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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湘鄂川黔革命根

据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幅《一家八口同

长征》的油画，画里那位骑着白马的“红

小鬼”叫侯宗元，其他 7 位分别是他的父

亲侯德成、母亲殷成福、叔叔侯昌贵、大

哥侯清芝、大嫂刘大梅、二哥侯清平、姐

姐侯幺妹。80多年前，他们一家八口，年

纪最大的 50多岁，最小的才 7岁，一同参

加红军走上长征路，成就了一段感人至

深的红色佳话。

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光荣院，已 93 岁

的侯宗元的房间里，挂着家中亲人的遗照

和革命烈士证明书，见证着这个红色家庭

为革命作出的奉献。

1934 年秋，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

红二、六军团为侧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挥师湘西，在湖南大庸创建了湘鄂川黔

根据地。侯宗元的哥哥侯清芝、侯清平

和叔叔侯昌贵 3 人参加了红军。1935

年 9 月，红二、六军团奉命北上与中央红

军会合。此时，侯宗元与父亲侯德成、

母亲殷成福、大嫂刘大梅和姐姐侯幺妹

也相继参加红军。

“我那时才 7 岁，不会打枪，就当个

小后勤兵。”侯宗元说。这一家八口铁

了心要跟着红军队伍一起走，侯德成、

殷成福和侯宗元编在家属连，刘大梅和

15 岁的侯幺妹编在卫生队，侯昌贵编在

6 师 17 团任管理员，侯清平在警卫连当

战士，侯清芝在 5 师 14 团 2 连任班长。

1935 年 11 月 19 日，湖南省桑植县

刘家坪红旗飘扬，军号嘹亮，红二、六军

团举行突围誓师大会。侯宗元一家八

口在誓师队伍里团聚。20 日，部队开到

黄家铺、张家湾一带抢渡澧水，21 日突

破澧水天险，过了长征第一渡，侯宗元

一家离故乡越来越远。

“我们从桑植出发北上长征，贺龙

见我们一家人口多，我年龄又小，就把

在陈家河战斗中缴获的一匹小马让我

骑着，不骑的时候还可以驮物件。”侯宗

元老人满脸自豪地回忆。

1936 年 1 月，红二、六军团进入贵

州境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骚扰和破

坏，沿途通常接连几个村子都见不到人

影，部队给养成了问题，很多红军战士

都饿着肚子。侯德成主动参加筹粮队，

帮助部队克服困难，军团政治部授予他

“筹粮能手”的称号。

1936 年 5 月，红二、六军团来到位

于云南、四川、西藏交界的横断山脉，巨

大的雪山横亘眼前。过雪山前，父亲侯

德成叮嘱全家：“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万一哪个掉队了，只要剩下一口气，也

要找到红军队伍。”

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

时而阴云密布，时而大雪纷飞，许多红

军将士牺牲在皑皑雪地里。“我的叔叔

侯昌贵就是翻雪山的时候牺牲的，那时

他是担架连连长……”侯宗元平静地讲

述着，但发红的眼眶流露出对叔叔的思

念。

8 月，红二、六军团通过松潘草地进

入甘肃成县境内，著名的甘南战役在这

里打响。红二、六军团在历时 10 天的战

斗中歼灭国民党第 3 军的两个营，缴获

枪支 500 余支。

“这一仗打得漂亮，部队士气很高

涨。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又失

去了一位亲人。”侯宗元说，五龙山战斗

中，他的姐姐侯幺妹冒着枪林弹雨抢救

伤员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她的尸体

是 哥 哥 侯 清 芝 打 扫 战 场 时 发 现 的 ，头

部、胸部都有弹孔……

1 个月后，红二、六军团由甘肃向河

北转移时遭遇敌人重兵阻击，父亲侯德

成中弹身受重伤，不能继续行军。部队

把侯宗元和父亲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

里。几天后，因伤势太重、流血过多，侯

德成不幸牺牲。

“我的父亲是怀着对红军、对亲人

的不舍离开人世的。那时我还小，只有

8 岁，跟不上已经走远的部队，被当地老

百姓收养，在他们的抚养下长大成人。”

侯宗元说，1949 年他在甘肃再次入伍，

1954 年入党，1961 年返乡找到母亲等亲

人，留在了家乡。

“长征是真苦啊！我们一路边走边

打 ，大 大 小 小 的 仗 打 了 无 数 次 。 爬 雪

山、过草地，没有吃的就挖草根、扒树

皮。”说到这里，侯宗元用右手拄着拐

杖，左手扶着桌子，缓缓站了起来，走到

墙边指着一张黑白照片说：“这是我的

母亲殷成福，在四川西部白玉地区患病

掉队，病好后她孤身一人从四川经甘肃

到陕西，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陕西渭

南找到了队伍。”

他又指着母亲照片旁边的另一张

照片说：“这是我的哥哥侯清芝。母亲

生前告诉我，长征结束后他又参加了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多次负伤，成长为一

名团职干部。1950 年他南下到大庸后，

担任县武装大队长，1955 年被授予上校

军衔并准予离休。”

侯宗元指着墙上的一张张照片给

我们细细讲述着，最后停在一张彩色合

影前。照片的最前排坐着两位老人，穿

着军装的是侯宗元，另一位穿着藏族服

装的是大哥侯清芝的儿子侯德明。

当年，怀孕的大嫂刘大梅和队伍失

散后，被藏区群众收留，生下孩子侯德

明。侯德明三四岁的时候，刘大梅把儿

子托付给藏区群众，动身去寻找红军，

最终没能走出茫茫草地。

侯德明小时候在藏区给土司家放

牛 、赶 马 ，光 着 脚 丫 走 过 了 童 年 和 少

年。长大成人后，他在藏区成家立业。

2005 年 4 月，在亲人的盛情邀请下，侯

德 明 带 着 儿 子 、儿 媳 和 孙 女 回 到 张 家

界，一家人最终团聚。

长 征 ，一 次 理 想 信 念 的 伟 大 远

征 。 在 风 雨 如 磐 的 长 征 路 上 ，崇 高 的

理 想 、坚 定 的 信 念 ，激 励 和 指 引 着 红

军 一 路 向 前 、再 向 前 ，也 引 领 着 侯 宗

元 一 家 铁 心 跟 党 走 ，克 服 千 难 万 险 抵

达胜利的彼岸。这个红色家庭的长征

故 事 ，是 伟 大 长 征 一 个 小 小 的 缩 影 ，

却 彰 显 着 信 仰 的 力 量 ，闪 耀 着 动 人 的

光芒。

图①：湖南省张家界市湘鄂川黔革

命根据地纪念馆里陈列的《一家八口同

长征》油画（部分）。

图②：侯宗元的父亲侯德成的革命

烈士证书。

图③：侯宗元（前排左一）一家与侄

子侯德明（前排右一）团聚后在湘鄂川

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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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侯宗元深情讲述一家八口参加长征的感人故事——

举家踏上长征路，革命理想高于天
■张觉先 田 泉 杨 洋

“通往哨所的路修好了吗？你们一

定要保重身体……”7 月 25 日，家住四

川富顺的老兵丁松，与远在千里之外的

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张福林班”

官兵视频通话，向他们致以问候。

1 个月前，丁松和几名战友一同前

往西藏，来到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在

军史长廊“张福林班”的事迹展陈前，丁

松伫立良久，深情地敬了一个军礼。

“我曾是‘张福林班’的副班长……”

丁松几度哽咽。1978 年初，丁松携笔从

戎上高原。入伍前，他信心十足地对父

母说，自己一定会在部队好好干，不入

党就不回家。

说易行难。进藏初体验就让丁松

备受煎熬。1978 年 4 月，丁松和战友在

四 川 简 阳 集 结 训 练 后 踏 上 西 去 的 火

车。80 多个新兵挤在一个“集装箱”式

的车厢里，身上盖着新发的毡子，在一

路“哐当哐当”的“伴奏”声中，到达青海

西 宁 。 下 了 火 车 ，他 们 换 乘 老 解 放 卡

车，伴着强烈的高原反应，一路颠簸一

路行。从四川简阳到西藏山南，2000 多

公里的路程，丁松和战友走了近 20 天。

重回老部队，丁松感慨万千。“现在

交通太方便了，飞机当天就能到，柏油

路铺到了营区。”一路走来，今昔对比让

丁松难掩兴奋，“过去，藏族群众住的是

土坯房，有的甚至住在牦牛棚里。现在

他们住的联排藏式新居太漂亮了……”

走进营区，看到边防团新建的大礼

堂里娱乐和健身设施一应俱全，丁松不

住地感叹：“真好！真好！当年，团里最

早的礼堂就是我们连队负责修建的。”

1978 年 至 1980 年 ，正 值 三 年 边 防

建设时期，上级立足自身抓建设，将团

机关楼和大礼堂建设任务交给了丁松

所在的连队。

丁松记得，那年冬天，天寒地冻，山

谷的风刀割一般刮得人脸生疼，连队驻

地旁的那条河早早就结了冰。修建礼

堂缺少木材，需要蹚过冰河，从对面山

上把木材运到营区。面对艰巨的任务，

“张福林班”的战士又一次请战打头阵。

1951年 12月进藏途中，在雀儿山担

负开凿花岗岩地段主攻任务的张福林，

清理炮眼时被一块滚落的大石头砸中，

壮烈牺牲。1952 年 7 月，原西南军区授

予张福林“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记一

等功，同时授予张福林生前所在的小炮

班为“张福林班”。1952年秋，交通部、原

西南军区追授张福林“筑路英雄”荣誉称

号。此后，一茬又一茬“张福林班”战士，

赓续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英

雄血脉，在雪域边关扎根奉献。

“‘张福林班’的战士一直都有啃硬骨

头的劲儿。”身在英雄集体，丁松有切身体

会。那次搬运木材，人均一天要来回蹚过

冰河几十趟，时任班长陈世林心疼战友，为

减少战友蹚河次数，他自己来回过河连轴

转。几天下来，木材备足了，陈班长却累倒

了，后来还落下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当时的日子真苦，但是全班很团

结，大家就像亲兄弟一样！”回忆如泉

涌，丁松越说越激动。当年，丁松在“张

福林班”任副班长，后来入了党，还荣立

1 次三等功。1982 年，丁松带着万千不

舍，脱下心爱的军装回到地方工作。

一朝戍边关，一生边防情。千百次，

丁松梦回雪域高原，梦回“张福林班”。

闲暇时，他将思念写进歌词谱成曲，先后

创作出《军营是我家》《英雄事迹伴随我

们成长》等歌曲。“铁血忠诚，敢打硬仗，

张福林精神一代代传扬……”每每哼唱，

丁松都泪眼蒙眬。

遗憾的是，苦于当时通信不畅，丁松

退役后一度与战友和连队失去联系。几

番寻找，他终于找到老部队，今年 6 月和

几名战友一起重返西藏时，他特别想去

“张福林班”看一看，奈何时值雨季，前往

哨所的路出现塌方，他们未能成行。

“ 大 家 辛 苦 了 ，有 机 会 再 去 看 你

们！”在与“张福林班”战士视频通话时，

丁松向年轻的战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

礼，眼泪夺眶而出。

手机屏幕那头，官兵们齐声回答：

“请老班长放心，我们一定坚守哨位，守

好边防！”

左上图：丁松（左五）与边防团官兵

分享自己创作的歌颂军营火热生活的

歌曲。 张照杰摄

时隔 39 年再回老部队，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张福林班”原副班长丁松难掩激动——

一朝戍边关，一生边防情
■孙 梁 张照杰 本报特约记者 李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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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展示着烈士许保德的几封家书，其中

一封家书的旁边，放着一束用红头绳系

着的秀发。

许保德是一名牺牲在上世纪 80 年

代边境作战中的一等功臣。写信给他

的，是他的未婚妻冯秀兰。

“我等着你，非你不嫁，永结夫妻。”

几封家书中，一封“约定终身”、饱含爱意

与思念的家书，是在许保德牺牲后才寄

到部队的，信中夹着一束细细的秀发，用

红头绳紧紧地系着。只是，这束秀发再

也到不了恋人的手中了。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场

上，亲人的书信格外珍贵。当时，许保德

的信件在工兵连最多，经常三四天来一

封，有时一次就收到两封。连里无论是

谁，一看到“许保德”几个熟悉的字，就知

道是他的未婚妻冯秀兰寄来的。倘若寄

来的是包裹，他们大老远就举着包裹朝

许保德高喊：“保德，好吃的又来了。”大

家“不客气”地一哄而上，分个干净。许

保德在一旁乐呵呵地笑着，看着战友们

又跳又闹。

许保德的未婚妻冯秀兰，心灵手巧，

精通服装裁剪，18岁就在裁缝店带起了

徒弟。她的模样也俊俏，有一次随信给

身在前线的许保德寄来一张彩色照片，

战友们争着要看，传来传去一时没了踪

影。这下子许保德急了，问了这个问那

个。指导员笑着说：“保德哟，打仗怎么

把媳妇给弄丢了？”

许保德一扭头，也笑了，大声回答：

“哎呀，打仗比媳妇重要嘛！”

1986年 4月 22日中午，上阵地之前，

许保德又收到冯秀兰寄来的两封信。他

刚拆开看了一封，愧疚之情便涌上心头。

那段时间太忙了，收到冯秀兰的一沓信，

他也没顾得上回信。这时，部队出发的命

令来了，许保德掏出笔记本撕下一页，匆

匆写道：“秀兰，我马上要去执行任务，来

不及读完你的信，不能与你详谈。这里的

情况，就让柴电江给你写写吧。你的保

德。”转身他就将纸片交给了战友柴电江，

跟着连队走了。

那几天，我军一个阵地遭到敌人严

重破坏。为了防止敌人偷袭，上级决定

派出一个精干的工兵小组重新布雷。4

月 30日清晨，细雨蒙蒙，许保德和 3个战

友连续作业，按上级要求布下地雷。为

了战友安全，布雷时他在最前边探路，完

成任务下撤时，他坚持走在最后。

小路曲折湿滑，疲劳过度的许保德

突然滑倒，左手碰到路旁的藤条，触发敌

人布下的绊发雷，被炸倒在地。3个战友

赶过来救他，他挣扎着问：“你们……怎

么样？”之后，他便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当天中午，执行任务的卡车返回，碰

到正好从后方上来的邮车。收发员跳下

车，抱着包裹举着信，迎着卡车招手：“保

德，你‘亲爱的’又来信了，好厚实呢！”

卡车停了下来，下车的人个个噙着

泪，低着头。回到驻地，战友们守着许保

德的空床，泪如雨下。

“好久没收到你的信了，有人说你牺

牲了，可我不信。听村里老人说，妻子的

头发可以保丈夫平安。虽然我们还没有

结婚，但我在心里已经把自己当成你的

妻子了。我剪了一束头发，用红绳拴

着。记得，以后你要天天藏在胸口。我

相信，它一定可以保佑你平安，回到我身

边，娶我过门。”

战友们在阵地上轮流看着这封信，

每个人都一遍遍抚摸着那束秀发。当这

封信传到许保德的班长李吉发手中时，

他呆呆地抚摸着秀发，喃喃自语：“对不

起……对不起……”

如今，这封永远收不到的家书，展示

在该旅旅史馆里，朴素真挚的情感诉说着

英雄恋歌的缠绵情愫，同时也寄托着后人

对这位英雄的深切缅怀和无尽思念。

下图左：许保德生前留影。

下图右：许保德未婚妻冯秀兰写给

他的家书和家书中夹着的那束秀发。

（作者供图 本版制图：扈 硕）

一等功臣许保德牺牲后，收到未婚妻寄来的一

封夹有秀发的家书——

你的铁骨，我的柔情
■闻苏轶

本报讯 徐海嵩、范奇飞 报 道 ：

“我的房子终于有了‘红本本’，心里踏

实 了 ，感 谢 党 对 我 们 这 些 老 同 志 的 关

心 。”“ 八 一 ”前 夕 ，辽 宁 省 军 区 沈 阳 第

十一离职干部休养所 97 岁的老干部吕

品，领取了房屋不动产权证书，难掩激

动之情。

今年，辽宁省军区深入贯彻党史学

习教育要求，携手地方省市政府，本着

“军地合力、攻坚克难”原则，坚持把解

决老干部住房遗留问题与拥军惠军、规

范 管 理 相 结 合 ，纳 入 军 地 年 度 重 点 工

作，特事特办，优先快办，合力督办，以

创新方式破解难题。

“我们以住户期盼为核心、以重点

问题为导向、以确权办证为目标，形成

了 军 地 定 期 例 会 、协 调 会 商 、联 合 审

批、重点督办 4 项落实机制。”该省军区

领导介绍，今年年初，军地领导形成彻

底 解 决 历 史 难 题 的 高 度 共 识 ，成 立 由

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和省军区司令员任

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地市

参 照 此 模 式 成 立 相 应 组 织 机 构 ，主 要

领 导 参 与 ，专 业 力 量 介 入 。 随 着 工 作

不 断 深 入 ，省 军 区 保 障 局 与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民 政 厅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等 8 个 部 门 反 复 磋 商

沟通，针对住房建设项目规划审批、竣

工验收、消防备案、社区用房等 9 类常

见问题，逐项拟制解决办法，形成指导

意 见 ，先 后 征 求 省 委 常 委 和 省 直 各 部

门 意 见 ，吸 纳 46 条 修 改 建 议 后 通 过 省

编 办 和 省 司 法 厅 审 查 ，最 终 以 省 政 府

办公厅和省军区保障局名义联合印发

相关政策文件，完善了工作规范，确保

工作有章可循。省自然资源厅还派出

人 员 ，会 同 省 军 区 保 障 局 成 立 工 作 专

班 ，指 导 驻 地 军 分 区 保 障 处 与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建 立 联 合 办 事 机 构 ，搭 建 服 务

公共平台，明确各方责任分工，协调各

职 能 部 门 进 行 容 缺 办 理 ，顺 利 完 成 规

划 审 批 补 办 等 7 类 42 项 手 续 ，推 动 确

权登记工作驶入快车道。

目前，驻辽部队 853 套老干部安置

住房已完成首次登记并取得住房不动

产权证书，后续工作还在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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