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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

人的歌谣……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

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

杀敌的好战场……”

左手按弦，右手弹拨。山东省枣庄

市 73 岁 的 市 民 潘 福 安 抱 着 一 把 土 琵

琶，坐在铁道游击队展览馆前的绿荫

下，即兴弹唱起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

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歌声、笑声、嬉戏声，在东湖公园的

一隅回荡。曲终，潘福安向笔者说道：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人们到这里看

看历史，会更了解今天的幸福生活从何

而来。”

潘福安是红色曲艺爱好者，也是铁

道游击队展览馆的创始人。

“那时候，铁道游击队可是战功赫

赫，打死了很多鬼子。”潘福安说，抗战

时期，津浦路鲁南段和临（城）枣（庄）线

从枣庄穿过，借助有山有水、能攻善守

的地理优势，铁道游击队在铁路沿线破

坏敌人后勤补给，并将截获的武器、弹

药、布匹、医药等重要物资送往根据地，

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

潘福安是一名退休工程师。他是

如何与铁道游击队结缘的呢？这要从

他的一段经历说起。

1989 年，潘福安到外地出差。当时

旅馆房间里还住着另外一位客人。在

得知潘福安是枣庄人后，客人问道：“您

是枣庄人，可知道铁道游击队？那段历

史是真的吗？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面

的故事是不是杜撰的？”

听到这番话，打小听着铁道游击队

故事长大的潘福安，心里很不是滋味。

“都是老一辈经历的事，我身边还有许

多老游击队员和他们的后代，那些故事

怎么会是杜撰的呢？”尽管潘福安心里

堵得慌，可他当时并不能给出直接的证

明。出差结束后，他便萌发了收集铁道

游击队物证史料的念头。

到党史军史馆查阅资料、寻访铁道

游击队队员及其亲属、从民间收集有关

历史物件……随后的 10 年间，潘福安

一有空闲便去寻访、查证。后来他走遍

十余个省市，收集到不少可靠的物证史

料，并渐渐萌生了办展的想法。

“尽管我是因为有些意难平才开始

收集铁道游击队物证史料的，但从那件

事可以看出，有一些人并不了解我们的

革命历史，我应该大力宣传弘扬英雄事

迹和精神。”后来，潘福安做了一件让亲

朋好友都不理解的事：他把自己的房产

作抵押，贷款制作了 148 块宣传铁道游

击队历史的展板。平时一有时间，他就

骑自行车带上几块展板去公园、学校等

场所展示。

2000 年，潘福安向当地民政局申请

成立铁道游击队展览馆，获得批准。由

于个人力量有限，没有足够的资金建

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铁道游击队

展览馆是“有展无馆”，但这并没有影响

潘福安宣扬铁道游击队历史的热情。

他的记事本上记载，刚开始的七八年

间，他一共到全国各地进行了 200 多场

次义展。

随着巡回展览的增多，潘福安的事

迹被更多人知晓，政府、社会团体和许

多热心人士给他提供了帮助和支持。

特别是 2008 年，郑惕将军（曾担任铁道

游击队政委）的夫人李慧琴，把一些有

关铁道游击队的纪念品捐赠给他。这

对潘福安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看着那些物品，我当时激动得差

点说不出话来。”潘福安回忆说，随着展

品的丰富，一些大的纪念馆和展览馆开

始联系他借展品展示。每一次，他都欣

然应允。他说：“这些馆去的人多，能让

更多人了解铁道游击队，这正是我希望

的，何乐而不为？”

话虽如此，可潘福安心里还是期盼

着，能早日有个真正的展览馆。

2014 年，枣庄市市中区有关部门的

工作人员敲开了潘福安家的门，征求他

意见：“愿不愿意在枣庄全民健身中心（东

湖公园）的中兴阁地上一层建设铁道游

击队展览馆？”潘福安喜出望外，随即答

应，并承诺永久免费对外开放。自此，铁

道游击队展览馆终于有了“安家”之处。

而今，铁道游击队展览馆已成为中

国红色旅游一百个精品经典景点，每年

接待不少国内外游客。2024 年，潘福安

还联合专家学者集体创作《英雄枣庄的

红色印迹》，被当地宣传部门列为青少

年爱国主义教材。

“能为铁道游击队建一座馆，我感

到很值得，也很欣慰。”潘福安说，“抗战

时期，铁道游击队把这片土地当成杀敌

的好战场。如今，历史记忆保留在此，

这是我们学习党史军史的好课堂。”

传唱那动人的歌谣
——记铁道游击队展览馆创办者潘福安

■吴 杰 焦 阳 宫鲁迅

花海，英雄，人群，在这里相遇。

近日，一年一度的海棠花节，在天

津市和平区五大道景区举办。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漫步花海，拍照打卡，追

逐嬉戏，享受着这座滨海城市的秀美

风光。

车 水 马 龙 的 街 道 旁 ，“ 共 和 国 勋

章 ”获 得 者 、战 斗 英 雄 黄 宗 德 事 迹 宣

传栏格外醒目。不远处，一支身着迷

彩的民兵巡逻分队在认真执勤。

五大道街道武装部部长杨建超告

诉记者，“铸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

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中，天津警备区

党委号召全市武装工作人员向黄宗德

同志学习，学习他初心不改、许党报国

的政治品格，铁骨不屈、敢打必胜的战

斗品质，斗志不坠、赓续传统的奋斗品

行，不断为开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

建设新局面贡献力量。

“ 你 要 问 我 ，黄 老 身 上 的 哪 些 品

质最让我敬佩，我想是他坚韧不拔的

革 命 意 志 。”青 年 民 兵 张 鹤 艺 连 续 多

日 投 入 海 棠 花 节 的 执 勤 、讲 解 工 作 ，

常 常 累 得 口 干 舌 燥 、腿 膝 酸 疼 ，但 没

有任何怨言。

她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黄老

和 战 友 执 行 潜 伏 任 务 。 当 时 正 值 夏

季，潮湿闷热，潜伏几天后，他和战友

们 的 身 上 都 生 出 了 脓 疮 。 为 了 不 暴

露 目 标 ，他 们 饿 了 就 吃 被 雨 水 浸 过

的 炒 面 ，渴 了 就 喝 附 近 泥 坑 里 的 积

水 …… 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到发起

总攻。”

深化教育实践活动中，警备区党

委就学习黄宗德英雄事迹专门作出部

署安排，先后 4 次组织军地报告会，还

成立宣讲团，深入党政机关、社区、院

校巡回宣讲，把黄宗德的感人事迹牢

牢印刻在广大津门民兵的脑海之中。

张鹤艺说：“革命前辈所面临的形

势和任务，比我们要艰苦、复杂得多。

他们的精神如同火炬，感召着我们、激

励着我们、指引着我们。”

“干事业就是要有舍我其谁的精

神 ，黄 老 身 上 就 有 这 股 劲 。”红 桥 区

咸 阳 北 路 街 道 武 装 部 组 织 学 习 黄 宗

德 英 雄 事 迹 心 得 分 享 会 ，街 道 民 兵

围 绕 学 习 感 悟 和 岗 位 职 责 进 行 深 入

交流。

退役军人、民兵应急骨干纪飞说：

“我曾服役于黄老所在的干休所。他

曾跟我们讲：‘哪天我身体不行了，不

要 抢 救 我 ，我 不 能 再 为 社 会 作 贡 献 ，

就给国家省点医疗资源吧。’可见，黄

老 始 终 把 党 和 人 民 的 利 益 放 在 最 高

位置。”

天津警备区领导介绍，结合民兵

寓兵于民的特点，他们在民兵思想政

治教育中整合军地资源，深入挖掘和

宣传黄宗德英雄事迹，并借助网络教

育阵地，开设有关专栏，还着力打造一

批以黄宗德英雄事迹为主要素材的文

艺节目，让宣传教育活动更接地气、更

入人心。

“无人机分队立即对目标空域实

施电磁干扰，水下探测分队释放无人

潜航器……”近日，一场以实战为背景

的应急处置训练在渤海湾畔展开。火

热的练兵场上，一批批高素质专业民

兵表现亮眼。

在与记者交流时，操控无人潜航

器的青年民兵林毅谈道：“革命战争年

代我军武器装备落后，但黄宗德等革

命前辈没有丝毫畏惧，他们以‘钢少气

多’力克‘钢多气少’，最终战胜了武装

到牙齿的强大敌人。如今，我们的装

备和技术好多了，但是敢打必胜的精

神不能丢，我们要争做后备尖兵，做到

钢更多、气更盈、骨更硬，更好地守护

祖国的大好河山。”

“忘却功名隐尘世，荣耀静藏；初

心不改传血脉，薪火飞扬……”一首以

黄 宗 德 英 雄 事 迹 为 素 材 创 作 的 歌 曲

《岁月英雄颂》，如今在津门大地传唱

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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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湖南省新化县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深入田间地头助力结对帮扶村村民插秧。 刘杏梅摄

5 月 8 日，天津警备区组织新入队民兵学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英

雄事迹。 修鹏辉摄

雨后清晨，峡江之畔的湖北宜昌泛

起薄雾。沿着一条青石板街道，伍家岗

区八一路社区老兵徐廷荣背着理发包，

来到 83 岁退休工人张汉生的家中。

7 年前，考虑到社区伤残军人、高龄

老人出门不方便，徐廷荣自学理发技

能，还成立“老兵爱心理发屋”，发动志

愿者一起为他们提供公益服务。前几

天，张汉生打来电话，预约今天早上理

发。徐廷荣如约来到他的家中。

“还 是 老 发 型？”两 位 老 友 相 识 多

年，简单寒暄过后，徐廷荣便拿出推子

和剪子，给张汉生理起发来。

像徐廷荣这样的退役军人，八一路

社区还有不少。社区党委书记胡文凤

说，社区老兵普遍作风正、形象好、心肠

热，为建设和谐社区出了不少力。

“你瞧，那个文化广场就是‘老兵志

愿服务队’帮着修建的。”五一小区居民

宗靖向笔者介绍，“以前，文化广场那个

地方是个废弃的篮球场，设施老化，很少

有人光顾。现在，环境好了，地方也宽敞

了，吃完晚饭，大家都愿意来这里活动。”

“之前，不是小区不想改造，而是对

建什么、怎么建意见不统一。”宗靖说，

2023 年，许多老兵加入小区业委会。他

们积极同物业、居民代表沟通协商，确

定了建设文化广场的方案。后来，为把

文化广场建成小区地标性建筑，老兵们

还请来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彩绘社

团、发动小区“老兵志愿服务队”对地

面、墙体进行彩绘。

“社区老兵正能量满满，让孩子跟

着他们学习，能树立正确的三观。”李娟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自从社区建起国防

教育课堂和红色教育“八一班”，她有了

托管孩子的好地方。

退役军人、红色教育“八一班”班长

李相刚告诉笔者，2018 年，社区了解到

一些居民因工作原因存在孩子看护难

的问题，便依托“社区—小区—楼宇”志

愿服务宣传栏向退役军人发出号召，开

设假期国防教育课堂。

看 到 消 息 ，李 相 刚 报 名 加 入 。 他

说，近年来，社区老兵不仅利用辖区红

色资源开展国防宣讲，还成立红色教育

“八一班”，开展军事夏令营红色研学活

动，赢得许多家长称赞。

“谈起儿时回忆，许多‘80 后’家长

会提到在‘露天影院’看《闪闪的红星》

《小兵张嘎》等红色影片的经历。如今

在我们社区，孩子们也能拥有这种体

验。”社区 49 岁的退役军人杨开军成立

“八一电影放映队”，义务播放革命战争

和军旅题材电影。

“每一场电影，几乎都是满场。军

地联谊时，驻军部队官兵也来观看。”杨

开军说，7 年来，他共为社区播放电影近

百场，观影人数达 2 万余人。

“生活就是柴米油盐，大小的事情

都得处理好，群众才满意。”77 岁的高持

华在东郡 B 区居住多年，对社区情况非

常了解。他说：“比如电动自行车乱停

以及乱拉线充电会影响安全，可总有人

不注意，是吴书记把问题解决了。”

高持华说的“吴书记”就是退役军

人、东郡 B 区党支部书记吴发林。

据悉，东郡 B 区有 1800 多户，居民

电动车有 800 多台。为解决充电安全

问题，吴发林与物业公司协调，争取到

建设充电棚的项目，后又带领党员骨干

与网格员、退役军人一起，挨家挨户宣

讲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知识，让乱停

车、乱拉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家长里短，说道说道，心里就不再

堵得慌。”社区“老徐法律调解工作室”

因客观公正化解许多矛盾纠纷，让退役

军人、工作室创始人徐昆平成为闻名小

区的“调解员”。

徐昆平说：“我们社区被评为‘湖北百

佳社区’‘宜昌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先进

集体’，这就是人和事业兴的生动体现。”

上图：老兵徐廷荣给社区学生讲革

命故事。 陈清清摄

“百佳社区”有群热心老兵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八一路社区退役军人助力社区治理记事

■陈彬烈 覃 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