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段时间，99 岁老红军王扶

之隐约感到，女儿女婿们在背着自己

“搞小动作”。

一次次拨开战场迷雾，这位久经沙

场的老红军，步入暮年依然耳聪目明。

不过，从枪林弹雨中一路走来，王扶之

很少将喜怒形于色。他只是淡淡地说：

“由他们折腾吧。”

原来，按照家乡习俗，今年农历九

月，全家人计划为王扶之庆贺百岁寿

辰。大女婿张晓胜花了近 1 个月时间，

为王扶之创作了一首《百岁辞》。家人

早已将全诗分享传阅，唯独王扶之还蒙

在鼓里，“我们打算寿宴上拿出来，给老

爷子一个惊喜。”

这是首长诗，共 120 句，600 字。然

而，与王扶之的革命人生相比，这首诗又

显得很短。从“崖畔苦伶仃”的陕北放羊

娃，到“昂然佩金星”的开国少将，历经百

年沧桑，王扶之一如当年那个“子洲红小

鬼”，在信仰的征途中，初心如磐唱大风。

一颗初心

“从此随镰斧，一
生南北征”

王扶之原来不叫“王扶之”，叫“王

福治”，小名“拴牢”。

1923 年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今

子洲县）的他幼年丧母，刚学会走路就

被爷爷领着吃“百家饭”，稍大一点跟随

父亲离开家乡，给人放羊为生。

闲暇时，王扶之喜欢挤在“穷汉”中

间听他们闲谈，听得最多的是“老刘”的

故事。“老刘”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

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穷汉”们告诉王

扶之，“老刘”带领的红军队伍专门劫富

济贫，给穷人分田地。

1935 年 7 月的一天，“老刘”的队伍

真的来到王扶之所在的村庄。进村后，

他们没有像别的队伍那样抓鸡、抢牛，

而 是 给 家 家 户 户 扫 院 子 、挑 水 、干 农

活。“用老百姓的东西是借，而且真还！”

王扶之看到，队伍里有一群跟自己

年龄相仿的娃娃兵。他们肩扛红缨枪，

小脸憋得通红齐声歌唱——

“红军共产党天心顺，全中国的老

百姓都随红军。一杆犁耙一杆枪，咱们

的红军势力壮……”

被这支队伍深深吸引，王扶之产生

了参军的念头。他向一位“官长”模样

的红军提出请求，如愿加入红 26 军 42

师少共青年营。时隔 80 多年，王扶之

至今记得那位红军特意纠正他说：“我

们不叫‘官长’，叫同志。”

登记花名册时，一位姓张的文书听

到“王福治”的读音，不由念起“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大厦倾危，国人扶之”的

句子。他对王扶之说：“我看你不如叫

王扶之吧！”

从此，王福治有了新的名字——王

扶之。

“不再放羊，不再受穷，不再挨饿，不

再讨饭，不再受欺。”在辽宁省军区大连

退休干部休养所整理的老干部红色历史

档案中，王扶之的入伍动机简单质朴。

他回忆，那时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什么

叫“革命”。真正使他树立“永远跟党走”

信念的，是一次差点当“逃兵”的经历。

1937 年 8 月，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

军第八路军。头顶的“红五星”要换成

“青天白日”，王扶之怎么也想不通。他

和几名战友商量：“回家去，找别的革命

队伍。”

谁知这事让组织科长知道了。他

把几名战士叫到面前严肃批评：“现在

国难当头，我们党是团结全民族力量一

致对外，当抗日救国的先锋军！改编又

不改心，红旗还在我们心里！”

“我那时刚刚成为一名候补党员，

他在关键时刻给我指明方向。”步入晚

年，王扶之仍难以忘怀那堂“特殊的党

课”。从那以后，他紧紧跟随那面红旗，

志向终生不改。

一员虎将

“戎伍七裹创，百
战勇弥增”

王扶之有两个“生日”。

四女儿王小秋说，除农历九月为父

亲庆祝生日外，每年 8 月 2 日，全家也会

聚在一起，庆祝王扶之的“重生日”——

1952 年 8 月 2 日，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经历生死考验。

当 天 9 时 25 分 ，志 愿 军 39 军 115

师师部所在的防空洞内，时任代理师

长的王扶之正在组织作战经验总结。

突然，一颗炸弹落在洞顶，防空洞瞬间

坍塌。王扶之等 7 人被埋在约 20 米厚

的土层下。

地面上，官兵们立刻组织救援，洞

口边挖边塌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生

的希望渺茫——花名册“王扶之”的名

字后面，已用铅笔标注“牺牲”。

两只苍蝇从土石缝隙中飞出，让众

人重燃希望。“洞里有空气，他们可能还

活着！”营救官兵大喜过望。直到 38 小

时后，他们终于打开生命通道。“先救受

伤较重的同志。”在王扶之的坚持下，他

最后一个被抬出来。

“命大”，王扶之淡淡地总结这次经

历。从扛着红缨枪的小战士，到运筹帷

幄的指挥员，他身上那股不惧生死、冲

锋在前的劲儿，没有丝毫改变。

1949 年 1 月，时任 39 军 115 师 343

团团长的王扶之主动请缨，带全团受

领解放天津城的主攻任务。在敌人的

凶猛火力下，突上城墙的尖刀排战士

一个个牺牲，插上城头的红旗一次次

倒下。

见此情景，王扶之急了！顾不上横

飞的子弹，他一跃而起向城墙突破口冲

去。一发子弹袭来，将他的左腿打了个

对穿。

“我心里清楚，此时不能下火线。

只要我这个团长还在，就是对全团官兵

的鼓舞。”斜靠在护城河边的城墙根下，

王扶之带伤指挥官兵作战。那面鲜艳

的红旗，终于高高飘扬在天津城头。

“指挥员靠前，是打胜仗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这是王扶之百战沙场、无数

次冲锋、七负战伤后，总结出的宝贵经

验。

一片真情

“耄耋何所忆，袍
泽竟夜萦”

王扶之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笔

墨、砚台。上午下午、饭前饭后，他常常

坐在书桌前，写上几行毛笔字。笔下，

不是诗词名句，而是一个个名字，他当

年的首长、战友的名字。

“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担任什

么职务，在哪个战场上牺牲……这些我

不知道写了多少。”王扶之说。

每天写书法修身养性，讲起话来慢

条斯理、言简意赅，就连当年指挥打仗

时也很少对官兵发脾气……正如许多

人对他的印象：“虎将”王扶之，也是一

位满怀袍泽之情的“儒将”。

战场上，战况对我极为不利时，部

下问怎么办，王扶之总是平平静静一句

话：“还是要守，还要守好！”

张晓胜曾问岳父：“战场形势紧张，

战局瞬息万变，您就没有着急生气想骂人

的时候？”老人操着陕北乡音答：“我骂个

甚耶？”

也许，只有一次例外。

1951 年 2 月，时任志愿军 343 团团

长的王扶之奉命带领全团坚守马山阵

地。在敌人猛烈炮火攻击下，2 营伤亡

惨重。营长给王扶之打电话时带着哭

腔：“团长，下命令撤吧，再不撤，我们 2

营就打光了……”

话音未落，只听王扶之在电话里骂

道：“要是把马山丢了，非杀你的头！”

非常之时非常之言。最终，官兵们

打 退 敌 人 16 次 进 攻 ，阵 地 寸 土 未 失 。

多年后，王扶之回忆这场战斗时说：“大

白天敌机在空中扫射，这个时候往下

撤，不是白白送死吗？”

“父亲平时话很少，可每次有老战

友来访，他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王小

秋告诉记者，前些年王扶之身体好些

时，每周四下午都与两位老战友在家中

小聚，风雨无阻。聊至兴头，房间中常

常传出他们爽朗的笑声。

王扶之书桌的一角，有一尊小小

的雕塑——深色底座上，两只手紧紧

握在一起。这是王扶之 90 岁生日时，

老战友们赠送给他的纪念品。

一幅字写完，王扶之目光定格在这

尊雕塑上。从指缝间追忆流逝的时光，

他仿佛又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

老红军王扶之—

《百 岁 辞》里 唱 大 风
■本报记者 佟欣雨 通讯员 王化冰 侯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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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山东省军区淄博第二离职干

部休养所老干部姜开伍家中，映入眼帘

的是一抹抹亮丽的红：老式军装笔挺地

挂在客厅衣架上，数十年过去，军帽上

的红五星依然鲜亮；一排红领巾整齐地

码放在衣架旁边的玻璃柜中，与“红五

星”交相辉映。

茶几上，富有年代感的白茶杯整整

齐齐地摆在一起；果盘中，新鲜水果和

零食刚端上桌。家里人都清楚，又有一

群小客人即将到来。

“父亲讲了 30 多年革命故事，家里

隔三差五就有孩子过来。他常年让我

们备着零食，希望孩子们来听故事时，

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姜开伍的儿子姜

民说。

今年 95 岁的姜开伍须发皆白，讲

起故事声音洪亮。面对几名来听故事

的小学生，他以自己“标志性”的语言开

场：“和你们这些出生在和平年代的娃

娃不一样，我这一生，总结起来就是旧

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

争负过伤，抗美援朝打过了鸭绿江。”

“父亲很会讲故事，肢体动作特别丰

富，语言也十分生动。”姜民说，为了让孩

子们听得进去、记在心上，父亲把战斗经

历和革命故事编成顺口溜，“几个常来的

孩子还能把顺口溜背诵下来”。

右手轻轻扬起，有力地打着节拍，

姜开伍教孩子们唱起《八路军军歌》。

歌声落下，他回忆起自己的参军经历。

“我入伍的时候想法特别简单，觉得在

自己的国家吃不饱、穿不暖很没有尊

严，就想拿起武器反抗，把侵略者赶出

去。毛主席有一句诗说‘战地黄花分外

香’，行军途中，我看到田野里的花花草

草奋力生长，都觉得像是在给我们加油

鼓劲儿，打仗的劲头更足了……”

“电影《长津湖》里有吃冻土豆的情

节，当年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讲起抗

美援朝，姜开伍边比划边说，“吃的时候

都是焐一会儿，吃一口，焐一会儿，再吃

一口，渴了就含口雪，一点点融化了咽

下去……埋伏在雪窝里，我还跟战友学

说外国话，3 个小时学会 2 句，翻译过来

是‘缴枪投降、优待俘虏’。”

姜开伍越讲越兴奋，孩子们越听越

有兴趣，客厅里传来阵阵掌声。

“面对孩子，他永远充满激情。”休

养所政委孙继学告诉笔者，“老首长总

是尽心尽力准备好每一堂课，吃饭时突

然想到一个故事，撂下筷子就去找照

片、查材料；有时候讲课和住院检查有

冲突，他就对医生说，‘一想到要和孩子

们在一起，病就好了一大半儿’。”

“故 事 还 要 讲 多 久？”孩 子 们 离 开

后，笔者不禁问道。

“只要我能讲，站着、坐着、躺着我

都要讲下去。”姜开伍的眼睛充满神采，

话语依然生动有力——

“我从不担心自己变老。前半生我

和战友浴血奋战，一起找到了光亮，看

到新中国的诞生。如今我虽然不能扛

枪上马，但还可以把革命故事讲给这些

可爱的孩子。”

老兵，一生都是“追光人”。

抗战老兵姜开伍义务开展红色宣讲 30 余年——

永远前行在“追光”路上
■尚晓珺

“我当时心窝一热，眼泪就止不住

了。”半个月过去，回想起二等功臣俞耀南

将立功奖金赠给自己的情景，浙江省绍兴

市新昌县七星街道杨梅山村伤残老兵陈

焕波依然难掩激动。

前不久，武警浙江总队某部参谋俞

耀南荣立二等功。新昌县人武部、新昌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七星街道办事处工

作人员一同将立功喜报和奖励金送到俞

耀南家中。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自己，也属于

家乡的父老乡亲。”面对前来祝贺的干部

群众，俞耀南心中涌起一个念头：将奖励

金赠给家乡的老兵。

在新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协调下，

俞耀南将奖励金分成 4份，分别赠给 92岁

的抗美援朝老兵俞发喜、曾参加边境作战

的老兵陈焕波，以及其他两位因病致困的

老兵。因当天就要归队，俞耀南决定先去

看望居住在同一街道的老兵陈焕波，其他

几份奖励金托工作人员转交。

一位从战火硝烟中走来，一位在热血

军营荣立新功，陈焕波与俞耀南一见面，

就有说不完的话。“我们那时候苦啊，为了

保障部队前进，大家冒着枪林弹雨架桥、

铺路，夜晚就睡在猫耳洞里……”回忆战

斗时光，陈焕波眼中闪着泪光。当听俞耀

南讲到如今部队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后

勤保障越来越好时，陈焕波欣慰不已，连

声称赞“真好”。

轻轻为陈焕波拭去泪水，俞耀南与

5 岁的儿子俞晟棋一起，将奖励金送到

陈焕波手中。俞晟棋认真地说：“陈爷爷

和爸爸都是英雄，将来我也要当兵，做个

大英雄！”

“没有前辈的前仆后继、浴血疆场，

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的精神将激

励我不懈奋斗，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归队途中，俞耀南久久不能平静。

左图：俞耀南与儿子一起，将奖励金

送到老兵陈焕波手中。 高 娃摄

立功奖金赠英雄
■黄 畅 张 彬

“我和战友们在废墟上挖了 10个小

时，终于救出一个女孩。可刚救出来 10

分钟，人就没了……”四川省成都市天府

新区太平小学一堂国防教育课上，天府

新区中小学国防教育辅导员、退役军人

田华分享的抗震救灾经历，让许多学生

红了眼眶。

“不到 1小时的课堂，能够让学生增

加对国防和军队的认识，感受到生命的

可贵，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田

华说。

1994 年入伍的田华，拥有 23 年军

旅经历，曾随部队赴汶川、雅安等地执

行抗震救灾任务。他因此对生命有更

深的理解、更多的敬畏，希望“多做些对

社会有意义的事”。

2017 年，田华自主择业后来到天

府新区社区发展治理和社会事业局，从

事退役军人思想教育和就业创业培训

工作。他创新实施退役军人“雄鹰计

划”，规划设计“回归、蜕羽、重塑、奋飞”

4 个培训环节，同步推进退役军人思想

教育与职业技能提升，“帮助老兵像雄

鹰一样，在新战场上换羽高飞、回馈社

会”。

2021 年，天府新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开展“退役军人服务学校国防教育”

试点工作，邀请培训经验丰富的田华加

入项目组，为当地中小学培养国防教育

辅导员。“我当时立刻意识到这是件好

事，既能帮助部分老兵解决就业问题，

又能在学生心中种下关心国防、热爱国

防的种子。”田华说。

联系意向小学，选拔宣讲人员，准

备授课内容……2021年 10月，田华带领

几名老兵走进天府新区第一小学，开始

他们的第一堂校园国防教育课。可站

在讲台上，面对一张张稚嫩的脸庞，老

兵们一时感到“无从讲起”。

“你们知道什么是国防吗？”情急之

下，田华抛出问题。

“是飞机、大炮！”“是打仗！”小学生

们七嘴八舌抢着回答，教室里一时“炸

了锅”。

田华强作镇定，硬着头皮向学生宣

讲事先准备的授课内容。这堂校园国

防教育课，效果差强人意。

如何让课程更符合小学生认知特

点 ？ 课 后 ，田 华 虚 心 向 学 校 老 师 请

教。他细心揣摩学生喜欢听什么、老

师如何把控节奏，在反复试讲中弥补

了不足。

什么是国防？田华后来这样给孩

子们解释：“你们家买了个房子，是不是

要装防盗门，要配防盗锁？国防就是国

家的‘防护措施’，能够帮助我们守护家

园、抵御侵略……”

授课经验不断积累，教学方法日臻

成熟，田华和团队成员的校园国防教育

课得到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一位

家长告诉记者，学校开设国防教育课

后，“孩子变化特别大，经常充满信心地

展示军事训练动作，学习也更加刻苦”。

“项目影响面越来越大，我们的师

资力量也越来越强。”田华告诉记者，前

不久，曾获世界警察射击大赛冠军、第

七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等荣誉

的退役军人王翩翩也加入国防教育辅

导员队伍。

“退役军人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力

量，退役不褪色，我们有义务为孩子们

做点事，为退役军人这个群体争光。”王

翩翩说。

讲党史军史故事，组织“少年国旗

班”培训，开展军事体育训练……如今，

田华带领退役军人国防教育辅导员活

跃在天府新区的 20 余所校园里。“我们

还将吸纳更多优秀退役军人，发挥‘兵

教师’力量，为国防长城添砖加瓦。”谈

起未来，田华语气坚定。

上图：田华在四川省成都市华阳中

学附属小学开展国防教育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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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1983 年，王扶之

在西藏阿里地区留影。

图②：1951 年，王扶之

在抗美援朝战场留影。

图③：王扶之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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