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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1日，元旦。一大早，湖

北省军区武汉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工作

人员送来一大束鲜花，为老红军陈继周庆

祝生日。花束中，有几枝灿烂的月季花。

月季花是陈继周最钟爱的花。他

的家中有一座月季常开的小花园，离休

后的大部分时光，他是在这里度过的。

小儿子陈芝民说，父亲每天会戴着草

帽，搬上小板凳，拿着锄头、剪刀等工

具，到小花园“上班”。他精心种植了十

几个品种的月季花，花儿开得繁盛、热

闹，小花园四时常“春”。

此花无日不春风。马路边、公园

里，随处可见月季的身影。为什么老人

独爱月季花？担任陈继周司机多年、常

陪老人种花的退伍老兵肖晗这样解释：

“月季花好养，虽然喜阳爱暖，却不嫌土

壤贫瘠，不怕气候变化，插条就能活。”

老红军陈继周的人生，正如四季盛

开的月季花，朴实平易，坚毅从容。

向阳而生

“战场上的军医，要
竭尽所能为党为部队保
证战斗力”

2015 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之际，陈继周向干休所捐赠了一件特殊

的物品。那是一个已经褪色的咖啡色

外科手术包，里面有手术刀、止血钳、镊

子、剪刀等手术器械。

穿越枪林弹雨，陈继周将这个手术

包珍藏在身边数十年。它所承载的，是

老人一生中最引以为豪的经历——在

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救死扶伤。

1921年出生于四川南江的陈继周，

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去世后，与母亲相依

为命。12岁那年，母亲拉着他找到红军

队伍，希望寻条出路。母亲在后勤部门

缝补浆洗，陈继周来到战地医院当司药

员，负责跑腿、挑药品担子。有饭吃、有

衣穿，这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如冬

日阳光一般，温暖着母子俩的心。

长征开始，裹着小脚的母亲难以同

行。分别之际，她反复叮嘱陈继周：“万

事小心，照顾好自己，听党的话。”

长征中，陈继周跟着队伍三过草

地。眼见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负伤、生病，

由轻伤、轻症转为重伤、重症，他急得整

夜睡不着觉，想方设法抓住一切机会学

习医护知识，帮助受伤战友减轻痛苦。

1938年，勤奋好学的陈继周被推荐

去八路军 129 师卫生部医疗训练队学

习。“说是去学习，实际上是参加战场救

护。”只上过 2年小学的陈继周珍惜来之

不易的机会，暗暗和队里几名中学学历

的战友“较上了劲”。白天，他跟在医生

身后，认真观察每个治疗步骤；夜晚，他

在幽暗的煤油灯下背记理论知识。6个

月学习期满，陈继周的成绩排在全队第

二名，留在129师卫生部工作。

邓小平曾说，治好一百个伤员等于

恢复了一个加强团。担任主治医生后，

陈继周一心扑在工作上，“上午巡查轻

症病人，下午照料危重患者，夜间开展

复查工作……最多时我一个人管护着

300 多名伤病员，感觉总有使不完的劲

儿。”因工作表现出色，陈继周被 129 师

卫生部评为“模范医生”。

模范不模范，伤病员说了算。陈芝

民回忆，父亲常对他们说：“战场上的军

医，要竭尽所能为党为部队保证战斗

力，不光要救死扶伤，还要做伤病员的

‘保姆’，要有为病人提便壶的觉悟。”

陈继周的大儿媳、医生别爱桂告诉

记者，他们家两代行医，公公、婆婆都是

军医，他们的 4 个子女有 3 位也是军医，

“谨遵老爷子的教诲，我们不管什么时

候都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向下扎根

“对于读书学习，我
是贪心的”

陈继周家中的书柜里，大部分是厚

厚的医学书籍。窗外飘来月季花的清

香，窗内的老人埋首书丛。此时的陈继

周，一如当年战场上那个小卫生员，在

读书学习中奋力汲取生命的养分。

“对于读书学习，我是贪心的。”陈

继周曾在自述中提到，因幼年家贫无法

读书，加入革命队伍后，“总想多学一

点、学快一点、学精一点”。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陈继周的求学

之路异常艰难：没有医学教材参考，他

就背记药品说明书；听说老乡家中有家

传的医书，他翻山越岭跑去求借……

“读书学习，父亲用的都是‘笨’办

法。无论条件多么恶劣、环境多么艰

苦，他从来不甘落后。”陈芝民告诉记

者，为弥补年少失学的遗憾，补上文化

知识，上世纪 50 年代，陈继周在原第二

军医大学后勤系进修期间，报名参加了

初中班。“开饭时间，他不去食堂，而是

窝在宿舍啃干粮，边啃边读书……学不

懂的数学题，他把每一个解题步骤抄写

下来，反复背诵。”

“学习知识，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工

作。”陈继周常常教育子女，“不懂就要

多学，学不懂的先记住，记住了就会在

脑子里转圈，慢慢就能琢磨明白了。”

抗日战争时期，陈继周任八路军

129 师卫生部六所所长，一度因伤病员

多、医护人员培训进度慢、工作局面迟

迟难以打开深感苦恼。上级领导见状，

送给他一本《大众哲学》。最初接触这

本书，陈继周感到“一头雾水”。结合工

作深入研读，他的思路渐开。利用书中

提到的方法论，陈继周妥善解决了不少

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之间的矛盾。

在战场上不断成长，在书籍中求索

真知，如同从土壤中汲取养分的月季

花，陈继周的人生始终向下扎根，向上

生长。

四时常开

“为党为人民，就是
不给待遇也要勤勉工作”

因革命战争年代环境恶劣，长期吃

不饱饭，陈继周落下严重的胃病，中年

时不得不做了胃大部切除。陈芝民说，

手术后，父亲忍痛坚持锻炼，又多为党

工作了 20 余年。

“他从来不因个人原因影响工作，

从不回避困难，工作起来没有周末。”93

岁的离休干部范国恩一直记得老首长

陈继周的严格和细致，“对待工作，他一

点不含糊，每一个字都会仔细推敲。”

“取得了成绩还要继续前进，该怎

样形容？我们冥思苦想，最后用了‘不

要趴在成绩上’。”范国恩回忆，当时他

是一名助理员，为准备医学会议的材

料，陈继周带着他深入医院调查研究、

认真撰写，几次推倒重来。

工作上认真负责的陈继周，从不在

个人生活上向组织提要求。陈芝民告

诉记者，父亲不把名利搁在心上。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参军早、

资历老的陈继周被授予上校军衔。有

些部下认为他可以争取更好的待遇，陈

继周却说：“被授予军衔，是组织上给予

的信任，我心存感激。为党为人民，就

是不给待遇也要勤勉工作。”

花开花落，春去春来。陈继周的一

生，就像他喜爱的月季花一样，不管环境

变化，不惧四季更迭，绽放自己的光彩。

陈继周的大儿子陈志渝在部队医

院的放射科工作。担心工作环境对身

体有影响，他曾找父亲希望换到行政岗

位，被陈继周拒绝。他对儿子说：“你学

的是这个专业，就要用技术服务病人。

你走之后，这个工作谁来做？”后来，陈

志渝一直在这个科室工作到退休。

“严谨做人，踏实做事。”陈继周总

是这样告诉肖晗。2013 年退役后，肖

晗走上创业路，靠自己的双手闯出一片

天。如今，肖晗也像老首长陈继周一

样，爱上了养月季花。他家的阳台上，

常年摆放着几盆月季，一年四季，花开

不断……

图①：陈继周 1960年留影。

图②：陈继周离休后留影。

图③：上世纪 70年代，陈继周在一

所军医学校作报告。 受访者供图

制图：扈 硕

101岁老红军陈继周——

一 年 向阳 四时春
■本报记者 张 蕾 通讯员 徐 晶 牛贺宁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

年，这是今年‘云上夏令营’的主题。作

为军休爷爷，希望你们通过参加这次线

上红色教育丰富多彩的活动，滋养精神，

奋发向上……”8 月 2 日，上海军休干部

希望小学“云上夏令营”开营，上海市黄

浦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老干

部陈勇在开营仪式上致辞，对两所希望

小学的学生们提出殷切希望。

在江西省修水县和安徽省金寨县，各

有一所“上海军休干部希望小学”。近 20

年来，在上海市军休干部的关心支持下，

这两所小学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托起众

多老区学生走出大山、振翅高飞的希望。

2002 年 3 月，上海市军队离退休干

部古美休养所 60 多位老干部响应国家

“希望工程”的号召，向全市 19 个区县、

31 个干休所、近 3000 名老干部发出捐款

倡议，在秋收起义主要策源地江西省修

水县和被誉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

乡”的安徽省金寨县，选址修建两所上海

军休干部希望小学，得到军休干部们的

积 极 响 应 。 2003 年 ，两 所 学 校 建 成 使

用，上海市军休系统跑出红色公益事业

接力跑的第一棒。

募集爱心捐款，完善爱心款项管理

使用模式，创设奖助学金，打造多个公益

项目……两所希望小学建成后，上海市

军休系统爱心接力不断线，为推动革命

老区教育事业发展蓄势赋能。

上海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活动中心

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完善爱心捐款管理

使用模式，2015 年 7 月，在当地有关部门

协调下，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设立“上海军

休·同心圆梦”专项基金。创新举办公益

联谊笔会，向书画名家募集公益作品；创

设“梦想书屋”，向社会各界筹集千余本少

年儿童读物；组织红色地标“打卡”公益跑

活动，号召社会爱心人士为困难学生捐款

捐物……在一次次公益活动中，越来越多

的社会组织和企业慷慨解囊献爱心，专项

基金“造血”功能不断提升。通过定期对

两所希望小学走访调研，针对学校补足教

学设施短板、增强校园文化软实力、鼓励

特困生求学上进等方面的需求，专项基金

的一笔笔爱心捐款、一系列公益善举为师

生们带去浓浓暖意。

“上海军休干部爱心行动的意义远

远不只是物质上的资助，更重要的在于

对革命老区青少年精神上的激励和鼓

舞。”该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军休干部的

捐助形式从单纯的捐款捐物发展为“德

资双助”，开展了包括赴沪夏令营在内的

多项教育活动，为两校师生搭建学习、体

验和成长的平台。

教唱红色歌曲、宣讲革命故事、开展

书信互动……近 20 年来，上海市已有千

余名军休干部参与到希望小学红色教育

活动中。红色文化如蒲公英的种子般在

山区播撒开来。

令老干部们欣慰的是，山区孩子在

两所希望小学里茁壮成长。他们中有的

考入重点院校，有的回到母校任职任教，

有的参军入伍、保家卫国。

“20 年，足以改变一名山区孩子的

人生轨迹，足以让一颗种子长成参天大

树。”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表示，

上海市军休干部将继续发扬党和军队的

光荣传统，树立公益榜样、弘扬志愿精

神、凝聚公益力量，让红色沃土上的希望

之花盛开得更加绚烂。

左图：江西省修水县上海军休干部

希望小学学生展示奖学金证书。

作者供图

上海市军休干部多年倾心捐资助学

红色沃土盛开希望之花
■朱敬红 万丽娜

“反击勾踢，转身别臂！”贵州省龙

里中学的操场上，一位老师正在教国防

军体社的学生们打军体拳。学生们精

神抖擞，动作整齐，喊声响亮。

在龙里中学，国防军体社是最受学

生欢迎的社团之一，创办人就是这位教

授军体拳的老师，退役军人任廷宇。

黝黑的脸庞、挺拔的身姿、利索的

平头，初见任廷宇，一打眼就让人感到：

他一定当过兵！

2016 年从贵州大学体育教育专业

毕业后，任廷宇入伍来到海拔近 4000

米的驻西藏某部。克服高原环境的影

响，训练刻苦的任廷宇先后打破连队 3

公里、5 公里轻装越野纪录，多次执行

重大演习任务。

2018 年退役后，任廷宇来到贵州

省 龙 里 中 学 任 体 育 教 师 。 教 学 过 程

中，他发现几名在其他老师眼中比较

调皮的学生，在他的课上却十分遵守

纪律。

“任老师当过兵，我们自然有些敬

畏。而且我们很喜欢听他讲当兵的故

事，高原的军营让我们很向往。”学生

们的心声，促使任廷宇重新审视自己

的工作：作为一名“兵教师”，不仅要高

质量完成教学任务，还应将“军味”融

入课堂，用部队的优良作风影响带动

学生，为提高学生们的国防意识尽一

分力。

此 后 ，任 廷 宇 的 体 育 课 变 了“ 模

样”：在完成规定教学内容的基础上，

站军姿、走队列等课目成为课堂上的

“ 规 定 动 作 ”，叠“ 豆 腐 块 ”、拉 歌 等 富

有 部 队 特 色 的 活 动 融 入 教 学 环 节 ，

“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嘹亮口号回

荡 在 操 场 上 空 …… 身 着 迷 彩 服 上 课

的 任 廷 宇 ，成 为 学 生 们 口 中 的“ 迷 彩

老师”。

体育课内容丰富多彩，学生体能素

质不断加强，但任廷宇认为这还远远不

够：“增强中学生的国防意识，不仅是帮

助他们拥有强健体魄，更重要的是传承

好红色基因，在他们心中筑起精神长

城。”2021 年 9 月，任廷宇主动向学校申

请成立国防军体社，磨炼学生意志，培

养国防担当。

每周两次活动，每次 40 分钟，是国

防军体社的专属时间。除了教授军体

拳外，任廷宇还教学生们唱响《强军战

歌》《中国军魂》等军旅歌曲，观看《长津

湖》《红海行动》等军事影片。“那些歌

曲、那些画面让人热血沸腾，从中能充

分感受到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铁血丹

心。我长大了也想成为一名军人，保家

卫国。”学生杨波在参加社团活动的一

篇心得体会中这样写道。

抓好青少年的国防教育，必须让学

生们了解党和军队的奋斗史、革命先烈

的丰功伟绩，在他们心中播种爱党爱国

爱军的种子。任廷宇走上讲台，在一堂

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中，厚植学生的家

国情怀。

“无论保家卫国还是教书育人，都

是我热爱的事业。”谈起自己的职业发

展，任廷宇说，“青春有很多样子，很庆

幸我的青春有穿军装的样子。人生有

很多选择，我希望自己扎根校园，让国

防教育在校园里‘燃’起来，让国防教育

在学生中‘火’起来。”

贵
州
省
龙
里
县
﹃
兵
教
师
﹄
任
廷
宇—

—

让
国
防
教
育
﹃
燃
﹄
起
来

■
程

星

黄
永
宁

本报讯 李宝报道：“八一”前夕，

安徽省淮北市在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

陵园举行集中迁葬仪式。据介绍，此次

迁葬的 59 名烈士，在 1948 年 12 月淮海

战役陈官庄之战中负伤，被送至后方医

院后医治无效牺牲。因当时条件有限，

当地群众用白布和竹席包裹烈士遗体

就地掩埋，在木牌上简单书写烈士的姓

名、籍贯等信息，立在墓前。

“老战友们，70 多年过去了，你们

终于安息了。”仪式现场，89 岁老兵张

彩余泪流满面。参加淮海战役时，张彩

余年仅 14 岁。“你们走的时候，我没来

得及送上一程。以后，我会多来看看你

们……”面向迁葬墓区，张彩余颤巍巍

地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把散葬烈士墓迁入陵园守护好，

找到烈士亲属服务好，是我们开展烈士

褒扬工作的重中之重。”淮北市濉溪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在烈士迁葬

筹备过程中，他们成立了寻访小分队，

多次前往烈士生前的战斗地、牺牲地，

收集烈士有关信息。将相关资料向社

会公布的同时，他们开通“烈士寻亲咨

询热线”，动员社会力量为烈士寻亲，目

前已为 5 位烈士找到亲属。

退役军人、淮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机动大队大队长史磊介绍，此次烈士迁

葬活动中，驾驶警用摩托车为英烈开道

的 15位民警，都曾有过从军经历。“由退

役军人组成‘护卫队’，是我们用特殊的

方式，向英雄致敬！”史磊说。

安徽淮北集中迁葬 59 名淮海战役牺牲烈士

特殊“护卫队”迎英烈

本报讯 黄岩、特 约 记 者赵雷报

道：7 月 26 日，一场简朴的捐赠仪式在

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著

名作家魏巍之子魏猛将魏巍各个时期

的作品，包括不同版本的《谁是最可爱

的人》《东方》等图书及魏巍本人的书

信、手稿等 700 余件物品，捐赠给园方。

“沈阳是英雄的城市，是众多志愿

军烈士长眠的地方。”魏猛说，将这些书

信、手稿捐赠出来，让魏巍的遗物与志

愿军烈士的英灵相伴，是对父亲最好的

慰藉。

“我相信，魏巍的心与长眠在这里

的烈士的心是相通的。”捐赠仪式现场，

魏巍生前好友、军旅作家胡世宗充满感

情地说。胡世宗记得，自己曾撰写了一

篇题为《属于东方的魏巍》的文章。魏

巍阅读这篇文章时，划掉了标题上的

“东方”二字，改为“人民”，并说“作家就

是为人民写文章的人”。

聆听魏巍生前事迹，参观陵园里的

各类展品，参加捐赠仪式的观众深受触

动。一位大学生感慨地说：“志愿军将

士的流血牺牲，换回今天的岁月静好，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沈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表示，

他们一定会保管好、研究好、利用好这

些书籍和手稿，更好地开展革命传统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让“最可爱的人”精

神永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获赠 700 余件魏巍生前书信及手稿

最可爱的人逢“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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