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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山东省威海市档案馆里，保存着一

本巴掌大小的军用号谱。号谱封面已

经磨损，翻开泛黄的内页，一段段五线

谱跃然眼前。每一段乐谱都代表一道

命令，如集结、上课、冲锋、挖壕沟……

初冬时节，笔者在威海市一栋居民

楼里，见到这本号谱曾经的主人——94

岁 老 兵 丛 培 昌 。 在 66 年 的 时 光 里 ，老

兵一直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本“声音情

报”。

1947 年，16 岁的丛培昌离开学校，

入 伍 来 到 华 东 野 战 军 第 13 纵 队 37 师

109 团。由于作战勇敢，又有一定文化

基础，入伍不久他被选中担任司号员。

在班长手把手的指导下，丛培昌勤奋练

习，3 个月里将各类号谱掌握得滚瓜烂

熟。后来，班长调到其他部队，临行前将

全团唯一一本军用号谱交给他。“这是党

和部队的秘密，要妥善保存，丢了性命都

不能丢了它。”带着班长的叮嘱，丛培昌

将号谱细心地用纸包好，放进贴身口袋，

从不离身。

“吹军号看起来神气，可在战场上，

号 声 在 哪 儿 响 ，敌 人 的 子 弹 就 往 哪 儿

飞，是很危险的岗位……”采访中，丛培

昌回忆起莱阳战役中的一场战斗。当

时，因前期侦察有误，丛培昌所在团对

敌人兵力情况出现误判。面对数倍于

己的敌人，团长紧急命令丛培昌用军号

向上级发出信号，请求支援。枪林弹雨

中，丛培昌几个箭步冲上地势较高的区

域，使足了劲儿吹响军号。嘹亮的号声

响彻战场，支援部队很快赶来，战斗取

得胜利。那一仗，一颗子弹打断丛培昌

的腰带，划伤他的腹部，还有一颗子弹

击中他的脚，所幸只是皮肉受伤，没有

伤到骨头。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不是每一次都

这样幸运。1948 年济南战役，丛培昌双

腿均被子弹击中。由于战地医院条件有

限，缺少必要的药物，丛培昌的伤口出现

严重感染，生命危在旦夕。在组织关怀

下，丛培昌几经辗转救治，终于保住性

命。然而，由于治疗期间部队南下，他没

能交回号谱，后来因双腿落下残疾转业

回到地方。

“从那时起，这本号谱成了我心里的

一个秘密。”丛培昌说，转业到地方工作

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把号谱锁在办公室

抽屉里，1993 年离休后，又锁到家中书

桌抽屉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丛培昌

希望能给号谱找一个安全的“新家”。丛

培昌的女儿说，父亲组织家庭会议，让家

人帮忙联系有关部门时，他们才知道了

父亲的秘密，“以前从未听他提起过”。

经多方联系，2013 年初，丛培昌将

珍藏了 66 年的号谱转交给威海市有关

单位。“这么多年过去，我的任务终于圆

满完成了！”谈起当时的心情，丛培昌直

言“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感”。

今年初，有关单位经研究，认为该号

谱已过保密期，考虑到它在红色史料研

究和红色教育方面的价值，将其移交至

威海市档案馆。据介绍，今年以来，已有

数批中小学生、部队官兵前往威海市档

案馆，参观该号谱及其他馆藏红色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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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前，一个年轻的政党带领一支

年轻的军队，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远

征。闯过围追堵截，走过万水千山……

那场史诗般壮丽的伟大远征，由一位位

衣衫褴褛、赤脚光臂的红军将士，用走

不烂的“铁脚板”、压不弯的“铁脊梁”铸

就。走近那场远征的亲历者，挖掘他们

的口述资料，对研究那段历史十分重

要。

作为红军的后代、老兵的女儿、一

名历史教师，我对长征有着特殊的情

感。自 2004 年暑假起，我背起行囊，15
次重走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

面军、红 25 军走过的长征路，在茫茫人

海中寻访健在的老红军。

今 年 是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出 发 90 周

年。10月下旬，在有关单位举办的上海

高校大学生新党员示范培训班上，我应

邀走上讲台，给来自 40 多所高校的 100
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新党员，讲述

多年来收集整理的长征故事。

（一）

我寻访过的老红军，大多已经故

去。今天的我们，珍藏和聆听的是他们

的故事，但于老红军而言，那是皑皑白

雪不能遮盖、岁月流水无法涤去的刻骨

记忆。

——一把野菜谁先尝。张敏，四川

平昌人，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看护员，11
岁踏上长征路。让张敏记忆犹新的，不

只是行军路上敌人的围追堵截，还有饥

饿和疾病的折磨。他说：“我们进入茫

茫草地时，每人只带三五斤青稞麦，磨

成粉装在干粮袋里。吃完后饿极了，大

家就把马粪、骡粪放到水里淘洗，把没

有消化的粮食淘出来，囫囵吞咽下去。

草地里有各种野菜，但不清楚哪些可以

吃，哪些有毒不能吃。部队成立试吃

组，我也报名参加。班长对我说，小鬼

一边去，参加试吃组有条件，必须是共

产党员，有没有毒，党员先尝。有的战

友试吃，付出了生命，我想起他们就很

难过……”

——两个兄弟战沙场。袁崑，江西

于都人，红五军团 13 师 37 团机枪连排

长，15 岁时与弟弟袁国泉一起参加红

军，19 岁参加长征。袁崑见到我，开口

就问：“你是党员吧，入党誓词背得出

吗？”不等我回答，他已背起当年的入党

誓词——“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

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他

语速很快，坚定地说：“永远跟党走，是

我一生坚守的信念。”

参加红军后，袁崑先后参加五次

反“围剿 ”，在战斗中两次受伤 ，被炮

弹炸伤右腿，被弹片刺穿左手掌。第

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袁崑随部队踏

上 长 征 路 。 他 回 忆 道 ：“ 部 队 过 了 金

沙 江 ，来 到 四 川 会 理 。 我 到 城 外 侦

察 ，突 然 看 见 被 分 到 红 三 军 团 的 弟

弟 。 参 军 后 我 们 兄 弟 俩 一 直 没 见 过

面 ，此 时 相 遇 ，禁 不 住 热 泪 长 流 。 没

想 到 ，就 在 当 晚 的 攻 城 战 斗 中 ，弟 弟

牺牲了。我擦干眼泪继续战斗，不久

后在攻打天全时腿部负伤，被组织安

排在老乡家养伤。伤势好转后，听说

红 军 南 下 ，我 一 瘸 一 拐 向 雪 山 进 发 ，

找到了队伍。”

——三发子弹打一仗。钟明，江西

于都人，红三军团卫生队班长，18 岁参

加长征。他告诉我，部队除粮食紧缺

外，弹药和医药也极其匮乏。有时一场

战斗只发 3 发子弹，还要留 1 发子弹备

用，打一枪，往前冲，接近敌人时再打一

枪，然后就是肉搏。

我看到钟明的头部有凹陷的疤痕，

他说那是一场战斗的“纪念”：“我们往山

下冲锋时，子弹从我左眼角飞进、头顶钻

出。伤势严重，只有做手术才有一线生

机。当时没有麻药，我咬紧牙关忍着剧

痛让军医做了手术，几次生命垂危，终于

还是活了下来。”

——四送毛毯永难忘。贾本维，

四川渠县人，红四方面军第 4 军 11 师

31 团战士，20 岁参加长征。拜访贾本

维时，他讲起 4 次转送一条毛毯的故

事：“百丈关战役期间，我在给阵地送

通知归队的路上，遇到敌人伏击。机

枪一阵扫射，我的左手、左腰部和左腿

都负了伤，只能咬着牙、拖着枪，爬回

部队。团长前来看望，要将他唯一的

一条毛毯送给我。我知道，毛毯是组

织上送给上级首长的，上级首长又送

给团长。团长平时都不舍得用，这时

要拿出来送给我，我坚持不肯收。直

到团长严肃地说‘这是命令’，我才收

下了毛毯。 1936 年 10 月，在甘肃打拉

池的一场战斗中，我所在营教导员英

勇牺牲。安葬教导员时，见战友找来

一块门板，我毫不犹豫将毛毯垫在门

板上。天气冷，我希望这条毛毯能给

教导员‘取取暖’。”

——五十坎坷心向党。王泉媛，江

西吉安人，中央红军女战士、红军西路

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21 岁参加长

征。1937 年，她随西路军与敌人在祁连

山激战，部队损失惨重。“撤到马场滩、

康隆寺一带，部队决定转移，我带领妇

女抗日先锋团与敌人周旋时不幸被俘，

身陷囹圄。成功脱险后，我与部队失去

联系，多方寻找组织未能如愿。当红军

身份得到确认时，我已经 70多岁了。”王

泉媛感慨地说。

苦难，几乎是王泉媛生命的全部，

我想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的话掷地有

声：“还是那句话，生是党的人，死是党

的鬼！”

王泉媛知道我是历史教师，叮嘱

道：“要把长征故事告诉学生，让长征精

神发扬光大！”“报告团长 ，我会努力

的！”我情不自禁向她敬了一个礼。没

想到，她立刻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

一刻，我仿佛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红军

女战士，不禁潸然泪下……

讲座中，我还跟学生们谈及重走

长 征 路 的 感 受 。 在 路 旁 ，在 山 腰 ，在

陵 园 ，我 和 伙 伴 一 路 前 行 ，祭 扫 了 数

不清的无名红军烈士墓。沉默的墓，

一 座 又 一 座 ，一 排 又 一 排 ，就 那 样 缓

缓列队 ，“延伸 ”到延河之畔、宝塔山

下……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共

同的名字叫红军！墓碑上的五角星，与

天上的星星相辉映。”我这样说。

（二）

台上，我心怀崇敬，站立着讲；台

下，一张张青春的面庞，注视着大屏幕，

静静地听。

看着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我不禁在

想：时隔 90 年，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

春风里”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新

党员，这些未来的栋梁之才，是怎样看

待长征的呢？历史的隆隆回声，会在

“后浪”心海里激起怎样的涟漪？

仰望长征，热血澎湃。讲座结束

后 ，一 些 学 生 围 着 我 ，讲 着 他 们 的 感

受。一位上海交通大学的男学生对我

说：“以前从书本上读过这段历史，听

了讲座，觉得历史如此鲜活，仿佛红军

的身影就在自己身边闪耀。”一位女生

抹着眼泪说：“老师，红军将士是在借

您的口讲述他们的传奇，我想跟您照

张相。”

报告厅里，还准备了一块留言板，

许多学生自发留言，红、黄、蓝三色留言

纸贴得密密麻麻。走近细读，字迹工

整，十分悦目。

有的学生写下心灵的触动——

“长征，一条令人动容又有力量的路，

红军将士走了两万五千里，邓老师一次次

重走他们走过的路，这不仅是对历史的铭

记，也是对红军将士情感的寄送。”

“听了讲座，我对长征是‘绝处求生’

有了更深的理解。老红军的故事深深打

动了我，好几次让我热泪盈眶……”

有 的 学 生 写 下 对 长 征 精 神 的 理

解——

“作为一名退役女兵，我对红军奶

奶王泉媛的故事印象深刻。每一代人

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要赓续长征

精神，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与邓老师一同穿越历史时空，备

受感动。长征精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传承。”

还 有 学 生 用 诗 歌 般 的 语 言 写 下

憧憬——

“英雄壮志真如铁，雄关越了又重

越。又重越，铁兵钢脊，红军碧血。”

“锤镰旗艳血犹热，举起右手是新

颜。请前辈放心，作为大学生新党员，

我们会追逐你们的脚步，为崇高理想矢

志奋斗。”

（三）

这次讲座，我的学生杨柳青也来到

现场，分享她与我同走红 25 军长征路

的体会，讲述组建志愿服务队的故事。

多年来，杨柳青坚持为江西、湖北、云南

等地的学生捐赠书籍、文具，把爱心源

源不断播撒在红军走过的地方。

这一次，杨柳青为每位学生带来

小 红 军 钥 匙 圈 和 明 信 片 ，受 到 欢 迎 。

今年 10 月 22 日，是红军三大主力胜利

会师 88 周年纪念日。明信片上的邮

戳，有“长征”字样和“2024 年 10 月 22
日”的日期。

讲座结束后，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些

留言纸一张一张取下、叠好，放进我带

到现场、存放着松潘草地青稞麦标本的

文件袋里，一起珍藏。

“ 抬 起 头 来 ，每 一 颗 星 星 都 在 看

着 我 们 。”我 在 讲 述 时 曾 对 学 生 发 出

这样的感叹。我想，老红军们一定能

听到这群大学生新党员最真挚的“青

春回应”。

图①至图⑤依次为已经离世的老

红军张敏、袁崑、钟明、贾本维、王泉媛。

图⑥：讲座现场的留言板。

图⑦：邓玉平（第一排右二）与大学

生新党员合影留念。 作者供图

制图：扈 硕

20年来，红军后代邓玉平 15次重走长征路，拜访了 300多位老红军。当她走上
讲台，向一群大学生新党员讲起红军长征故事，会得到怎样的“青春回应”？近日，
邓玉平为本版撰文—

仰望长征，热血澎湃
■邓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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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网泰兴市供电公司抢修班，有

一份班组成员人人熟悉的电力设施网

络图。一图在手，就能清楚江苏省泰兴

市城区每一个配电变压器和电闸开关

的位置，抢修作业时第一时间就能知道

从哪里下手。

这份图，也被称为抢修班的“作战

图”。牵头绘制者，正是一名退役军人，

名叫张强。1998 年，国网泰兴市供电公

司抢修班刚刚成立，为了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抢修，第一任班长张强带领班组成

员，走遍泰兴城区 420 个点位，手绘出

“电力作战草图”，后来根据城市电网改

造情况利用计算机进行动态修改，将现

场的线路、设备通过 GPS 精确定位，标

注到图库中。如此一来，他们到达抢修

现场的速度，远远快于国网公司规定的

标准。

“有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自从

1987 年入伍后成为一名武警战士，这句

话就成为张强的人生信念。当兵 3 年，

张强历经几番“魔鬼训练”，各项考核全

部达到优秀，还作为单位散打团体项目

的主力队员，获得武警部队散打比赛第

二名。

1990 年，张强退役后被安置到泰兴

市供电局（现国网泰兴市供电公司）城

区供电所装表接电班。“跨界转行”，从

零起步的张强跟在师傅后面仔细看、认

真学，回到家捧着《电工基础》等专业书

籍一啃就到大半夜。工作之余，他一有

空就在安装板上装了拆、拆了装，苦练

基本功。

在部队经历的“魔鬼训练”，给张强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冬天低温作业，

导 线 变 硬 ，别 人 要 费 很 长 时 间 才 能 捋

直，张强一手抓住线头，另一只手用力

一抽，导线瞬间笔直；爬电杆抢修，别人

一天爬两三根，张强能爬十多根……凭

着一股不服输、不言弃的劲头，张强在

国网江苏电力组织的技能竞赛中被评

为“优秀选手”，通过考核成为国网泰兴

市供电公司第一个获得高级技师职称

的员工。他在退役后的每一步，依然走

出了军人永争第一的气势。

在部队时，张强散打功夫出色，但

为了集体荣誉，他放弃单打，参加团体

比赛。从那时起，他就将集体荣誉放在

第一位。

“一个团队要有集体荣誉感，要团

结得像一个人。”每次抢修作业回来，张

强总是反复琢磨事故特点和抢修要点，

组织班组成员进行讨论交流，研究提升

故障处理效率的办法，叫响“拉得出，打

得响，个个是好样，并肩作战本领强”的

团队口号。

2008 年，国网泰兴市供电公司成立

“张强劳模创新工作室”。张强不负众

望，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时，便发挥团队

优势，选定课题立项攻关，研究可靠高

效的解决办法，合成纤维牵引绳架、分

支箱专用验电箱等一个又一个创新成

果相继出炉。

既是电力系统的“大工匠”，也是群

众身边的“热心肠”。去年，曾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中国好人”、江苏

省道德模范的张强，当选第十四届全国

人大代表。翻开张强的履职笔记本，14

个字工整地写在扉页上：别忘了自己是

谁，记得自己为了谁。

作为一名在基层一线工作的人大

代 表 ，张 强 对 群 众 的 急 难 愁 盼 感 同 身

受 ，尤 其 关 注 老 年 人 和 退 役 军 人 群

体。泰兴市虹桥镇祥福社区的 500 多

户居民，60 岁以上的老人占到 40%。张

强 在 走 访 时 发 现 ，社 区 里 几 户 失 能 老

人 家 庭 家 中 电 气 线 路 老 化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 通 过 线 路 改 造 ，问 题 第 一 时 间

得 到 解 决 ，但 要 彻 底 消 除 老 旧 小 区 线

路 老 化 带 来 的 隐 患 ，张 强 意 识 到 还 要

从 管 理 入 手 。 他 同 国 网 江 苏 电 力“ 共

产党员服务队”一起，梳理老旧小区线

路 老 化 电 网 安 全 管 理 存 在 的 问 题 ，并

制 订 解 决 方 案 ，积 极 向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提 出 建 议 。 他 还 根 据 调 研 情 况 ，在 全

国 两 会 上 提 交 了 关 于 改 造 老 旧 小 区 、

打 造 颐 养 小 区 的 建 议 ，希 望 为 老 年 人

创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 我 发 自 内 心 觉 得 ，能 够 帮 助 他

人 ，能够为人民服务 ，是一件很快乐、

很幸福的事。”张强保存着一个老式寻

呼 机 ，那 是 他 从 装 表 接 电 班 一 位 老 班

长手中“继承”来的，“当时，大家有需

要 会 通 过 寻 呼 机 找 老 班 长 ，老 班 长 总

能想办法及时解决，是名副其实的‘一

呼就灵’。”

张 强 记 得 ，老 班 长 告 诉 他 ：“ 都 说

‘人民电业为人民’，呼你的人满意了，

你才算完成工作。一两次很容易，一直

坚持下去很难。你当过兵，更能理解其

中的含义。”

如今，寻呼机不再使用，但老班长

的叮嘱，张强和同事们一直记在心间。

全国人大代表张强——

电力“大工匠”，有副“热心肠”
■徐鑫赟 本报特约记者 李弘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