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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常奇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南服务团的一名老兵，去年离世。今

年 6月，与父亲相熟的几位战友收到“光

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激动之余难免遗

憾，对我说如果父亲也能活着见证建党

百年，该是件多么高兴的事。

父亲健在时，常给我们几个子女讲

当年他们那群热血青年投身革命、参加

西南服务团的往事，教育我们人生应有

远大理想，并要为之奋斗终身。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不久，第二野

战军受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党中央决

定从中央和老解放区选调一批干部，同

时从上海、南京、苏南、安徽等地招收大

中学生、青年职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南服务团。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相

关地域掀起一股“南下热”，万余名进步

青年积极报名参加。

父亲就是其中一员。1949 年 5 月，

在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求学的父亲回

到老家安徽郎溪。因痛恨国民党腐败并

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父亲决心投身革

命，进入晥南革命干部学校学习。得知

学校要挑选师生参加西南服务团后，青

年学子深受“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

口号的感召，满怀革命激情，纷纷写下申

请。积极上进的父亲有幸入选，随队到

达西南服务团总部南京，被编入云南支

队五大队。

出征之前，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

承、政委邓小平等为西南服务团作报告，坚

定了这些青年奔赴西南、服务人民的信

念。10月 1日，父亲和战友在原“中央大

学”运动场参加了庆祝开国大典的活动。

第二天深夜，他们赶往浦口，登上“闷罐车”

前往武汉，几天后转至湖南岳阳。当月下

旬，云南支队在长沙休整扩编，组织上动员

不宜长途行军的学员返回。父亲决心继续

向前走，跟着队伍到西南边陲锻炼成长。

11月中旬，云南支队从长沙再度出

发。到达湘潭后，因为路况的原因，云南

支队决定把剩余的 3000 多里路程改为

徒步行军，走的都是当年红军走过的

路。大家身背背包，肩扛大枪，晴天烈日

晒，雨天一身泥，相互搀扶练就了一双铁

脚板。

雪峰山位于湖南省西南部，是云南支

队行军时翻越的第一座高山，因山顶常年

积雪得名。云南支队五大队大队长黄志

恒是位老红军，生活简朴，爱兵如子，组织

给他配备的行军马匹，被他用来驮运大家

的背包行装，或让体弱的同志乘骑。过雪

峰山时，黄志恒的妻子已身怀六甲，他鼓

励妻子拽着马尾巴艰难翻过了山。到达

昆明后，他的妻子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马尾巴姑娘”。

1950 年 2 月，云南支队抵达云南省

沾益县，与二野四兵团一部、五兵团一部

及当地起义部队等共 7000 余人举行了

会师大会。2 月下旬，他们到达昆明市

郊小石坝，结束了行军任务。这一场边

走边学的“小长征”，不仅锻炼了父亲和

战友的体魄，也锻造了他们忠诚于党和

人民的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参与到

军事接管、征粮剿匪、肃清反动残余势力

等工作中去，与当地干部一起为西南地

区人民政府的建立和日后经济建设的发

展作出贡献。

父亲与几位战友负责接管当时的盐

兴县政府，首要工作任务是征粮。云南山

高岭崇，和平解放之初依然暗潮汹涌，国

民党潜伏特务、残余匪徒和反动地主以大

山为屏障暗中勾结。父亲与战友们在工

作中不断积累战斗经验，与敌人斗智斗

勇，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革命干部。

弹指一挥间，如今已过去 70 多年。

父亲在世时，每每回忆参加西南服务团

的往事，都是一副自豪的模样。他常说，

虽然西南服务团存在时间不长，但担负

的历史使命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组成

部分，父亲和战友也自视为新中国第一

批支援西部的“青年志愿者”。他从没有

后悔过将热血青春奉献给西南边陲，而

是为自己有这样一段投笔从戎的激情岁

月感到无比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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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1 年“齐鲁最美退役军人”

评选结果揭晓，勇救 4 名落水儿童的退

役军人、“山东省见义勇为模范”孟召平

名列其中。

今夏的一个周末，山东省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指导组干部孟召平在山东德

州隋运河故道景区散步。突然，一辆载

有 4 个孩子的电动三轮车从斜坡飞速

而下，冲进湖中。危急时刻，孟召平飞

奔上前，脱掉上衣、蹬掉鞋子，纵身一跃

跳入湖中。湖水很深，被三轮车磕伤脚

踝的孟召平连呛了几口水。但凭借在

部队练就的救援技能，他迅速冷静下

来，在其他几位热心群众的帮助下，先

后将 4 个孩子救上岸。

由于呛水，获救的 4 个孩子起初没

有完全恢复意识。孟召平立即将他们

逐个放在大腿上用力反复拍打后背实

施急救。直到孩子们“哇”地一声把水

吐出来，孟召平才悄然离去。

目睹整个救助过程的一名群众在

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呼吁大家

寻找这位救孩子不留名的好心人。经

过各方寻找，孟召平终于出现在媒体

面前。

“我没想那么多，当时只想着去救

人。”孟召平说，“我是一名退役军人，也

是一名党员，看到群众有危险，就会有

冲上去的本能反应。”

“孟召平在部队 16 年，3 次荣立三

等功，同年兵里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提

干，他的为人大家有目共睹。”听说了孟

召平救人的事迹，他的战友陈炳章一点

都不奇怪。“那一年单位进行实弹射击，

孟召平带领新兵负责报靶、检靶。一名

新战士把射击信号误听为检靶信号，起

身就往靶壕外爬。孟召平见状，一个箭

步上去将新战士拽了回来。”陈炳章说，

孟召平聊天时曾说过，他当兵是受父亲

的影响。他的父亲是一名老兵，给孟召

平起的小名就叫“爱军”。

2005 年，孟召平转业进入山东省政

法机关工作，不论在哪个岗位，他都兢

兢业业，恪尽职守，深受领导和同事信

任。2014 年他被组织选派到青海挂职

交流，2018 年在青岛参与重大安保工

作，第一批进驻，最后一批离开，圆满完

成任务。

把 4 个 儿 童 救 上 岸 后 ，孟 召 平 的

“救助”还在延续。6 月，他在德州市倡

导并发起青少年防溺亡公益宣讲活动，

7 月，他联合德州社会力量救援协会等

单位到中小学宣讲防溺亡知识，开展安

全教育。他还把自己救人获得的奖金

全部捐了出去，大部分捐给德州市见义

勇为基金会，剩余的捐给获救的孩子，

希望他们好好学习，早日成才。

老兵孟召平见义勇为获评“齐鲁最美退役军人”—

纵身一跃，是本能也是责任
■张照利 本报记者 李力迪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民主实验

学校组织学生来到江苏省军区徐

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开展“红

领 巾 寻 访 老 战 士 ”活 动 。 图 为 志

愿军空军老兵朱凤岐向学生们讲

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驾驶战机作

战的故事。 胡绍武摄

前不久，在医院住了近 3 个月的老

兵李忠怡出院了。出院后，他立刻联系

社区工作人员，要尽快补上住院前就应

邀给社区群众上的一堂党史教育课。

2007 年从辽宁省丹东市消防局退

休后，李忠怡已经义务为当地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乡镇街道、学校等上党

课 1800 余场。

“ 你 得 顾 着 点 身 体 ，怎 么 老 想 着

上 党 课 的 事 ？”老 伴 十 分 担 心 他 的 身

体状况。

“宣讲党的历史、传递党的声音是

我这个老党员、老兵的责任。我只要还

有能力，就得一直把这件事做好。”李忠

怡说。

1975 年，20 岁的李忠怡从辽宁省

葫芦岛市一个偏远山村入伍，成为一名

消防战士。幼年丧父、靠邻居接济长大

的李忠怡，从小就懂得感恩。到部队

后，他一边刻苦训练，一边尽微薄之力

帮助别人，同时利用写作和演讲特长，

多次把自己对党的理解和热爱写成演

讲稿在战友中宣讲，战友们称他为“编

外指导员”。

那时，驻地军民经常开展共建活

动。李忠怡所在部队与驻地 3 所小学

是共建单位，部队每年要派校外辅导员

到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李忠怡成为

合适的人选，经常到学校给学生们讲英

雄故事和革命传统。

“ 给 别 人 一 杯 水 ，自 己 要 有 一 桶

水 。”为 了 更 好 地 把 党 的 声 音 传 播 出

去，李忠怡利用工作之余潜心学习党

史 、军 史 ，不 仅 是 部 队 的 理 论 学 习 标

兵，也成为受到学生认可的优秀校外

辅导员。

身教胜于言传。李忠怡一边传播

党的声音，一边模范践行共产党员的宗

旨。他挤出有限的津贴资助多名贫困

学生完成学业，经常看望驻地 20 多位

孤寡老人，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辽宁省拥政爱民模范”等荣誉，荣立二

等功。

退休后，李忠怡继续把给青少年宣

讲党史视为己任。他专门成立了工作

室，担任丹东市多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

员，并出资设立校外辅导员奖励基金，

奖励那些品学兼优和取得显著进步的

学生。他设计开展了“环保小卫士”“每

日一语”“微梦想”等宣传教育活动，参

与编排、主讲的情景互动式党课《不朽

的长征精神》等被丹东市委组织部作为

精品党课在全市推广，他也先后被评为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和“全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一堂堂深入人心的党课，一场场

感人肺腑的报告，背后是李忠怡不辞

辛劳的付出。李忠怡家中挂着一块小

黑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他的授课

行程。“年纪大了有时会忘事，写下来

能时刻提醒自己。”李忠怡笑着说。在

他的工作室，除了墙上挂满的锦旗和

奖牌，柜子里摆满的奖状和证书，还有

一个玻璃柜里摆放着许多信件，都是

多年来他资助过的学生写给他的感谢

信，被他视若珍宝。信中，有孩子称他

为“ 爸 爸 ”，有 孩 子 称 他 为“ 李 老 师 ”。

一些受资助的孩子已经参加工作，时

常要给李忠怡寄礼物表示感谢，都被

他婉言谢绝。李忠怡说，孩子们能健

康快乐成长，走好未来的人生路，就是

给他最好的礼物。

老兵李忠怡 14 年义务讲党课

把党的声音传遍四方
■于成峰 乔振友 崔 鹏

秋 日 的 烟 台 ，下 起 淅 淅 沥 沥 的 小

雨。我们一行三人从山东烟台南站下

车，带着一面“潍县团”战旗前去看望老

前辈孙佑杰，心情既激动又忐忑。

激动，是因为“潍县团”是我们单位

的前身部队，能够辗转找到孙佑杰这位

“潍县团”战旗的最初设计制作者，实属

不易；忐忑，是得知孙佑杰今年已有 96

岁高龄，他的身体状况如何、关于战争

年代的记忆是否清晰，都是未知数。

直到敲开孙佑杰家的大门，握住他

那双有力的大手，我们才确信这会是一

次很有收获的拜访。面前的这位老人，

目光炯炯，口齿清晰，慈祥的笑容让人顿

生亲切之感。

“你是海博，你是刘欢，你应该是鸿

宇吧！”孙佑杰看了看我们军装上的姓

名牌，回头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张日历，

上面标注着“今日‘潍县团’李鸿宇、刘

欢、海博来访”。

“ 我 早 就 记 下 来 了 ，就 等 着 你 们

来！”孙佑杰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家门 。

此行我们主要是希望从孙佑杰老前辈

这里了解一些当年制作“潍县团”战旗

背后的故事。我们一拿出“潍县团”战

旗，孙佑杰立刻面露喜色。“我记得这面

旗子！当时华东局要给 79 团做奖旗，是

我带着 3 名女同志三天三夜没合眼，用

针线在绸子上绣出来的。”

1948 年 初 ，解 放 军 在 山 东 战 场 由

防御转为进攻。孙佑杰作为文工团美

术 组 组 长 兼 随 队 记 者 ，见 证 了 华 东 野

战军第 9 纵队 27 师 79 团攻克潍县县城

的过程。

“1945 年，我从老家山东文登入伍，

进入胶东抗大学习。”孙佑杰说，参军时

他 一 心 想 上 前 线 杀 敌 ，立 下 的 志 向 是

“抗日上战场，喜报传故乡。生要立大

功，死就当英雄”，没想到毕业时一纸调

令，让他成了抗大宣传队的一员。“领导

说战争是一盘棋，各有分工，宣传队的

工作是鼓舞教育官兵，同样非常重要，

我这才定下心来，决心发挥自己在文字

和美术方面的特长，积极投身文艺宣传

工作。”

1948 年 4 月，孙佑杰去主攻潍县县

城的 79 团采访。“当时部队正在传达学

习中共潍北县委给第 9 纵队官兵的一封

信。信中痛斥了国民党军占领潍县后

抓丁抢粮、残害百姓的种种罪状，官兵

们无不义愤填膺。文工团还给部队演

出了《血泪仇》等节目，官兵士气高涨，

纷纷表示一定要替受苦受难的潍县百

姓报仇。”

4 月 23 日下午，听说即将攻城，孙

佑 杰 和 另 一 名 战 友 选 择 了 一 个 便 于

观 察 的 掩 蔽 部 位 等 待 攻 城 展 开 。 大

约 下 午 5 时 ，总 攻 时 刻 到 了 。 在 200

多 门 大 炮 、小 炮 的 轮 番 轰 击 下 ，潍 县

北 城 门 上 矗 立 的 高 阁 被 掀 掉 了 一

半 。 天 黑 后 ，突 击部队通过壕沟对矮

墙 和 地 堡 群 实 施 爆 破 ，趁 着 硝 烟 弥 漫

之际发起登城战斗。枪炮声中 ，13 米

高 的 城 墙 顶 端 被 炸 开 巨 大 的 缺 口 ，乱

石碎砖堆成一个斜坡。79 团 8 连突击

队队员踏着斜坡登城。一班班长王玉

来 第 一 个 冲 上 城 墙 ，带 领 全 班 战 士 击

溃 敌 人 ，缴 获 1 门 六 零 炮 和 1 挺 重 机

枪 。 战 士 张 义 德 背 后 插 着 一 面 红 旗

也 上 了 城 墙 ，红 旗 上 写 着“ 把 胜 利 红

旗 插 上 潍 县 城 头 ”。 不 久 后 4 连 官 兵

带 着 另 一 面 红 旗 从 另 一 个 突 破 口 也

冲 上 去 ，两 面 写 有“ 把 胜 利 红 旗 插 上

潍 县 城 头 ”的 红 旗 ，高 高 飘 扬 在 城 头

相距不到百米的两个突破口上。

攻 上 城 墙 不 容 易 ，守 住 突 破 口 让

后 续 部 队 源 源 不 断 跟 上 更 是 难 上 加

难。潍县城墙高 13 米，底部厚近 9 米，

顶部宽 6 米，加之日伪和国民党军多年

“苦心经营 ”构建的坚固防御体系 ，当

时被称为“鲁中堡垒”。如果不能巩固

和 扩 大 城 墙 突 破 口 ，就 会 被 敌 人 重 新

封死，后续部队上不来，攻城就会前功

尽 弃 。 因 此 ，一 场 你 死 我 活 的 争 夺 战

在城墙上展开。午夜时分，5 连也登上

城墙。但敌人知我登城人少、阵地小，

弹 药 也 快 打 完 了 ，对 我 反 击 的 炮 火 更

加 凶 猛 。 危 急 时 刻 ，上 级 决 定 打 破 过

去 夜 间 攻 城 的 惯 例 ，令 后 续 部 队 不 惜

一切代价白天攻城。

孙佑杰告诉我们，他永远无法忘记

官兵们踏着鲜血前进的那一幕。

“攻城官兵一批接着一批，冒着敌人

的疯狂扫射和城墙两侧敌人的火力封锁，

拼命爬过被炸开的城墙豁口。登上城墙

后要入城作战，城墙离地面有十几米高，

梯子只有七八米长，5连官兵刚开始还是

攀着梯子下去，后来梯子炸没了，他们就

直接往下跳，好多战士因此负伤，醒过来

后爬着继续参加战斗……”讲到这里，孙

佑杰抚摸着桌上的战旗，沉默了好一会

儿。

潍县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

在 华 东 战 场 上 的 第 一 个 城 市 攻 坚 战 ，

是华东军民进入战略反攻后取得的一

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1948 年 5 月

8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野战军总

部 颁 布 嘉 奖 令 ，授 予 第 9 纵 队 27 师 79

团“潍县团”荣誉称号。因为第 9 纵队

要召开表彰大会，授予 79 团“潍县团”

战旗 ，孙佑杰紧急受命 ，设计出“潍县

团 ”战 旗 ，带 领 3 名 女 同 志 一 连 3 个 昼

夜 没 有 休 息 ，用 针 线 在 红 绸 子 上 缝

制。孙佑杰特意在战旗上设计了一个

高大的城墙剪影，寓意 79 团在潍县战

役中首先攻破潍县城墙，为全歼守敌、

夺 取 胜 利 立 了 首 功 。 后 来 ，孙 佑 杰 还

用“土电影”宣扬了那场战役中的英模

事迹。

“ 土 电 影 ”是 孙 佑 杰 自 己 发 明 的 。

战争时期，部队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如

何让战友们的精神生活多一点色彩，孙

佑杰一天到晚都在琢磨。受当地皮影

戏 的 启 发 ，他 萌 生 了 制 造 幻 灯 片 的 想

法。但当时封锁严买不到幻灯机，也难

以找到相关材料。孙佑杰想，“土电影”

就要在“土”字上做文章。一天晚上，他

找来一个放大镜固定在硬纸壳上，再用

煤油灯光照射，墙上映出了类似幻灯片

的画面。在胶东抗大修械所工程师的

帮助下，他们用铁板做原材料，以汽灯

为光源，经过反复试验自制了一台幻灯

机。孙佑杰紧接着还研究出同时放映

一静一动两幅幻灯片的方法，可以表现

飞 机 在 天 上 飞 、汽 车 在 公 路 上 跑 的 画

面。这种土办法让胶东抗日根据地的

军民看上了“电影”，孙佑杰一时成了名

人。虽然没当上杀敌英雄，但凭借发明

创造，他被评为胶东抗大模范工作者。

后来，孙佑杰作为志愿军 27 军《胜

利报》的战地记者参加抗美援朝，在炮

火连天的阵地上写出许多生动感人的

新闻作品，还利用自己的美术特长，创

作了不少反映志愿军官兵英勇作战的

版画作品。

1979 年，孙佑杰转业到山东烟台一

家报社工作，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新闻

报道工作。离休后他笔耕不辍，撰写了

多本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著作，出版了

《胶东老兵战地情》《红色基因代代传》

等作品，以一腔赤诚表达爱国热忱。

“我是战争的幸存者，每次想到战

友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悲壮场面，就

想着一定要把他们的英勇事迹写下来，

让更多的人知晓 。”孙佑杰捧起“潍县

团”战旗郑重地交给我们，“我虽然离开

了部队，但还是一名老兵，一直关心国

防 和 军 队 建 设 。 希 望 你 们 作 为‘ 潍 县

团’的传人，传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继续高擎起‘潍县

团’战旗。”

96岁老战士孙佑杰讲述“潍县团”战旗诞生背后的故事—

血染战旗红 丹心注笔锋
■李鸿宇 刘 欢

上图：孙佑杰深情抚摸“潍县团”战旗。 刘 欢摄

右上图：1948年 4月 24日凌晨，华东野战军第 9纵队 27师 79团 8连突击队

官兵把红旗插上潍县城墙。 资料照片

右图：“潍县团”战旗全貌。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