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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逢 节 假 日 ，张 步 侠 家 都 特 别 热

闹，前来拜访的有部队官兵，有企业员

工，也有中小学师生。大家都喜欢听他

讲战斗故事，他也喜欢听年轻人畅谈国

家发展和国防建设领域的新鲜事和新

成就。

“我想和年轻人聊聊天儿。”张步侠

说，和许多过来人一样，他总会想方设

法把红色故事讲给下一代，把红色火炬

传给下一代，仿佛这是天然的使命。

“那段苦难岁月仿佛就在眼前，我

想用这些亲身经历告诉年轻人，什么

是信仰的力量，什么是战友的生死情

谊，什么是人民对我们子弟兵如山似

海的恩情！”退休后的几十年间，他走

上资阳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

小学的讲台，讲红色故事、普及国防知

识、解读党的富民政策，并长期担任雁

江一小、二小、三小、一中、二中等学校

的校外辅导员和驻军部队的“编外指

导员”。

一次偶然的校园宣讲，张步侠得知

雁江区保和镇樊琴和樊宇姐弟的困境：

父亲意外身亡，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家

庭风雨飘摇，学业难以为继。为此，他

专程来到樊琴姐弟家中，用自己年幼时

的苦难经历，鼓舞他们直面人生坎坷，

并拿出 8000 元，对樊琴姐弟说，“放心

吧 ，以 后 你 们 俩 的 学 费 ，全 部 由 我 负

责。”

打 那 之 后 ，张 步 侠 的 生 命 里 多 了

两个没有血缘却仿若至亲的亲人。多

年 来 他 累 计 资 助 6 万 余 元 ，托 举 起 两

个孩子的人生梦想。时隔多年，樊琴

姐弟从未忘记这段艰难岁月，在写给

张 爷 爷 的 信 中 ，感 激 之 情 溢 于 言 表 ：

“我深知 ，当年能安心读书，是因为有

您在背后默默支持。这份恩情，我会

永远珍藏在心底。如今生 活 美 满 ，往

后的日子永远会以您为人生的榜样，

坚守善良与责任……”

大家喜欢听张步侠讲课，因为他的

宣讲从不是空洞的说教。有一年，某

部战士小陶因在年底评功评奖中没有

如愿以偿，一度情绪低落。得知情况

后，张步侠找到小陶说：“这点挫折算

什么。”随后，他掀起了自己的衣服，为

小陶讲起身上每块伤疤的故事。小陶

羞愧地低下了头。第二年年末，小陶

因工作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他利用

外出时机，带着军功章专程来到军休

所向张步侠报喜。张步侠抚摸着那枚

崭新的军功章，笑得像个孩子似的，那

份荣誉也是对他的奖励。

一句承诺，一生作答。离休至今，

张步侠累计宣讲上千场，听众逾 5 万人

次。他每次宣讲结束时，面对台下热烈

的掌声和年轻一代眼中闪烁的敬意，常

常热泪盈眶。特别是当听到人们由衷

感慨“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精神永

放光芒”时，他感到所有的疲惫都化作

了喜悦。

这些年来，张步侠先后被评为四川

好人、四川省道德模范、四川离退休干

部先进个人、资阳好人、“感动资阳”人

物等。2024 年 7 月，他被表彰为“全国

模范退役军人”。面对荣誉，他深情地

说：“时至今日，党都没有忘记我这个老

兵，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温暖得很，知

足得很。”

凉风裹挟着盛夏的草木香飘进窗

棂，夕阳的金辉正为街道镀上一层温暖

的轮廓。挥手告别迈着整齐步伐离去

的官兵，张步侠的目光投向案头。那是

一本最新修订的党章，翻开的那页正是

入党誓词，划着粗线的字符在渐暗的天

光里愈发清晰，如同他眼中始终从未熄

灭的火光。

发挥余热，讲好红色故事激励后来人

从烽火硝烟中走来，经历战役战斗百余次，离休干部张步侠深情述说—

“党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李 帅 常志彬

“七一”前夕，在四川省资阳市一处军休所内，离休
干部张步侠换上整洁的旧军装。原来，这天是他和资
阳军分区机关的党员约定一起过组织生活的日子。

今年 96岁的张步侠，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经历战役战斗百余次，多次荣立战
功。转业到地方工作及离休后，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

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
“没有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这辈子听党的

话、跟着党走，是我做出最坚定最无悔的选择。”张步侠
的左胸前佩戴着党员徽章和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
独立功勋荣誉章、“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这是英
勇奋战的历史见证，也是他一生前行的轨迹。

1929 年 7 月，张步侠出生在安徽泗

县的一个贫苦农家。幼年时，家里因生

活 所 迫 ，他 的 5 个 姐 姐 都 被 卖 作 童 养

媳。日寇入侵后，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人

间炼狱。

“日本侵略者到处烧杀抢夺，民不

聊 生 。”回 忆 起 自 己 9 岁 那 年 的 经 历 ，

张步侠仍难掩心中的愤慨，“一次，我

在县城的小广场上看到，日本鬼子就

像疯狗一样，接连用刺刀刺死几名乡

亲……”

1940 年 春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新 四 军

来到泗县一带，创建抗日根据地。共

产党像一道撕破沉沉暗夜的曙光，让

当地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张步侠

随即加入边区政府的儿童团，还当上

儿童团团长。站岗放哨时，他和小伙

伴们发现日本鬼子和伪军来了，就立

即报告给边区政府和游击队。有时，

张步侠还悄悄摸到十几里外的日军据

点附近打探消息。

新 四 军 不 仅 与 日 寇 浴 血 战 斗 ，还

帮助群众恢复生产，不断接济断炊的

群众。张步侠 11 岁时，扛着一支几乎

与自己齐高的红缨枪，报名加入新四

军。

因 为 年 龄 小 ，张 步 侠 起 初 被 编 入

新四军拂晓剧团。在炮火硝烟中，他

和剧团战友们用歌声为前线官兵鼓舞

士气。

一 次 ，张 步 侠 随 剧 团 在 前 线 演 出

时，敌人的炮弹突然呼啸而至。千钧一

发之际，一名抬担架的中年大叔，猛地

将张步侠扑在身下。他的衣襟瞬间被

喷流的鲜血浸透。当时，被炸得血肉模

糊的中年大叔，拼尽最后力气说：“小同

志，没伤着你就好……”

同样令张步侠感动的是，每当剧团

休整时，老兵会把自己的粮食分给他

一些，怕他吃不饱；长途行军中，总有

党员默默帮他扛起背包和枪支……这

些以生命和肩膀传递的温度，坚定了

张步侠一生跟党走的决心。

1941 年，张步侠在抗日根据地边区

政府当通信员。一天，他奉命给游击队

送信，途中被敌人发现。见情况不妙，

他转身就跑。敌人边追边开枪，有一发

子弹打中他的臀部。他不顾伤痛，机勇

地与敌人周旋，最终利用熟悉的地形躲

过敌人追击，完成送信任务。

14 岁那年，张步侠终于如愿进入战

斗连队，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残酷的

战火考验。

一次，为躲避敌人扫荡，张步侠随

连队撤退至洪泽湖边上的芦苇荡。他

和战友头顶芦苇，在刺骨的湖水中坚持

了 7 天 7 夜，饿了就抓小虾、刨芦根充

饥。日军不时向芦苇荡扫射、投掷手榴

弹。期间，张步侠的左大腿被弹片贯

穿。

在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的 战 斗 中 ，张 步

侠的右耳和头部分别负伤，造成右耳

失聪，现在仍有弹片留在颅骨内，无法

取出。

至今，张步侠依然清晰地记着那个

生命中重要的时刻。1946 年，在解放战

争的硝烟中，张步侠光荣入党。在庄重

的入党仪式上，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

来的老兵，激动地说：“跟着共产党，就

能打胜仗。”

峥嵘岁月，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革命战争年代枪林弹雨的洗礼，给

张步侠带来一身伤病。1963 年，他不得

不告别了挚爱的军营，转业到四川省资

阳县政府工作。

当得知资阳县城关镇因党员人数

少，很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时，他主动

请缨：“我是党员，我去。”随后，他被任

命为城关镇党委书记，走上了新的工作

岗位。

当时，城关镇共有 7 个居民区，人

员分散，情况复杂。特别是党员数量

少，基层党组织不健全，导致管理松散，

矛盾问题突出：邻里纠纷不断，居民区

内的道路更是坑洼不平，垃圾满地、污

水横流。

“要想改变居民区环境，就要从改

变思想观念抓起。”鉴于此，张步侠时常

揣着党章，提着小马扎走街串巷，深入

田间地头，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他一边

听取群众的诉求和意见，一边为群众讲

述战友牺牲前的托付，讲述洪泽湖芦苇

荡里冰冷刺骨的坚守，讲述民工用血肉

之躯为自己挡下炮弹的恩情……他结

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把党史军史、党的

方针政策、法规制度以及和谐邻里关系

讲得有声有色，就像“说书先生”一样把

一些大道理通过大白话大实话，深深印

刻在居民群众的“脑窝窝”里。

但光靠宣讲还不够，张步侠明白，

要让居民群众真正信任党、追随党，就

得解决实际问题：他看到贫困老人生活

艰难，就自掏腰包，送去米面油和御寒

物资；看到邻里之间有矛盾，就主动上

门调解，及时消除误会。

20 世纪 90 年代初，居民老余曾干

过早餐摊、送过牛奶、做过汤锅店，可由

于不善经营，日子过得仍是紧巴巴的，

便有些心灰意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

听到张步侠讲战场上绝境逢生的故事，

如春风一般吹散了他心头的阴霾。

不久后，老余重整旗鼓，开起一家

粗粮庄。靠着诚信和从张步侠那里学

来的韧劲，小店生意渐渐红火起来。到

目前，小店已成为街坊邻里信赖的“老

字号”。

在张步侠带动下，先后有 80余名优

秀群众被发展为党员，建立 7 个居委会

党支部。居民区更是面貌一新：道路平

整了，环境更加整洁了，待业青年纷纷找

到工作，居民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

同 时 ，张 步 侠 还 开 展 爱 心 帮 扶 活

动。九曲河社区 6 位八旬贫困老人，每

逢节日必收到他送来的米面油和御寒

棉被；安徽老家泗县瓦房镇后行村 3 户

贫困乡亲，收到他寄去的 7000 元；附近

幼儿园设施简陋，他默默送去 3000 元

活动经费……

更令大家称道的是，张步侠将自己

早年购置的 1 间 80 多平方米和 1 间 40

多平方米的门市房，无偿赠送给城关镇

大北街道管委会，用作办公场所和公益

场地。“小时候食不果腹，是党养育了

我。如今日子好了，绝不能忘记党给予

我的帮助。”他深情地说，“党的恩情，我

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朴素的感激之情，化作源源不断的

行动力。担任城关镇党委书记以来，张

步侠年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他所在

的城关镇党委连年被评为“先进党组

织”。

转业地方，以模范作用带动基层发展

图①：张步侠与妻子穿军装照片。

图②：张步侠（右二）与爱心志愿

者在一起。

图③：张步侠（左）看樊琴姐弟的

感谢信。

图④：张步侠在烈士陵园祭扫牺

牲战友。

图⑤：张步侠获得的部分奖章和

纪念章等。

本版照片由常志彬提供

版式设计：王秋爽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