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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和战友们只

有 一 个 信 念 ，就 是 死 ，也 绝 不 后 退 半

步 ，因 为 我 们 的 身 后 就 是 祖 国 和 人

民！”秋日午后，吉林省榆树市环城乡

抗美援朝老兵姜永生坐在藤椅上，一

字一句地读着《硝烟中的榆树老兵》一

书，阳光透过斑驳树影，落在书页上。

这一段讲述的正是发生在姜永生身上

的战斗经历。读到激动处，这位曾参

加抗美援朝五次战役、胸部右侧还留

有弹片的老兵声音洪亮，大声说出所

在部队的番号：“我们是志愿军第 38 军

113 师 338 团！”

耄耋老兵身旁，站立着另一位老

兵，他叫杨术杉，《硝烟中的榆树老兵》

便是他历时 6 年寻访整理 72 位榆树籍

参战老兵故事编纂而成。这本书，不仅

记载着老兵的半生回忆，也见证了杨术

杉与这些老兵的深厚情谊。

杨术杉出生于 1965 年，18 岁参军

入伍，1997 年转业至榆树市某事业单

位工作。谈及缘何萌生挖掘整理红色

故事的想法，杨术杉沉思片刻道：“这要

从 30 多年前一场特殊相遇说起。”

1987 年，杨术杉出差时在火车上

偶遇抗美援朝老兵冯文焜，两人一见如

故，相谈甚欢。此后，两人一直书信往

来，成为忘年之交。2013 年，冯文焜离

世。杨术杉难过不已，想为老人家写一

篇悼文，可提起笔来，却发现自己未曾

详细了解过这位老兵的参战故事，这成

为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2018 年的一天，杨术杉偶然听闻

榆 树 籍 老 兵 滕 文 树 曾 参 加 抗 美 援 朝

战争，回忆的匣子忽然打开。“榆树还

有很多参战老兵，他们曾冒着枪林弹

雨 ，舍 生 忘 死 地 为 祖 国 和 人 民 而 战 ，

我们应当记住他们的故事。”于是，杨

术杉决心挖掘老兵故事，用文字记录

下来。

几经辗转，杨术杉来到土桥镇常德

村，见到 95 岁的滕文树老人。滕文树

是志愿军第 47 军 140 师 420 团侦通连

班长，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荣立大功 3 次、小功 3 次。彼时，滕文树

已年过九旬，耳背严重，即便杨术杉趴

在他耳边一字一句地说，沟通也十分困

难，最后俩人索性用纸笔交流。杨术杉

连夜整理出 2000 多字的文稿，并对老

兵讲述模糊的内容进行标注。次日，他

来到榆树市档案馆，查证核实有关史

实，经过 10 余天的努力，写成《功臣老

战士滕文树》一文。

“当时手捧成稿，内心非常激动。

能记录下前辈的革命事迹，我觉得很荣

幸。”此后，杨术杉一有时间便四处寻访

参战老兵，挖掘红色故事。由于老兵年

事已高，往往会对某个战斗情景印象深

刻、反复诉说，但对其他细节记忆模糊，

这给走访记录带来很大难度。有时为

了挖掘一个故事，杨术杉要一遍遍比

划、讲解、询问，并向老兵亲属寻求帮

助。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杨术杉从未

想过放弃。

家住环城乡胜利村的邬荟芳，也

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腿部在战场上

受伤，1956 年复员回村务农。走访邬

老 时 ，正 赶 上 秋 收 时 节 ，得 知 老 人 两

个 儿 子 都 在 外 地 务 工 ，杨 术 杉 二 话

没说，挽起衣袖上前帮忙。一连忙了

两 天 ，杨 术 杉 帮 邬 老 收 完 地 里 的 玉

米 ，才 转 入 采 访 。 此 后 ，杨 术 杉 常 去

看 望 邬 老 ，帮 他 干 些 力 所 能 及 的 活

儿。两年前 ，邬荟芳 病 逝 ，杨 术 杉 忙

前忙后料理后事，送他走完生命最后

一程。

2020 年 6 月，榆树市开展“寻访老

兵足迹 讲好英雄故事 传承红色精神”

主题宣传活动。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的支持下，杨术杉拿到一份老兵名单。

他如获至宝，当天便顶着烈日走访了 4

位老兵。等走访完第 4 位老兵时，杨术

杉由于疲劳过度，坐在路边椅子上睡着

了……

6 年来，杨术杉走访了包括居住在

大连、长春等地在内的榆树籍老兵 100

余人，为 72 位老兵撰写 30 多万字的回

忆录。在他的努力下，一段段硝烟弥漫

的历史，凝结成不朽的红色记忆。2020

年，市政协以文史资料的形式出版了杨

术杉编著的《榆树老兵》。今年 5 月，杨

术杉在原书稿基础上又增加了部分新

走访的老兵故事，结集成册，更名《硝烟

中的榆树老兵》。

“ 没 有 他 们 的 牺 牲 奉 献 ，哪 有 我

们 的 幸 福 与 安 宁 ，记 录 他 们 的 故 事 ，

为后人留下珍贵记忆，让后人了解那

段历史，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杨术杉

告 诉 笔 者 ，今 后 ，他 要 继 续 穿 行 在 老

兵记忆的硝烟中，用心用情写好老兵

故事。

左上图：杨术杉看望抗美援朝老兵

曹庆伍并送上他编写的书籍。

田桂艳摄

吉林省榆树市退役军人杨术杉历时6年寻访整理72位参战老兵故事编纂成册—

“为后人留下珍贵记忆”
■赵 俭 杨 楠 王 晴

深秋时节，气温骤降。10 月 18 日，

位于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医院 16

楼的老干部病房内，“王焯冉民兵连”民

兵代表抱着鲜花、拎着水果前来探望抗

美援朝老兵樊培源、钟敏芳夫妇。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 74 周年之际，郾城区人武部组织民

兵队员开展慰问抗美援朝老兵活动，进

一步增强老兵荣誉感、幸福感、尊崇感，

激励民兵致敬老兵、学习老兵。

“听说您这几天在观看电视剧《上

甘岭》，还为医护人员讲述战场上的故

事，我们也想听听呢……”民兵队员李

宗臻笑着说。

说起那段经历，樊培源记忆犹新：

“1949 年 我 报 名 参 军 ，1950 年 随 部 队

抗美援朝。到朝鲜没多久，就遇到敌机

空袭，许多战友受伤，却仍奋不顾身地

往前冲……”

说话间，樊培源从枕头底下拿出一

沓老照片：“这座桥是三登车站附近的

一座桥梁，我们曾在这里战斗；这是我

们住的防空洞，前面有棵板栗树，我和

老伴就是在防空洞里结的婚……”坐在

一旁的钟敏芳也已是鲐背之年，她在战

场上被炮弹震伤了耳膜，看到这张照

片，她和樊培源对视了一下，脸上洋溢

着幸福微笑。

“天寒地冻，条件艰苦，很多战友冻

伤了手脚。”提起战友，樊培源眼中泛起

泪光，他指着照片中的一名战友说：“他

当时才 18 岁，在冰天雪地里潜伏大半

宿，被严重冻伤，不得不截掉双腿……

不少人喊我们‘老英雄’，我们不是英

雄，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才是真正

的英雄。”

“战场上随时有生命危险，您怕不

怕？”面对民兵的提问，樊培源没有直

接回答，而是讲起了一段往事：有一天

晚上执行完任务回到营地后，指导员

发 现 他 的 帽 子 不 知 什 么 时 候 被 弹 片

“ 咬 ”了 几 个 洞 ，差 一 点 就 击 中 头 部

了。“像这样的事情，我和战友在战场

上都经历过。保家卫国，我们从没怕

过。”

“以前从书本和影像中看到抗美援

朝战争，总有一种距离感，听老兵讲述

亲身经历，每一个故事都直抵人心，每

一个细节都令人难忘。”新入队民兵队

员权嘉兴感慨道。

“如今生活好了，更要记住历史。”

樊培源停顿了一会儿说，“我把烽火岁

月讲给年轻人听，希望大家珍惜今天的

和平与幸福，传承好先辈的红色基因，

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临别之际，樊培源、钟敏芳哼唱起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声中有对战

友的追忆，也有对未来的期盼。

上图：樊培源、钟敏芳夫妇为“王焯

冉民兵连”民兵代表讲述老照片背后的

故事。 仝 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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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钟斐、特约记者刘宗炎报

道：日前，一场以“军民共建 同心同行”

为主题的军民联欢会在武警江西总队

全南中队举行。台上，退伍老兵刘远翻

演奏的萨克斯《骏马奔驰保边疆》，引得

台下观众掌声阵阵。这是全南县军地

常态化开展拥军活动的一幕。

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南县按照政府

主导、军民协作、全民参与的思路，丰富

拓展社会化拥军举措，通过打造双拥商

城、建设双拥示范街区、创建军人驿站

等方式，把拥军之情、便军之举、暖军之

心落实到常态化服务中。

“真没想到，在小县城也能享受到

优惠优待。”国庆节期间，广东籍退役

军人陈晓带着家人到全南县游玩，在

雅溪古村景区出示证件后，领取了旅

游拥军卡，全程免费畅游景区，并享受

专属停车、景点解说等“一站式”优待

服务。此外，他还免费入住全南宾馆

“军人驿站”。“专属客房布置的军旅元

素装饰画、军事类书刊、军绿色搪瓷杯

等让人眼前一亮，让我体验到满满的

军人尊崇感。”

与此同时，在全南县某双拥商城，

“十一”期间，200 余家拥军商户针对现

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在

服装、家居等方面提供多项消费折上折

优惠活动，浓厚崇军拥军氛围。

尊崇军人的社会风尚，激发了全

南 县 适 龄 青 年 踊 跃 报 名 参 军 。“ 今 年

下半年，全南县大学生征集比例创新

高 。”县 人 武 部 领 导 告 诉 记 者 ，下 一

步，该县军地将持续探索常态化拥军

举措，引导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加入拥

军队伍。

江西省全南县

常态化拥军举措暖人心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征兵办

抓好征兵宣传工作
本报讯 王辉报道：连日来，陕西

省渭南市临渭区征兵办组织国防教育

和征兵宣传员展开培训，进一步提升工

作质效。下半年以来，该征兵办在辖区

按“一村（社区）一员、学校一班一员”标

准，遴选优秀人员参与国防教育和征兵

宣传工作，全区国防教育氛围日益浓

厚，征兵工作向更深层次拓展，大学毕

业生入伍比例创历史新高。

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院

组织新兵体格复查
本报讯 栾佳报 道 ：2024 年 下 半

年新兵入营后，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

院 承 担 的 新 兵 体 格 复 查 工 作 全 面 展

开。他们主动对接复检单位，按照“谁

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采取“一

站式”体检模式，对每名参检新兵进行

严格细致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录入信息

系统，为每名新兵建立健康档案，确保

复查结果科学准确。

本报讯 高金岗、特约记者于斌报

道：“7 名事业编制民兵教练员全部通过

资格认证考核，3 名新任职基层武装部

长在省军区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并受到

表彰……”近日，山东省庆云县人武部召

开基层建设形势分析会，事业编制人员

和专武干部队伍抓建成绩喜人。

谈及缘由，县人武部领导告诉记者：

“这得益于军地联合出台的《庆云县专职

人民武装干部及县人武部事业单位人员

考核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给我

们提供了抓手和遵循。”

据悉，事业编制人员和专武干部虽

受人武部管理，但职务提升、工资待遇等

由地方相关部门负责，导致部分人员出

现“短期思想”“过渡意识”。

为打破被动局面，人武部领导研究

决定，从政策制度入手，联合县委组织

部、人社局出台文件，对事业编制人员和

专武干部考核内容、程序办法、结果运用

等予以明确规范，强化他们爱武精武意

识，提振专武兴武精气神。去年底，该

《办法》正式实施。

“和以往考核规定相比，该《办法》

突出‘训’的考评，通过实行一票否决，

立起精武强能鲜明导向。”谈及文件，县

民兵训练基地事业编制教练员刘国升

感触颇深。去年下半年，他参加上级组

织的民兵教练员集训比武，由于准备不

充分，成绩排名靠后。今年初，刘国升

汲取教训，加班加点苦练教学技能，最

终在军分区组织的考核中逆袭，被评为

“优秀教练员”。

“对专武干部的考核评价，除个人军

事素质外，服务备战打仗工作完成情况

也是考评的重要内容。”人武部领导介

绍，他们将兵役征集、民兵整组、战备训

练列入考核评价体系，分别进行赋分排

名，综合衡量确定考评档次。在考评组

织实施上，明确专武干部由人武部和有

管理权限的组织、人社部门联合考核，并

以军事机关意见为主。为确保考核成绩

客观公正，他们建立纪实评价制度，每月

对专武干部工作成绩进行记录，下发各

乡镇（街道）进行公开公示。

“公示榜每月更新一次，自己干得怎

样、和别人差距有多大，一目了然，无形

中增加了压力，浓厚了赶超争先氛围。”

徐园子乡武装部部长陈国新告诉记者。

立起考核评价硬杠杠，鼓足干事创

业精气神。一段时间以来，庆云县人武

部捷报频传：2024 年下半年大学毕业生

征集比例创历史新高，参加军分区岗位

练兵比武考核，获 2 个单项第一……对

此，该县人武部领导信心满满：“我们将

持续用好考核‘指挥棒’，形成为战谋战、

想事干事的浓厚氛围。”

山东省庆云县军地合力加强人武部事业编制人员和专武干部队伍建设

立起硬杠杠 鼓足精气神

深秋时节，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开展战术动作、战场救护等重难点课目训练，着力提升民兵队伍应急处突能力。 徐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