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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意 思 ，讲 座 快 开 始 了 ，晚 一

点回复您 。”前不久 ，笔者致电王自焰

约 定 采 访 时 间 ，他 正 在 安 徽 省 黄 山 市

忙 于 国 防 教 育 宣 讲 ，电 话 里 匆 匆 说 了

几 句 便 挂 断 。 今 年 以 来 ，他 辗 转 多 个

省市，为大中小学、企事业单位开展国

防教育宣讲。

几天后，在王自焰的另一个宣讲现

场——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第六中学，

笔者见到了这位有着 38 年军龄、上过战

场的老兵，从他激昂、动人的讲述中，感

受那份炽热的国防情怀。

1961 年，王自焰出生在一个军人家

庭，父亲王树青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

的老兵。孩提时代父亲讲过的那些战

斗故事，王自焰至今想起仍心潮澎湃。

1951 年 ，王 树 青 随 所 在 部 队“ 雄

赳 赳 气 昂 昂 ”跨 过 鸭 绿 江 。 作 为 工

兵 ，逢 山 开 路 遇 水 架 桥 ，是 王 树 青 和

战 友 们 的 主 要 任 务 。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我 军 缺 少 防 空 火 炮 ，经 常 遭 到 敌

机 轰 炸 。 许 多 时 候 ，王 树 青 和 战 友 们

辛 辛 苦 苦 在 水 面 架 设 的 浮 桥 ，敌 机 一

个 俯 冲 下 来 就 炸 毁 了 ，许 多 战 友 还 为

此牺牲。

王 树 青 当 时 担 任 班 长 ，一 次“ 反

绞 杀 ”作 战 中 ，不 甘 心 被 动 挨 打 的 他

通 过 目 测 距 离 ，提 前 带 领 战 友 在 敌 机

可 能 出 现 的 地 域 设 伏 。 两 架 敌 机 向

浮 桥 俯 冲 时 ，王 树 青 和 战 友 们 用 机 枪

连 续 射 击 。 子 弹 密 集 射 向 敌 机 ，虽 然

没能击中，但这一“大胆”行动，“让敌

机 一 时 不 敢 大 摇 大 摆 低 空 轰 炸 ”。 王

自 焰 说 ，父 亲 每 每 讲 到 这 个 故 事 ，总

是 不 无 遗 憾 地 表 示 ：“ 要 是 射 击 时 再

加 上 提 前 量 ，说 不 定 就 能 把 敌 机 打 下

来！”

父亲在抗美援朝战场的英勇和遗

憾，深深烙在王自焰心中。18 岁那年，

他 考 取 原 空 军 导 弹 学 院 ，毕 业 后 来 到

驻 地 位 于 大 山 深 处 的 空 军 某 部 ，通 过

勤学苦练，成长为训练标兵。1986 年，

经 上 级 选 拔 ，王 自 焰 随 部 队 奔 赴 边 境

一线。

在张家口市宣化第六中学的讲台

上 ，随 着 幻 灯 片 的 切 换 ，王 自 焰 打 开

记 忆 的 闸 门 ，为 学 生 讲 起 那 场 难 忘 的

战斗。

一 个 秋 日 ，熟 悉 的 警 报 声 再 次 响

起 ，正 在 休 息 的 王 自 焰 和 战 友 们 一 跃

而 起 ，奔 向 阵 地 。 原 来 是 敌 机 趁 着 官

兵午餐和休息抵近侦察。

雷达密切监视敌机动向，敌机进入

射程范围后，营长下达命令：“三发导弹

接电准备！”王自焰迅速完成各项参数

检查，当“发射”指令传来，他果断按下

发 射 按 钮 。 骤 然 间 ，天 边 响 起 三 声 惊

雷。不一会，一个硕大的火球冒着浓烟

掉下来。此战，王自焰所在营成功击落

敌侦察机，后被空军授予“神威导弹营”

荣誉称号。荣立一等功的王自焰，“弥

补了父亲的遗憾”。

讲述中，王自焰向师生展示了一张

当年在战场上与导弹的合影。照片上，

王 自 焰 昂 首 挺 立 ，身 后 的 导 弹 剑 指 苍

穹、蓄势待发。“你们看，我俩如同并肩

作战的战友，随时准备冲锋。”王自焰饱

含深情地说。

走下战场后，王自焰继续保持“冲

锋的姿态”。1992 年从空军某部调到军

校担任教员后，他躬耕三尺讲台，培养

出一大批优秀学员，获得军队院校育才

奖等荣誉。

从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退休后，有

着浓厚国防情怀的王自焰，向着国防教

育“阵地”发起新的冲锋。他积极参与

国防教育活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点

燃大家的爱国热情。

除 讲 述 自 己 的 战 斗 故 事 外 ，基 于

在 军 校 耕 耘 多 年 的 经 历 ，王 自 焰 常 常

用 学 术 眼 光 看 待 和 研 究 国 防 教 育 话

题 。“全民国防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

这 个 领 域 有 很 多 课 题 可 以 研 究 和 创

新，同时必须紧跟形势。”平日里，他认

真 学 习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紧 盯 国 防 热 点

话 题 进 行 思 考 ，笔 耕 不 辍 写 下 所 想 所

思 。 基 于 这 些 思 考 ，宣 讲 前 王 自 焰 再

根 据 听 众 情 况 针 对 性 调 整 具 体 内 容 ，

力求对听众有所启发。

如今，年过花甲的王自焰看起来依

然充满活力。“奋斗不分年龄，我现在身

体不错，精力也充沛，能够为国防教育

事业作点贡献，心里高兴。”说这话时，

王自焰的脸上带着笑容。

一等功臣、退役军人王自焰多年致力于国防教育宣讲—

新“阵地”上再冲锋
■魏晋平

24 年前的那个冬天，豫南大地格外

冷。寒风穿过村子北岗的松林，发出呼

呼的响声。18 岁的我告别父母，懵懂而

又充满期待地前往遥远的青海。

“当兵就要当能打仗的兵！”来到原

第二炮兵某部，想好好干出一番事业的

我，憋着劲儿想去战斗班。没想到新兵

下连，我成了一名炊事员。

那夜，我躺在床上，父亲在地里干

活的身影，母亲拉着红薯沿街叫卖的场

景，像放电影似的不断在我脑海里浮

现。离家前一天晚上，暖意融融的灯光

下，父亲一边卷着烟一边念叨：“你哥当

兵去了福建，你再去青海，我和你妈脸

上有光。俺俩在家不用你惦记，到了部

队要争口气……”想起父亲的话，我辗

转反侧，久久难眠。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被班长邓德高

叫醒，迷迷糊糊中跟着他来到炊事班。

炊事班的烧火间，是一个“地窝子”，半地

下构造，能容纳两三个人，烧火的“家伙

什儿”有序摆放在一边。外面的空地上，

煤块堆得像小山。

“在高原吃饭是大问题，以后烧火的

任务就交给你了。”班长边说边操作，只见

他撬开封在灶口的泥巴，用炉钩搅了搅里

面通红的煤块，又去煤堆上捡回一筐煤

块，一块块填进灶里。望着红通通的炉

火，我浮想联翩：同乡入伍的战友去了战

斗班，偏偏自己拉炉钩……这么一想，心

里愈发不得劲。

“你可别小瞧炊事班……”班长似乎

看出了我的心思，搓了搓又黑又红的手，

伸到我眼前。“比起大家，我的手还算

‘嫩’的。”他挠了挠手指头上的冻疮，接

着说，“在高原做饭，夏天还好些，冬天淘

米洗菜，炊事班几乎人人手上长冻疮。

你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把饭做好，是不

是也是对战斗力的考验？咱们是不是也

是在战斗？”

班长学着我的河南口音，笑着拍拍

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可不能掉链子，中

不中？”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半晌，答

应了一声：“中！”

班长手把手教了几天后，我开始“单

干”，每天不等起床号响起，就起床烧

火。那时候宿舍没有闹钟，营区挨着火

车站，每天叫醒我的，是清晨火车到站时

“哐当哐当”的声音。一听见响声，我就

摸黑穿好军装，蹑手蹑脚下床，一溜小跑

奔赴“战位”。

记得有一次，由于头一天晚上加班

腌咸菜，睡觉时已是凌晨 1 点。害怕早

上起不来，我在宿舍躺了一会，又爬起

来，索性到烧火间去睡。迷迷糊糊中，似

乎听到“哐当”声，我猛地一个激灵，赶紧

出去捡煤块。煤堆上的几只乌鸦被惊得

“扑棱棱”四起，我自己也被吓了一跳，这

才反应过来火车没到站，时间还早着呢！

因为烧火从没误过点，其他炊事技

能掌握得也快，我常常受到连队干部的

表扬，安心在炊事班干下来。完成本职

工作之余，我上高中时的写作爱好又被

“点燃”。清晨捅完炉灶、填完煤块，我就

借着灶膛里的光，记录下当兵的感悟、工

作的点滴和身边的故事。偶尔觉得写得

还不错，就利用白天的空闲时间誊抄一

遍，装进信封，给兵种报社寄去。

投出的稿件石沉大海，可我的热情

丝毫不减。有时写到兴头上，还哼几句

豫剧《朝阳沟》唱词：党叫干啥就干啥，决

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

时光就这样匆匆流逝。当兵第二年

的一天上午，连队通信员兴高采烈地找

到我：“士刚，有你的电话，一位编辑打来

的，要登你的稿子！”到了连部，指导员笑

着称赞：“你小子，有两把刷子！”那篇稿

件刊发后，我写作的热情一发不可收，陆

续又有稿件发表在兵种报上。

2002 年底，连队炊事班撤销，我先

后担任过连队文书、警卫班副班长，2007
年调到上级机关担任新闻报道员，直到

2016 年退役。其间，因为新闻报道成绩

突出，我荣立了三等功。

那年，我带着立功证书回家，父母激

动不已。和乡亲们说起这件事，他们骄

傲地说：“二小子真给俺们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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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军旅

“再不抢救记录，
也许就没有机会了”

到今年底，抗战老兵纵兆海去世就

两年了。想爷爷的时候，他的孙子纵邦

含会打开电脑，看一看爷爷生前录制的

那段口述历史视频。一看到爷爷右眼

明亮的神采、讲故事时生动的表情，纵

邦含就觉得心中的“英雄”，依然在自己

身边。

是 的 ，纵 兆 海 只 有 右 眼 是“ 明 亮 ”

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与日寇的一场战

斗中，八路军 115 师独立旅战士纵兆海

左腿负重伤，治疗后转入被服厂工作。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纵兆

海和被服厂的战友们昼夜不停为前线

官兵缝制军装。连续几天没合眼的他，

因 过 度 疲 劳 ，不 小 心 被 一 根 针 扎 伤 左

眼，这只眼睛从此失去光明。

如今，在纵兆海生前居住的安徽省

宿州市萧县，许多人对他的故事耳熟能

详。纵邦含为此感到骄傲：“如果不是

他们录制了那段视频，爷爷的故事，可

能会随着他的离去隐入尘烟，不会有更

多人知道。”

时 间 回 到 2022 年 7 月 。 为 筹 划

《我的抗战故事》系列报道 ，安徽广播

电 视 台 联 系 安 徽 省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厅 ，

希望寻找抗战老兵相关线索。抗战老

兵 大 多 年 事 已 高 ，安 徽 省 退 役 军 人 事

务厅工作人员精心摸排，推荐了 10 位

身 体 状 况 相 对 较 好 、表 达 较 为 清 晰 的

老 兵 ，当 时 102 岁 的 纵 兆 海 就 是 其 中

之一。

爷爷接受采访那天的情景，纵邦含

记忆犹新 ：“他很早就起了床 ，不顾暑

热，特意穿上老式军装。”参与采访的马

继强记得，考虑到老兵的身体，那天他

们原计划安排 1 个小时的采访，没想到

老兵滔滔不绝，从十几岁参军说起，一

讲就是近 3 个小时。

2022 年底，有关纵兆海的报道在安

徽广播电视台播出。工作人员联系他

的家人，准备将视频送去，却得到老人

刚刚去世的消息。那段唯一一次记录

纵兆海战斗故事的采访视频，成为他最

后的影像。

与纵兆海情况相似的，还有亳州抗

战老兵成秀亭。2022 年 9 月接受采访

时，这位 101 岁高龄的老兵还能兴致勃

勃地讲起自己参加游击战的经历。“一

个月打 20 多场仗，一两天就打一回，但

也不是多大的战斗……”老兵的话犹在

耳畔，年底再去看望，工作人员却获悉

成秀亭已经去世。

“我们采访的 10 位抗战老兵，不到

半年就有 3 位去世，这让大家的心情很

沉重。”参与采访的工作人员不约而同

感到——“再不抢救记录，也许就没有

机会了！”

在紧锣密鼓筹划下，2023 年 1 月，

来自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安徽广播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组成一支口述历史

采访团队。在前期采访 10 位抗战老兵

的基础上，团队成员在全省范围内寻访

更多老兵，记录他们的战斗故事，留下

珍贵的影像资料。

“不仅是记录，更
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采访团队成员胡锦安，是一位 29 岁

的年轻人。坐在老兵身边，看着他们绘

声绘色讲起战斗故事的模样，她有时会

感到恍惚：“那种感觉，就好像看着同龄

人走向战场。”

说起 96 岁的抗战老兵张翻身，胡锦

安记忆犹新——

“上啊！冲啊！不知道害怕，只想

着消灭小鬼子！”张翻身面对镜头，说起

自己拿着大刀冲锋陷阵的情景时，胡锦

安觉得自己“瞬间就被一股凛然的英雄

气包围了”。

可提到自己因作战英勇，分到第一

件“热兵器”——一颗手榴弹时，张翻身

话锋一转：“这可是宝贝，当时高兴得不

知道怎么好，走到哪里都带着，每天摸

一摸，就怕丢了……”胡锦安又第一次

感觉到，“英雄离我们一点也不远，率真

可爱”。

和胡锦安一样，寻访老兵过程中那

些“意料之外”的发现，让采访团队的成

员们对这份工作产生更深一层的认识，

“与老兵‘相遇’，是一场幸福的‘双向奔

赴’。这个过程不仅是记录，更是一次

精神的洗礼。”

提起今年 1 月去世的新四军老兵谢

芹，采访团队成员黄亚明红了眼眶。采

访前，黄亚明在脑海中想象着谢芹的形

象：“毕竟是上过战场杀过敌的，眼神中

或多或少都会有杀气吧。”可真正见到

老兵时，慈祥、温和的笑容，让黄亚明如

沐春风。

黄亚明说，老兵谢芹走上战场时，

他 英 勇 无 畏 杀 敌 ，走 下 战 场 后 他 仍 旧

怀揣着一颗纯净如初的心。“我是共产

党 员 ，没 有 党 就 没 有 我 的 今 天 。 现 在

我 有 这 个 条 件 ，为 什 么 不 支 援 人 家

呢？”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谢芹 ，

多 年 来 坚 持 捐 资 助 学 。 2019 年 ，他 将

自己节衣缩食积攒的 15 万元，全部捐

给家乡小学。2021 年，谢芹获评“中国

好人”。

与 采 访 团 队 的 许 多 成 员 交 流 ，不

少 人 向 笔 者 提 起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常 国

治 。 96 岁 的 常 国 治 是 特 级 英 雄 黄 继

光 的 战 友 ，亲 眼 目 睹 黄 继 光 舍 身 堵 枪

眼 的 全 过 程 。 1955 年 因 伤 复 员 回 乡

后 ，常 国 治 婉 拒 了 安 置 到 县 公 安 局 工

作 的 机 会 ，主 动 申 请 来 到 地 处 偏 远 的

小 学 ，成 为 一 名 乡 村 教 师 。 在 课 堂

上 ，常 国 治 时 常 流 着 眼 泪 讲 读 课 文

《黄继光》，却很少向孩子们提起自己

在 战 场 上 腰 椎 受 伤 、臀 部 中 弹 ，牙 齿

掉了 5 颗，一块弹片扎进左眼眶，至今

未能取出。

1982 年 ，退 休 后 的 常 国 治 本 可 以

安 享 晚 年 ，在 了 解 到 组 织 有 需 要 后 ，

又 先 后 到 3 所 乡 村 小 学 任 教 多 年 ，直

到 身 体 因 病 无 法 坚 持 ，才 离 开 教 学 岗

位。

“每一位老兵都是一个精神坐标。

采访的老兵越多，我们心里越有一种充

盈与富足。”马继强动情地说。

“记录之外，我们
还能做些什么”

70 年 后 ，刘 竹 林 烈 士 身 穿 志 愿 军

军 装 的 一 张 照 片 ，终 于 回 到 他 的 家 人

手 中 。 2023 年 6 月 ，当 采 访 团 队 的 成

员们将刘竹林烈士的照片交到他的侄

子 刘 战 胜 手 中 时 ，这 位 老 人 的 手 微 微

颤抖。

“ 我 们 原 来 只 知 道 三 叔 牺 牲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但 一 直 不 知 道 他 因 何 牺

牲、葬在哪里。齐叔叔这么一说，可算

弄明白了！”对于老兵齐家义 ，刘战胜

充满感激。

91 岁 的 齐 家 义 ，是 采 访 团 队 2023

年 2 月在安徽省黄山市采访拍摄的一位

老兵。采访结束时，齐家义拿出一张黑

白照片：“这是我的战友刘竹林，你们能

不能帮忙找找他的家人……”

刘 竹 林 是 为 了 保 护 齐 家 义 牺 牲

的。1953 年 2 月 9 日，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卫生员齐家义跟随卫生队队长刘竹

林和师部一位毛护士长，连夜乘车返回

驻地。为了保护年纪较小的齐家义，刘

竹林和毛护士长让他坐在中间。通过

封锁线时，敌机丢下数枚炸弹，刘竹林

当场牺牲，毛护士长也负了重伤，因来

不及抢救也牺牲了。

“队长曾送给我一张军装照。”刘竹

林牺牲后，齐家义将那张照片珍藏了整

整 70 年，时常看着看着就流眼泪。他的

心愿，就是能把队长的照片，交给他的

亲属。

采 访 团 队 的 成 员 们 迅 即 展 开 寻

找。在多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

下，4 个月后，他们终于在河北省沧州市

找到刘竹林烈士的亲属。

“记录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一位采访团队成员告诉笔者，采访拍摄

老兵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带着这样的思

考。大家商议后达成共识，“追光”的同

时，要为更多老兵“圆梦”。

截至目前，采访团队已帮助 8 位老

兵与老战友“重逢”，为 6 位烈士找到亲

人，为许多高龄老兵实现拍摄军装照的

心愿。

据介绍，通过电视传播的同时，采

访团队还将拍摄的视频资料制作成 800

余条短视频，在新媒体平台发布。随着

一个个老兵故事的广泛传播，这些不能

忘却的记忆，化作穿透历史的光，照进

江淮儿女的心里。

图①至图④依次为抗战老兵张翻

身、抗战老兵谢芹（已故）、抗美援朝老

兵常国治、抗美援朝老兵齐家义。

图⑤：采访团队成员采访抗美援朝

老兵潘光辉（左）。

图⑥：采访团队成员采访抗战老兵

丁光胜（右）。

供图：胡锦安、倪国初

制图：扈 硕

安徽省一支口述历史采访团队为140余位老兵记录军旅岁月—

致敬无悔的“战斗青春”
■娄 程 梅良仿

安徽广播电视台记者马继强的

手机里，保存着这样一条微信——

“小马，这些天我时常想到你，

可惜当时咱们没有拍一张合影。

你还那样忙吗？祝你工作顺利。

合适的话，请把你给我拍的照片以

及你的照片发一两张给我，做个纪

念吧……”

微信发自 91 岁抗美援朝老兵

刘福安。2023 年 1月，安徽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安徽广播电视台抽调

力量，以“勋章”为名组成一支口述

历史采访团队。作为采访团队的

成员，2023 年 9 月，马继强来到刘

福安家中，聆听老兵的讲述。那

天，镜头前的刘福安侃侃而谈，两

三个小时，“话匣子一打开，关都关

不住”。

马继强本想等视频剪辑完成

后，再送给刘福安保存，没想到老兵

先发来微信。他赶忙整理照片资

料，精选了一些给老兵发过去。

刘福安是这支采访团队拍摄的

第 42位老兵。像他一样，许多老兵

在采访中有过相似的表达：我们年

纪大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你们来

得正是时候……

为了打开更多老兵的“记忆宝

盒”，聆听他们“掏心窝子的话”，采

访团队加快了拍摄脚步，走近 140

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

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用光影记录

下他们的“战斗青春”。

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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