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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夏树培从农村基层一线正式

退休。儿女们本以为辛苦了一辈子的父亲

可以清闲在家、安享晚年，他却对子女们

说：“人退休了，思想不能退休！人老了，精

神不能老！”

退休后，夏树培一直心系国防，义务守

护海岸沿线的国防设施。他挎包里装着的

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国防工事的巡查情

况，“某工事东南侧有野兔刨土痕迹，已填

埋”“50 米禁取土区发现新车轮印，联系驻

军排查”……

夏 树 培 的 严 谨 作 风 深 深 影 响 了 一 代

又 一 代 射 阳 民 兵 。“ 在 夏 老 的 影 响 下 ，我

们 把 护 管 军 用 设 施 列 入 工 作 重 点 清 单 ，

针 对 本 镇 境 内 的 数 座 军 用 设 施 ，划 分 15

个护管小组，明确护管范围，落实责任制

度，形成管、防、护、修的军用设施维护体

系。”临海镇人武部干事孙海江说，“护管

小 组 定 期 对 军 事 设 施 进 行 检 查 ，发 现 问

题 及 时 解 决 ，确 保 工 事 始 终 处 于 良 好 状

态。”

2008 年，夏树培正式成为双洋小学的

校外辅导员，每逢重要时间节点，他都坚持

走进校园，为孩子们讲述抗美援朝战争、军

民联防的战斗故事，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

“夏爷爷”。

去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夏树培带着

孩子们来到某国防工事点位。掩体墙上，

满是岁月的痕迹。他布满老茧的手指轻轻

抚过墙上的弹痕凹陷，对孩子们说：“当年

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守护这些工事，就是为

了给咱们筑起安全的屏障。”听完他的讲

述，许多学生表示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为保

卫祖国贡献力量。

作为一名有几十年农村生活经验的基

层工作者，夏树培始终关心关注双洋社区

的大小事务，为关心留守儿童、化解邻里矛

盾、宣传农村政策等奔走忙碌。住在身边

的儿女也成了他的“协理员”。

“父亲常说‘一家有难众人帮’，我们

家虽不富裕，但村里谁家有难，他总是倾

力相助。”夏树培的大女儿夏正芹回忆道，

有一年，邻居家的小孩得了重病，急需要

用钱，他们知道夏树培家生活也不宽裕，

就没好意思向他借钱。当夏树培得知邻

居家的困难后，第二天就卖掉家里的猪，

将钱送到邻居手中。

在革命年代舍生忘死、和平时期再立

新功的夏树培，从没有以此向组织提出过

任何要求。这些年来，无论是地方领导还

是部队首长来看望他，询问他工作、生活

上的困难时，他总是说：“我很好，没有什

么困难。”其实，他的老伴 7 年前患上脑梗，

小儿子 5 年前因病瘫痪在床，夏树培总把

“会过去的”几个字挂在嘴边，默默扛起这

个家。夏树培还把自强自立、崇勤尚俭、

严于律己的优秀品德深深地根植在儿女

的心中。

从 朝 鲜 战 场 的 坑 道 到 黄 海 之 滨 的 哨

岗，从讲台上的谆谆教诲到言传身教的家

风传承，夏树培用一生践行“为祖国站好

岗”的誓言。

如今，夕阳西下时，夏树培经常会眺望

远方，那里有他守护过的山河，也有他寄予

厚望的下一代。他说：“只要国家需要，我

这把老骨头还能再上阵！”

薪火相传：永不褪色的精神火炬

图①：夏树培出席全国首届民兵代表

会议的旁听证。 严乾龙摄

图②：1963 年，江苏省盐城军分区颁发

给夏树培的立功证书。 严乾龙摄

图③、⑥：夏树培在射阳县临海镇一国

防工事标志处为当地群众宣讲国防设施保

护政策。 邹德萍摄

图④：2025 年 4 月，夏树培走进射阳县

临海镇民兵训练场分享自己出席全国首届

民兵代表会议的经历。 严乾龙摄

图⑤：2024年 12月，夏树培走进双洋社

区为民兵讲述红色故事。 陈诗雪摄

图⑦：1963 年，双洋大队群众向边防战

士介绍海岸情况。 射阳县人武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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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 为 祖 国 站 好 岗 ”
—九旬老兵夏树培平凡而精彩的人生故事

■严乾龙 贾 凡 本报记者 李弘非

“同志们，今天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
日子。65 年前的今天，在全国首届民兵
代表会议上，我从周总理手中接过毛主席
授予的一支半自动步枪……”

4月 23日，在波涛击岸、海风劲吹的黄
海之滨——江苏省射阳县某民兵训练基地
内，年过九旬的老兵夏树培精神矍铄，站在

高射炮前，深情讲述他与战友们一起浴血
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为新一代民兵
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岁月流转，这位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的老兵，听党话跟党走，扎根基层、默默奉
献，在民兵岗位上建功立业，用实际行动践
行“为祖国站好岗”的铮铮誓言。

1934 年，夏树培出生在江苏盐城。抗

战时期，这里是新四军浴火重生、浴血奋战

之地，也是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

枢，素有“陕北有个延安，苏北有个盐城”的

美誉。这片红色热土上涌现出无数可歌可

泣的英雄事迹，也孕育了夏树培这样在革

命精神熏陶下成长的一代人。

1952 年 2 月，18 岁的夏树培带着保家卫

国的愿望参军入伍。新兵集训中，夏树培

尤为刻苦，每次训练总在背包里偷偷塞进

两块青砖，比别人多跑几圈。此时，部队正

准备入朝作战，夏树培多次提出申请，要求

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最终，夏树培获得批

准，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在硝烟弥漫的抗美

援朝战场上出生入死。

“那时我只有一米六五的个头，部队首

长看我机灵，就安排我当通信员。”就这样，

夏树培穿梭在枪林弹雨之间，传递着一个

个重要的作战命令和军事情报。作为通信

员，他熟记每条坑道的位置和路线，能够在

照明弹划过夜空的瞬间辨别方向。鞋底被

碎石磨穿，脚底的血泡与袜子粘成硬壳，是

“家常便饭”。“我知道自己跑的不是路，是

战友们的生命线。我想只要我跑得再快一

些，就能有更多的战友活下来。”

最难熬的是朝鲜的冬天。在零下 30 摄

氏度的坑道里，墙面结着冰凌，哈气瞬间凝成

白霜。夏树培和战友们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

修工事、挖掩体，用冻裂的双手搬运石块。“几

个要好的战友都牺牲在那个冬天的战斗中。”

讲到这里，夏树培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

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夏树培跟随部队

继 续 驻 扎 在 朝 鲜 ，守 卫 来 之 不 易 的 和 平 。

1955 年 6 月 12 日，在坑道指挥所里，夏树培

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

共产党……”宣誓时，当念到“随时准备牺牲

个人的一切”时，他的声音哽咽。“往后无论

再苦再难，我都要努力建设好新中国，这是

对牺牲战友最好的告慰。”夏树培说。

烽火岁月：鸭绿江边的青春誓言

1958 年春，夏树培带着崭新的退伍证，

响应盐城地委调节劳动力号召，离开建湖老

家，扛着用背包绳捆扎的铺盖卷，踩着没膝

的芦苇走进射阳县临海公社双洋大队。从

一名退伍战士变身为生产队长，夏树培在这

泛着白碱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我从不后悔，

虽然这里条件不如老家，但是我是老兵、党

员，党叫干啥就干啥！”每当谈起这次人生的

重大选择，夏树培都斩钉截铁地回答。

为 能 开 垦 更 多 荒 芜 滩 涂 发 展 粮 棉 生

产，夏树培在临海公社组建首支“青年突击

队”，带领青年民兵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 热 潮 ，而 他 自 己 始 终 冲 锋 在 前 、以 身 示

范。围垦造田时，凛冽的西北风像刀子一

样割着脸，冰冷的海水浸透棉裤，冻成硬邦

邦的“冰裤”。夏树培带头跳进齐腰深的泥

塘，用铁锹挖开板结的海泥，溅起的泥点冻

在睫毛上。有次台风过境，海堤决口，他抄

起麻绳往腰上一系，大喊“会水的跟我来”，

20 余名民兵手挽手组成人墙，在浊浪里奋

战 3 个小时，直到堵住缺口。

在担任双洋大队基干民兵连长及营长

时，他积极组织干部群众与当地驻军搞好

军民联防，从而有了“家家是哨所，人人是

哨兵”的佳话，双洋大队及夏树培也成为盐

城地区军民联防的先进典型。

1960 年 4 月，夏树培光荣出席在北京召

开的全国首届民兵代表会议。会上，国防

部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模范民兵每人

授予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周恩来总理

亲自颁发枪支。

“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时候，我的心

情 异 常 激 动 ，从 周 总 理 手 中 接 过 这 支 枪 ，

我 就 像 抱 着 自 己 的 孩 子 一 样 ，十 分 珍 惜 ，

爱不释手。”时隔 65 年，夏树培对当时授枪

的情景记忆犹新，依然十分激动。“这支枪

不只是一支枪，它代表国家将国防责任托

付给民兵，我当时就决定要一辈子扛起这

份责任。”

一线建功：黄海滩涂的民兵典范

“这一片芦苇荡就是我们当年活捉偷渡

登陆的小股武装匪特的地方……”2 月 18

日，江苏省射阳县临海镇在黄海岸边的“黄

海长城”石碑前，举办了新春“道德讲堂”第

一课。夏树培受邀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在

场的双洋小学学生与民兵听得津津有味。

“我们埋伏在芦苇荡里，潮水没过胸口

都一动不动……”跟随夏树培的回忆，时间

回到 1963 年 10 月 8 日。根据上级通报，当

天将有一股武装匪特乘坐皮划艇在射阳县

大喇叭滩涂一带偷渡登陆。接到县海防指

挥部命令后，夏树培立即动员双洋大队干

部群众紧急行动起来，全力投入搜捕行动。

3000 余 人 的 搜 捕 队 伍 像 一 张 灰 色 的

网，在芦苇荡中缓缓推进。夏树培猫着腰

穿过一片碱蓬地，鞋底被蒺藜扎穿，鲜血渗

进泥沙里，他仍然带着大家认真搜索。

滩涂之上，满眼杆高、叶黄、花白的芦

苇在秋风中摇曳，遍地浅水、泛霜、泥淤的

沼泽隐藏着危机。好在这些都难不住生活

在海边的双洋人，他们按照部署，有序地在

滩涂两边布下天罗地网。大家按照彼此两

米左右的距离一字排开，钻入芦苇草滩、踏

着盐碱高埂、越过沟塘沼泽，逐片逐段仔细

搜寻。

经过两天一夜的搜捕，在军民合力围

剿下，10 名武装匪特全部被擒。在这场战

斗中，夏树培英勇无畏，不惧牺牲，再立新

功，被盐城军分区荣记二等战功，双洋大队

也被授予先进集体。之后，双洋军民联防、

活捉匪特的英雄事迹，被上海电影制片厂

拍 成 纪 录 片《黄 海 前 哨》广 为 流 传 。 1977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又据此改编、出版了连

环画册《黄海前哨》，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

动再现当年军民团结、共守海防的感人场

景，成为那个年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经

典读物。

“千里黄海千里营，百万子弟百万兵，

军民联防铸长城，勇擒敌特传威名……”如

今，每年参加县专武干部和民兵骨干集训

的队员们，都会学唱这首《黄海第一哨》歌

曲，重温军民活捉匪特的故事，唱响新时代

武装工作责任担当的主旋律。

暗夜擒敌：芦苇荡里的英雄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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