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要过年了。我欣喜地盼着新春

到来。因为，我这个老红军的女儿，又

可以跟那些拜访过的老红军们再说一

次“过年好”。

记得在那些繁星点点的夜晚，父亲

邓志云曾对我说，他看到天上一闪一闪

的星星，就想起长征路上的那些战友。

父亲动情的讲述，对我有一种深邃的吸

引力，促使我后来去追寻父辈的红色征

程，探望他那些“星星”般的战友。长大

后，我成为一名历史老师。2004年暑假，

我背上行囊，从上海出发走上长征路。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从迈开双脚的那

一刻起，追寻会成为我接下来的人生常

态。我与朋友行程10.2万公里，14次重

走各条长征路，祭扫无数座红军烈士墓，

在茫茫人海中寻访健在的老红军。

直到看到他们，我才明白，辗转万

里，一直指引着我的究竟是什么。

张力雄，参加

红军时 19岁。湘

江战役中，红34师

将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5000

多名闽西子弟壮烈牺牲。其中

不少闽西子弟是由时任红 34

师100团政委张力雄组织训练

的。听闻他们牺牲的消息后，张力雄痛哭

不已。高台血战中，张力雄任红五军 45

团政委，战斗中他的左腿被弹片击中，在

老乡掩护下出城才找到部队。“可惜呀，那

些战友牺牲得太惨烈，我非常怀念他们。”

我送给他一条从四川阿坝松潘县原草原

乡带回的哈达，他利索地把哈达往脖子上

一围，和我们拍照留念。

肖延，参加红军时 12岁。他说：“我

们参加红军，跟对了队伍，跟对了党，就

是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这是在脑子里

扎下根的。”他摩挲着胸前的党员徽章，

用自豪的口吻说：“一个军队有自己的

信仰，这支军队才有力量一往无前。”

张文，参加红军时14岁。我送她一

顶红军帽，她说：“我刚参加红军时的任

务就是缝制军帽和军服。我所在的红四

方面军第四军供给部被服厂有 6 个班

100多名女战士，长征中走到八里铺时，

只剩下了两个班……翻越雪山时，我两

眼昏花、四肢无力，实在走不动了，是战

友们用胳膊架着我一步一步往上爬。”

向轩，参加红军时7岁。我问他：“您

当时年纪那么小，是怎么跟着队伍走过

万水千山的？”他坚定地说：

“我 9 岁参加长征，是通信班

副班长，红小鬼轮流站岗时，

我主动要求多站一会儿。我

有一个信念，再苦再难也要走

下去，就是靠这个信念支撑，

才一路走到陕北。”

一 个 个 鲜 为 人 知 的 故

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一

个个细腻动人的细节，如同一

颗颗闪闪发光的珍珠，让那段

艰苦卓绝的历史愈发耀眼。

长征，已经穿透了岁月，成为

他们人生的烙印与注解。

我多想留住他们，留下他们的音容

笑貌，珍藏那段红色的记忆。我请他们

在一面红旗上签名。他们颤颤巍巍、一

笔一画签上自己的名字，用手指一个个

滑过红旗上的其他签名，难掩激动地

说：“这位，这位，还有那位……都是我

长征路上的战友啊！没想到，阔别 80

多年，我们从天南海北，以这样的方式

集结归队！”

在这面红旗上亲笔签名、“集结归

队”的老红军有 302 位，其中女红军 46

位，开国将军 28位。

这些老红军的身上几乎都留有战

争年代留下的伤疤，那是英勇作战、九

死一生的“纪念”。他们胸前的勋章、奖

章熠熠生辉，那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立

下不朽功勋的见证。他们信仰坚定、矢

志不渝，离休后仍发光发热，热心公益，

关心下一代，一生一世都在“长征”。

分别时，我们彼此依依不舍。他们

总要把我送到门口、楼下或者院子外，

叮嘱我“要来信呀”。我走远了回头望，

那些穿着红军服、挥手送别的身影还站

立在那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他

们，但我知道那些身影已经走进了我的

心里。

我一直在思索，我们应该怎样传递

薪火？我带领学生走近老红军，与他们

书信、电话往来 18年，有些来往信件收

录到出版的老红军回忆录

中，有位老红军给学生的

回信长达 14 页。我和学

生曾分别与 7 位老红军一起过元旦。

学生抚摸他们身上的伤痕，含泪说道：

“长征，是一种可以触摸的精神力量。”

我把老红军的故事纳入学校《走进

长征》历史选修课，融入为各地各界所

做的 300多场讲座中。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头戴红星的

父辈，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有时我在

报刊和电视上看到关于他们的报道，欣

喜有更多的人了解老红军的故事。惊闻

他们中的某位逝世，我的内心悲恸不已。

老红军也惦记着我和学生。有位

老红军，每年秋天自家种的桔子成熟

时，会让子女把带着绿叶的桔子送到学

校的教室。有位老红军听说我生病了，

不顾暑热拄着拐杖来家中看我。那一

年，我们重走长征路，女红军苏力打来

电话，问我们到了哪里。我告诉她走到

了四川阿坝刷经寺。她嘱咐我代她祭

扫当地的红军烈士墓。今年新年前夕，

我与百岁红军王全英视频通话。这位

女兵，过雪山时曾冻掉一根脚趾。她乐

呵呵地说收到了我和学生写给她的信，

要寄给我她亲自缝制的布坐垫。收到

坐垫后我数了数，坐垫上一针一线缝了

18 圈 766 个莲花瓣……我把这个凝结

着老红军深情厚谊的手工艺品转送给

一所学校，学生们给王全英寄去了临摹

的她的画像。

今年是长征胜利 86 周年。我拜访

过的老红军中，有 30 多位依然健在：参

加过宁都起义的赵世新 108岁了，能一

口气说出翻越过的 10多座雪山名字的

曹守成 107 岁了，长征途中抬担架、运

送伤病员的赵桂英 106岁了，父子三人

参加红军、只有他活下来的马志选 104

岁了，双腿肿胀、拄着木棍走出草地的

开国将军杨永松 103岁了，从“小毛头”

成长为共和国将军的万海峰 102岁了，

一生最喜欢穿绿军装的贾少山 102 岁

了，7 岁随哥哥参加红军、9岁走上长征

路的万曼琳 96岁了……

2020年，我得知当时 102岁的老红

军胡正先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川陕革命

根据地，也赶了过去。胡正先告诉我长

征时期红军军旗的式样，告诉我用粳米

稻草和糯米稻草编织出草鞋穿在脚上

行军的区别。军旗，一种精神的象征；

草鞋，一个历史的符号。这是我第三次

听他讲革命传统，从天亮听到天黑，又

一次收获满满，难舍难分。

走在街上，晚风轻拂我的面颊。抬

起头来，星光闪烁。

新春佳节，想念他们，情不自禁。

18年来，老红军的女儿邓玉平与朋友行程 10.2万公里，14次重走长征路，寻访 300余

位老红军。如今30多位老红军依然健在，春节前夕邓玉平为本版撰文—

新春到，对您说声“过年好”
■邓玉平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忙碌了

一年，在外打拼的人们都想回家团聚。

腊八节这天，我和妻子刚喝完腊八粥，就

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问我今年能不能

回家，她想全家人一起过个团圆年。母

亲期盼的口吻让我有些心酸，眼泪瞬间

掉下来。

自从我们姐弟三人相继参军，我们

这个大家庭已经好多年没在一起过年了。

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党员。父亲 17

岁参军到新疆，从一名卫生员成长为军

医，对党和部队充满感情。母亲是一名

老师，随军后转为部队职工，跟随父亲

在军营生活了 40 余载。我们姐弟三人

都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听着军号起床、

吃饭、上学。

1991 年，我上初一，姐姐应征入伍，

全家非常高兴。母亲说：“这是咱家的

大事，晚上加两个肉菜。”父亲把姐姐的

绿军装领回来后用熨斗熨平，又仔细地

把领花、肩章、帽徽装好。晚上，母亲做

了 8 个菜。姐姐坐在父亲和母亲中间，

崭新的绿军装让姐姐清秀的面容有了

一股英气。那时我还不太懂，只是隐约

感觉姐姐要出远门了，心里有点难过。

送姐姐去部队那天，我和哥哥哭了，父

亲 却 欣 慰 地 笑 了 。 母 亲 叹 了 一 口 气 ，

说：“今年过年要少一个人了。”

3年后，我上高一，姐姐考上军校，哥

哥应征入伍。接到哥哥入伍通知书后，

父亲帮哥哥领回绿军装，细心整理。晚

上，我们来到饭店，哥哥坐在父亲和母亲

中间，父亲不停地给哥哥夹菜。想到再

没人跟我争鸡腿吃，再没人带我去河里

摸鱼，我心里忽然很难过。送哥哥去部

队的那天，我又哭了。父亲高兴地拍拍

哥哥的肩膀，挥手告别。母亲长叹一口

气：“今年过年又要少一个人了。”

又过了 3 年，姐姐已是少尉军官，哥

哥考上军校，我应征入伍。父亲照旧帮

我领回军装。我想帮忙整理，父亲不让，

我只好坐在一旁静静看着。我忽然觉得

父 亲 不 是 在 整 理 衣 服 ，而 是 在 整 理 荣

誉，一个军人家庭的荣誉。我入伍那天，

父母送我到车站。这次我没哭，他俩却

流泪了。后来，我常听母亲说，自从我走

后，家里空荡荡的，父亲很不适应，常在

家里转悠，几个房间轮流看一遍，再翻一

翻老照片。母亲还说，后来得知我考上

军校，父亲非常高兴，那几天走路都哼着

小曲儿。

2003 年，我从军校毕业，分配到新

疆 阿 勒 泰 军 分 区 工 作 ，姐 姐 在 原 广 州

军 区 某 部 当 干 事 ，哥 哥 在 原 兰 州 军 区

某 部 当 副 连 长 。 每 年 春 节 ，我 们 仨 不

是 这 个 值 班 就 是 那 个 有 任 务 ，很 难 聚

在 一 起 。 还 记 得 那 年 姐 姐 结 婚 ，父 母

把 日 子 定 在 农 历 腊 月 二 十 二 ，我 早 早

请假回家帮父母筹划。哥哥原本也请

了假，但路上临时接到任务，又返了回

去 。 办 完 姐 姐 的 婚 礼 ，我 因 为 单 位 工

作 繁 忙 赶 回 部 队 ，只 有 姐 姐 和 姐 夫 陪

父 母 过 年 。 哥 哥 结 婚 是 在 兰 州 ，也 是

农历腊月二十二。那年驻地因大雪封

山，我赶不回去，父母想让全家人团聚

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我结婚时，父母又把日子选在农历

腊月二十二。他们说：“这日子吉利！”

其 实 我 知 道 ，是 因 为 这 个 日 子 离 过 年

近。那年春节，哥哥赶上战备值班。大

年初九，我返回部队，父亲、母亲、姐姐、

姐夫送我和妻子到车站，正巧遇见匆匆

赶回的哥哥和嫂子。一家人在车站相

聚了半个小时。父亲眼角闪着泪花，嘴

唇微微颤抖地对母亲说：“孩子不光是

我们的孩子，还是国家的人，是部队的

人，听组织的安排吧！”说完转身向我摆

摆手，示意我上车。上车后，妻子告诉

我：“我看见妈哭了……”

闲暇时，父亲常常自豪地问母亲：

“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全都送到部队？”

母亲回答：“你。”

父亲又问：“谁能把孩子全部培养

成军官？”

母亲回答：“你。”

父亲接着问：“谁的孩子在祖国的

大江南北？”

母亲回答：“还是你。”

……

这 是 父 亲 的 幸 福 ，一 个 老 兵 的 幸

福。

后来，因为部队改革调整，我们姐

弟三人先后离开部队，在不同的城市继

续奋斗。当年，我们一家是 5 口人，如今

已是有 13 口人的大家庭，聚在一起更是

不易。今年春节，为了让父母享受到子

孙满堂的天伦之乐，我们姐弟三人商定

好都回家过年，谁也不食言。

回家过年
■彭 超

农历腊月十八，大寒，吉林长春的室

外温度已降至零下 21 摄氏度。

“韩老，快过年了，我们来看您！”虽已

转业多年，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优抚处

处长王荣见到抗美援朝老兵韩井全时，仍

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90岁的韩井

全，缓缓抬起右手回礼。

吉林是东北抗日联军主战场、解放

战争战略要地和抗美援朝大后方，目前

健 在 的 在 乡 老 复 员 军 人 共 1700 余 名 。

近年来，全省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广

泛开展“情系最可爱的人”系列主题活

动，用心用情帮助老兵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广泛宣传老兵事迹，在全社会营造尊

重老兵、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吉林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吉林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吉林省关爱退役军人和军属烈属基金

会，共同组织开展对全省 1700 余名在乡

老复员军人走访慰问活动。全省各地纷

纷行动，陆续上门入户为老兵们送去问

候和关爱。

家住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区的韩井

全，1950 年入伍，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荣立三等功，1954 年退役返乡。他的女

儿韩金霞说：“去年父亲患了脑梗，行动

有些迟缓。这个军礼，是他这段时间以

来手臂抬得最高的一次。”

临别时，王荣拿出一位书法家特意

为老兵们手写的春联，一字一句地念给

老人听：“上联是归田不失疆场志，下联

是解甲犹怀战士情，横批军魂永铸。这

副春联送给您，您为祖国立下战功，祖国

和人民不会忘记……”韩井全听着听着，

眼眶渐渐湿润。他喃喃自语道：“祖国和

人民没有忘记我们……”

从韩井全家出来，慰问小组来到家

住长春市绿园区的抗美援朝老兵谭胜奎

家中。谭胜奎家中十分热闹，除了他的

子女，还有不少人在厨房一同包饺子。

谭胜奎的儿子谭全说：“他们是社区的同

志，隔三岔五就来家里看望父亲。”

客厅里，谭胜奎正仔细端详一份特

殊的礼物——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专

门为老兵们定制的荣誉激励牌。八一军

旗式样的激励牌由实木雕刻而成，正面

刻着“自觉弘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在人生不同阶段、不同岗位上继

续出色工作，活出精彩人生”，背面刻着

“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在经济社会

发展和国防军队建设中再立新功”。

谭胜奎抚摸着荣誉激励牌，动情地

说：“这个牌子好啊！我们老兵要多为国

家作贡献，不能给国家添负担。”

1 月 21 日，敦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局长于海波来到敦化市光荣院，慰问在

这里安享晚年的抗战老兵孙庭江。孙庭

江是目前吉林省健在的最年长的老兵。

他从军 8 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如今 108 岁的他，依

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你咋又来了？元旦不是刚来过吗？

我挺好的，不用惦记！”见到于海波，看似

“嗔怪”的孙庭江还是很开心。由于年岁

渐高、行动不便，敦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为孙庭江配备了助听器，还为他安排护工

照顾日常起居。孙庭江感慨地说：“现在

日子越来越好了，我要替战友们好好活

着，看着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这一天，驻地武警某部的官兵也来

看望孙庭江。带队干部说：“他们大多是

去年 9 月入伍的新兵，特意带他们来听

孙老讲讲革命传统。以前孙老腿脚灵便

时，常来我们部队讲课。”

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黎海滨

表示，这次春节前走访慰问，他们先向老

兵征求意见，尽量按照老兵提报的需求

准备慰问品。吉林省关爱退役军人和军

属烈属基金会成员、企业家梁贤实说：

“能为革命功臣作点贡献，是我们企业的

光荣。”

题图上：慰问小组给老兵韩井全赠

送春联。

题图下：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工

作人员向老兵谭胜奎展示送给他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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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一线传真

1 月 24日，江苏省淮安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举行迎新春活动，通过赠送

慰问品、举行座谈会等方式，为老干部们送上新年祝福。

赵启瑞摄

本版制图：扈 硕图为作者拜访过的 20位参加过长征的健在老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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