们就把

钱压到石头下面。”耿相柏说，“‘不能占

老百姓的便宜’是军令。”

其实，耿相柏很少跟儿孙们提起自

己当年参加革命的事。“我没什么了不起

的，也没上一线作战。”她觉得，那些在前

方流血牺牲的战友们更值得被纪念。

战争，让懵懂的少女成长为坚定的

战士，也为她带来了革命的爱情。正是

在战争中，耿相柏与丈夫况开田从相识

走向相知，从相知走向相爱。

硝 烟 中 的 爱 情 没 有 风 花 雪 月 ，却

充 满 着 革 命 的 浪 漫 主 义 —— 结 婚 之

前 ，俩 人 只 单 独 接 触 过 两 次 。 一 次 是

百 团 大 战 结 束 后 ，况 开 田 获 得 上 级 嘉

奖，他把奖品都拎去送给了耿相柏，算

是 隐 晦 的 表 白 ；后 来 ，一 次 耿 相 柏 生

病，况开田专门去探望。

结 婚 那 天 ，部 队 为 他 们 办 了 一 桌

酒席。“还特地分给我们一扇猪肉呢。”

耿 老 回 忆 说 ，在 当 时 这 可 算 是“ 奢 侈 ”

的事了。

从 抗 战 时 期 到 解 放 战 争 ，夫 妻 俩

聚少离多。耿相柏真正和家人生活在

一起还是抗美援朝结束后。在相互扶

持 的 岁 月 中 ，她 和 况 开 田 共 同 养 育 了

四儿一女。

后来，孩子们纷纷长大，也都参军入

伍。最小的女儿耿岩，随了母亲的姓。

耿岩后来也当了兵。她入伍后第一

次回家探亲，母亲专门让全家换上军装，

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全家福。

这些年，耿相柏收到了组织颁发的

多枚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这些纪念章里，凝结了耿相柏的革

命岁月，见证了她的青春芳华。

关键词 幸福

能再为组织、为人民
做点贡献，是最幸福的事

出发采访前，记者查询到关于耿相

柏的最早报道，刊登于 1956 年 10 月 27

日的《解放军报》。几经周折，记者找到

那份报纸的复印件。

耿老眯起眼睛，拿起这张报纸，举着

放大镜看了又看：“那一年，我作为志愿

军家属代表，参加朝鲜驻华大使馆举办

的慰问演出，还上台发了言呢。”

耿 老 告 诉 记 者 ，当 年 新 中 国 刚 开

始建设，部队又出国打仗，工作十分繁

忙。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她调到后方，

负 责 创 建 托 儿 所 ，照 顾 志 愿 军 将 士 的

子女。

“那时候日子很苦，经常吃不饱饭。”

耿老说，“但再难，我们也想尽办法，有什

么东西都先紧着托儿所的孩子们。”

大儿子况东海出生于 1944 年，二儿

子况南山是解放战争时出生的。两个孩

子在几乎没有父母陪伴的状态下度过了

孩提岁月。

“我第一次对父亲有印象，是朝鲜战

争结束后，他到托儿所看我们。”况东海

说，刚从战场上下来的父亲穿着旧军装，

光头，面庞黢黑，两颗门牙在朝鲜冻掉

了。

“老师让我们喊爸爸，我跟弟弟都

吓 哭 了 。 父 亲 给 了 我 们 一 人 一 个 苹

果，拍了拍我们的头。”况东海回忆，父

母 此 后 辗 转 多 地 任 职 ，一 直 到 父 亲 调

任 济 南 ，一 家 人 才 算 迎 来 了 真 正 意 义

上的团聚。

这些年，退休后的况东海每天陪伴

着母亲看报、散步，想多尽尽孝心。母亲

也始终把他当成孩子，操心他衣服穿得

怎么样，饭菜吃得好不好。

“到了古稀之年，还能喊声妈，还有

人 管 着 自 己 ，天 下 还 有 比 这 更 幸 福 的

吗？”况东海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这个四世同堂

的大家庭里，幸福不只是传统家庭概念

中的“天伦之乐”，更是红色血脉的代代

延续，是精神信仰的薪火相传。

“你们年轻人要争取早些入党，早些

为人民服务。”耿老这样叮嘱才 14 岁的

重孙女媛媛。

80 多年前，19 岁的耿相柏离开老家

河北阜平参加革命，之后很少再回故乡。

阜平是革命老区。抗战时期，阜平

不足 9 万人口，却养活了 9 万多人的抗日

部队。

阜 平 曾 是 贫 困 县 。 直 到 十 几 年

前 ，全 县 仍 有 近 一 半 人 没 有 脱 贫 。 前

些 年 ，耿 相 柏 曾 在 电 视 上 看 见 故 乡 的

一个镜头，片中那石头垒成的旧围墙，

竟还是当年自己离家时的模样。老人

的心，疼啊。

习习春风，遍拂太行。2012 年 12 月

29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视 察 阜 平 。 在 那

里，习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

坚的进军令：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

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如滚滚春雷，若浩浩春风，在党的领

导下，巍巍太行换新颜。2020 年初，随

着河北最后一批 13 个贫困县摘帽，阜平

县成功脱贫。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也

是中国人民亲手创造的奇迹。

今年“七一”前夕，耿相柏老人郑重

地向党组织递交了 5 万元的特殊党费。

山东省军区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

所长张卫强告诉记者，此前汶川地震、

建党 95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新冠

疫情……耿相柏老人都用特殊党费的

形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和心意。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耿相柏常

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她说：“我已经老

了，不能再为党做什么工作了。如果能

再为组织、为人民做点贡献，那就是我最

幸福的事。”

时间是忠实的亲历者，它见证了战

火下的热血与牺牲；时间更是伟大的书

写者，给予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与幸福。

这是一个人的幸福——历经战火硝

烟，度过百岁的耿相柏老人如今儿孙环

绕，安享晚年。

这 是 一 个 家 庭 的 幸 福—— 时 间 流

转，年轻时奔赴各地建功立业的子女们，

如今又回到家中，一家人终于团聚。

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古老的神

州大地上，小康社会正全面铺开画卷。

仰望苍穹，天和核心舱正带着中华民族

的梦想畅然遨游。

采访结束，天色已晚。回头望去，耿

老寓所里亮起灯光。我们有理由相信，

千千万万个家庭会迎来更加美满幸福的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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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百岁老兵的幸福家庭
■本报特约记者 袁 帅 记者 薛 敏 通讯员 林 琳 黄旭军

过完 101 岁生日，耿相柏觉得时间

越来越慢了。

3 年前，因为类风湿的困扰，耿老不

得不依靠助行器行走。虽然头发斑白、

行动不便，她依然保持着一名老兵的“倔

强 ”—— 清 晨 6:15，轻 轻 把 发 卡 别 在 头

上，把被子叠成“豆腐块”，然后下楼到小

院里走一走。

7 月，干休所的槐树长得正好，绿色

的叶片随风飞舞，似乎在低吟一首舒缓

的老歌。

槐树下，重孙女媛媛偶尔会听到太

奶奶讲当年的故事。那些出现在历史书

和电影里的情节，在耿相柏的讲述中变

得生动而真实。

媛媛并不知道，太奶奶稀松平常的

讲述背后，隐藏着一段不能忘却的革命

岁月——

80 多 年 前 ，19 岁 的 耿 相 柏 在 晋 察

冀 根 据 地 参 加 了 八 路 军 。 此 后 ，她 辗

转 多 地 ，干 过 被 服 厂 ，办 过 托 儿 所 ，在

丛 林 里 躲 过 日 本 侵 略 者 的 扫 荡 。 后

来，她又和战友们“雄赳赳，气昂昂，跨

过鸭绿江”……

耿老告诉记者，年轻时，她总感觉

时 间 不 够 用 ：抗 战 时 期 ，前 方 打 仗 ，军

装 不 够 穿 ，她 带 着 被 服 厂 的 女 工 们 整

宿缝制新军装；抗美援朝，从战场回国

后 ，她 留 守 大 后 方 ，照 看 将 士 们 的 子

女，白天上课，晚上忙活孩子们的吃穿

用度……

“打仗那会儿，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

要去向哪里，会有什么样的危险。”耿相

柏说，“能做的事，就是跟着部队走。”

跟着走，是她毅然决然的坚定选择，

更是这位百岁老兵一生践行的承诺。

跟着走，是我们无往不胜的力量之

源，更是人民军队对党的永恒信仰。

回顾人民军队 94 年的浴血奋战，这

个信仰在时代更迭、岁月流转间愈发闪

光——

长征时，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名红

一方面军的战士倒下；抗战时期，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伤亡 60 多万人；抗

美援朝战争中，19.7 万多志愿军官兵英

勇牺牲……

新时代强军征程上，我们身边依然

有这样一群人，令人仰望、催人奋进——

航 母 舰 载 机 飞 行 员 张 超 ，用 年 轻

的 生 命 把 对 党 的 忠 诚 写 在 海 天 之 间 ；

维 和 士 兵 申 亮 亮 、李 磊 、杨 树 朋 ，用 鲜

血 捍 卫 了 国 旗 军 旗 的 荣 誉 ；抗 洪 勇 士

刘 景 泰 ，为 了 人 民 的 利 益 战 斗 到 最 后

一刻……

他们身上，传承着共产党人的红色

基因，蕴涵着革命军人共同的胜战密码：

为崇高信仰奋不顾身。这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政治灵魂，更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

柱。

建党百年之际，有着 81 年党龄的耿

老收到了“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她的

三个儿子、两个儿媳也收到了纪念章。

凝视这个红色家庭，一组数字让人

动容：三代党员，6 枚“光荣在党 50 年”纪

念章，10 余人入伍参军……

虽身处不同时代，工作在不同岗位，

耿老一家却始终昂扬着革命的乐观主

义，始终充盈着向前的奋进力量。

信仰的波光，闪烁在时间的长河。

家国、信仰、选择，这些名词在这个平凡

却又幸福的家庭中反复萦绕，最终汇聚

成一首属于中国军人的赞歌。

这 6 枚纪念章里，记录了我们这支

军 队 的 成 长 轨 迹 ，更 蕴 藏 着 一 个 革 命

家 庭 在 壮 阔 岁 月 中 闪 耀 的 幸 福 与 荣

光。

再过一个月，耿相柏老人即将迎来

自己的 102 岁生日。百岁很长，长到染

白发梢；百年很短，对一个国家、一个政

党、一支军队来说，正是风华正茂。

今年“八一”前夕，记者在山东省军

区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采访耿相柏老

人，走进这名百岁老兵的精神世界。

时间的长河 信仰的波光
■本报特约记者 袁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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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耿相柏（左）与战友的合影。

耿相柏正在阅读《解放军报》。

百岁老兵耿相柏（前排居中）和她的家人们。 本报记者 薛 敏摄

E-mail:jbjy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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