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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羊城晚报推出《“90”对话“90”》专题报道——

赓续红赓续红色血脉色血脉 增强国防观念增强国防观念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

才能国安。95年前，南昌
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
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大幕。自那时
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
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
兴的历史洪流。

和平来之不易，后辈
更需珍惜。今天是第 22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在中
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
下、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的支持下，羊城晚报推
出《“90”对话“90”》系列
全媒体报道，第一个“90”
指90岁左右的老兵，他们
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是经
历过硝烟炮火的战场英
雄；第二个“90”指青年一
代，他们是“准新兵”、退役
军人、小学教师和退役军
人事务系统工作人员。通
过 90岁老兵和“90后”青
年的初心对话，赓续红色
血脉，进而带动更多青少
年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
设国防、保卫国防，为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贡献力量。

指导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支持单位：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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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刘兴株：

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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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疤是光荣的军功章

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王奕女：

按下手印参军保家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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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一 名 90 后 ，我 在
2017 年 9 月到中国人民解放
军驻香港部队服役，在服役
的第一年荣获“优秀报务员”
称号，第二年荣获“优秀义务
兵”称号。2019 年 11 月退出
现役后，我返校继续完成学
业。2022 年 2 月起，我到广
州市从化区太平镇钱岗八一
小学实习，担任体育教师、学
校旗队指导老师的工作。

走 进 东 井 村 这 个 古 村
落，寻访抗美援朝老战士王
奕女。老英雄在战场上不怕
艰苦、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
地 触 动 着 我 。 我 将 把 这 种

“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带
到学校中，引导青少年学生
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关注国
防建设、强化国防责任，让红
色种子根植青少年心中，让
红色之花绽放新时代光芒。

退役军人、小学实习
教师陆日信：

让红色的种子
根植新时代

走近刘兴株老人，听他讲述
战争的残酷，使我了解到更多历
史、感受中国军队的顽强与不
屈。72 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同
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浴血奋战，
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
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
军队军威。他们老一辈的革命先
烈用鲜血换来的和平年代，我们
更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我曾经在部队服役12年，退
役后成为一名退役军人事务系统
的工作人员。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也将始终保持和发扬部队优良
的传统，更好地服务退役军人，依
法维护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

退役军人、省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周刚斌：

为退役军人
提供更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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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新兵”、中山大学中文
系研究生赵子晶：

更好地继承发扬
红色传统

听着郝爷爷回忆自己参军
经历，看着他中枪留下的伤疤
时，我不禁热泪盈眶，越发觉得
我们如今平凡、幸福生活的来之
不易。

得知我今年应征入伍，郝爷
爷不停嘱托我要“为人民服务”。
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里，这句
话是他甘为国家“死而后已”的精
神支柱，如今当他重复着这句话
时依旧自豪而坚定。

我的曾祖父也是一名烈士，
他 牺 牲 时 我 的 奶 奶 还 在 襁 褓
中。像郝爷爷这样在枪林弹雨
中活下来的英雄们是幸运的，
更是光荣的，他们见证了祖国
的胜利和强大。

老兵不老，精神不朽。作
为一名即将 步 入 军 营 的 90 后
准新兵，我崇拜那些纵横疆场
的先辈们，希望追寻他们的足
迹 ，以 自 强 不 息 致 敬 革 命 前
辈 ，赓 续 红 色 血 脉 ，在 火 热 的
军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

海家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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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王梦：

努力当好
退役军人的服务员

听英雄故事，学光荣传统，
做红色传人 。 听 完 海 老 的 革
命故事，我感受非常深刻。我
想起了一首歌叫《如愿》。正
如歌词中写的那样，海老这一
代 的 革 命 先 辈 就 像 山 野 大 雾
里的灯，照亮了我们现在前行
的道路，带我们走向更加美好
的明天。

最后，海老的嘱托我也记
忆非常深刻，她要我们继承好
党的优良革命传统。作为退役
军 人 事 务 部 门 的 一 名 工 作 人
员，我一定要牢记自己的初心
和使命，在今后的工作当中立
足本职岗位，做好退役军人的
服务员。

王梦

广州市黄埔区军队离退休
干部休养服务中心，“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纪念章获得者、88岁的抗美援
朝老战士刘兴株手里拿着一柄放
大镜，在桌前翻看着一本泛黄的
老相册，追忆往昔的峥嵘岁月。

尽管满头华发，但刘兴株身
姿挺拔、思维清晰。72 年过去
了，刘兴株仍时常想起那场发生
在异国他乡的残酷战争。1950
年 10 月，刘兴株参加中国人民
解放军。次年2月，参加抗美援
朝战争，他曾参加过“晓星山”
阻击战、夜间袭击敌人和配合友
邻部队攻打 394.8 和 281.2 高地
战斗，荣立三等功一次，1952年
9月随部队回国。

“您上战场时还不满17岁，
当时害怕吗？”90 后青年、省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周刚
斌问道。“不害怕！只要祖国需
要，随时上战场！”刘兴株的声音
洪亮而坚定。

保家卫国不怕牺牲

“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才建
立了新中国，任何人再敢侵略，我
们绝不答应！”刘兴株说。在“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国

内掀起了参军、参战、支前的热
潮。1950 年 10 月 6日，不满 17
岁的刘兴株报名参军。

“1951 年 2 月，在东北训练
了几个月后，我和战友们乘坐了
3天火车抵达朝鲜定州站，同年
4 月被编入志愿军 42 军 126 师
378团 2营 6连。”时隔70多年，
刘兴株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所
在部队的番号。

据他回忆，当时，志愿军的
武器装备非常落后，零下 30 摄
氏度的天气，志愿军在山上露
营，没有房子、没有棉被，连捆稻
草都没有。但自幼在战争环境
中长大的刘兴株不怕艰苦、不怕
打仗，更不怕牺牲。

由于生性好动、好奇心强，
刘兴株差点丢掉性命。一次，美
军的坦克对志愿军的阵地发起
猛烈的进攻。刘兴株沿着交通
壕跑到最前线，躲在一棵小松树
下“观战”。

突然，坦克的炮管向着松树
的方向转动，刘兴株迅速缩进战
壕旁的机枪工事中。“一秒钟后，
松树就被炮弹连根打没了。”

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朝鲜的两年时间里，刘兴

株顶着枪林弹雨，多次与死神擦
肩而过，却从未退缩。“我的很多
战友，年纪轻轻就牺牲在战场
上”。刘兴株回忆，出国作战时，
我们一个连队有198人，后来只
剩下50人。

刘兴株记得，1951 年 10 月
至12月，他所在的部队配合友军
攻打 394.8 高地和 281.2 高地。

“为了摸清敌人的兵力、火力部
署情况，司令部派我们去抓‘舌
头’，也就是抓俘虏、能说话的敌
兵。”刘兴株连着参加了两次“抓
舌头”。第一天晚上，志愿军爬
到了半山腰敌人的工事附近被
发现。“敌人轻重机枪、大小炮一
起开火，把我们打下来了。我们
牺牲了6名战友。”

第二天夜里，刘兴株和战友
们再次领命：不仅要抓俘虏，而
且要把前一天牺牲的6名战友的
遗体抢回来。“我们刚冲上山，月
亮出来了，两名戴着钢盔的敌人
发现了我们。”刘兴株说，当时自
己冲在队伍最前面，打死了两名
敌军。

在刘兴株的记忆中，他和战
友们除了要面对敌军的火力，还
要经受住物资短缺的考验。令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参加“晓星
山”阻击战时，他和战友守在山

脚前沿阵地，设在山上的主阵地
要给前方送五袋面粉。

“我们约定在大山中间接
头，两边各派5名战士交接。”天
近黄昏，刘兴株和战友出发了，
刚抵达交接地点就迎来了敌人
的炮弹袭击。“炮弹爆炸后，我
们迅速钻到弹坑里面隐蔽起
来，炮弹震起来的土把我们埋
住了，躲过一劫。”五袋面粉全
被打飞了，10 名士兵却毫发无
损，创造了一个小奇迹。

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刘
兴株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如今，刘兴株爱上了钓鱼，每周他
都会雷打不动要去钓鱼。“我认识
了不少钓友，大家看我穿着一身
老军装，知道我上过战场，都主动
帮助我。”临别前，刘兴株语重心
长地嘱托年轻一代：国家蒸蒸日
上，老百姓才能有今天这样和平
安稳的日子。希望年轻人好好学
习、好好工作，活出精彩的人生！

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双眼
炯炯有神。刚刚过完89岁生日
的海家卿，回忆起 72年前参加
抗美援朝的经历，滔滔不绝。

1949 年，16岁的海家卿从
老家重庆奉节入伍。1950 年
12月入朝参战，被分配到42军
野战医院任护士，之后随部队
到过铁原、伊川、支洞里、长洞
里等地，她先后参加了第三、第
四战役和第五次反击战，1952
年 10月随部队回国，先后荣立
三等功三次，多次受嘉奖。

主动请战奔赴前线

1949年 12月，重庆奉节和
平解放。海家卿清晰地记得，
一天早上，突然听说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城了。“我母亲出去迎
接解放军，回来说‘从来没有见
过这么好的部队，纪律严明，全
部睡在大街上’。”

也就是在这一年，海家卿
的父亲因病去世。“我弟弟也
病逝了，妹妹之前被日本人炸
死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
正在读初中的海家卿决定报名
参军。

由于她的初中老师是一名
先进知识分子，海家卿在课堂
上学习了很多中国共产党的知

识，很顺利地考上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42 军军政
干部学校。1950 年 1 月，部队
迁移到湖北后，突然配发了很
多棉花。“当时，要求我们把军
帽、棉衣、棉裤都加厚，还要自
己制作手套，我们只知道去东
北。”1950 年 2 月，海家卿和战
友们乘坐闷罐车北上。

“当时只觉得越走越冷，几
天几夜后，我们到达黑龙江继
续学习。”1950 年 7 月，学业结
业后，海家卿被分配到 42 军
125师文工团宣传队。很快，朝
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就传来了，
全师开动员大会，海家卿听得
热血沸腾。

因战争初始，宣传队到前
线无法开展工作，因此一律不
能去。恰好，军里的卫生部还
缺人。海家卿约着 5位老乡跑
到卫生队“主动请战”。“卫生队
长看我们不怕牺牲，立刻接收
了我们。”海家卿回忆，在部队
流动卫校培训一个月后，她以
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成为此
次培训中首批奔赴战场的“白
衣天使”。

1950年 12月，海家卿和战
友乘车抵达朝鲜新义州。接下
来的时间，她和战友穿着厚厚
的棉衣，背着 30多斤的急救器

材和药品开始了急行军。

伤员要求出院重返前线

时隔 70多年，海家卿对战
争的残酷依旧记忆犹新。抗美
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时，海家
卿 被 分 配 到 42 军 的 野 战 医
院。“当时，我们志愿军是打夜
战，我们通宵不能睡觉，要抢救
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海家卿
回忆，大多数伤员都是失血过
多，需要立即补液、保暖。

为了避免伤员失血过多休
克，扎在伤员大腿上补液的针
头特别粗，很容易引起鼓包，护
士们要边按摩、边输液。另一
个挑战是寒冷。“我们上山砍
柴，把砖头烧热包起来让伤员
抱住取暖。”干到天亮后，护士
还要给伤员洗血衣和用过的敷
料、绷带等。“河流冰封，我们砸
开冰面，把手伸到冰下洗血衣，
手都冻成‘面包’了。”

让她最难忘的是，很多战
友绑着绷带就要求出院，重返
前线。收治的伤员里，海家卿
至今难忘两个无名的战友。“这
两个战友是同村、同时参军，参
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海
家卿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两人一起被美军的凝固汽油燃

烧弹炸伤。“他们伤势非常严
重，我一边给他们换药，一边掉
眼泪。”遗憾的是，因伤势过重，
两人不幸牺牲。

面对残酷的战争和恶劣的
生存环境，海家卿毫不退缩。
海家卿说，到了第五次战役，她
和战友们住进了防空洞，结果
因为潮湿，大家普遍得了很重
的风湿病。“上级安排我们回国
治疗，我坚决不回去，一直坚持
到最后，才跟随部队回到祖
国。”

海家卿的爱人，也是一名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医生，
她的儿子、儿媳也都是军人。

“我见证了我们国家从弱到强
的过程。现在回头看，我当时
选择当兵、选择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这条路走得太对了！”海
家卿说，希望年轻人继续继承
革命光荣传统，不忘初心使命。

他叫王奕女，今年 92 岁，中
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

夏末秋初，广州市南沙区南
沙街东井村，沿着村口大榕树旁
一条一米宽的小巷前行，一间不
起眼的平房中，王奕女穿着老军
装端坐在门口。见到90后青年、
退役军人陆日信进门，王奕女紧
紧握住了他的双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王奕
女报名参军，并在入朝参战的请
战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时间
久了，有些细节都记不清了。”王
奕女抚摸着自己的入朝作战纪念
章和立功证明书，讲述起那段72
年前的峥嵘岁月。

为了入党报名参军

时间回拨到 1950年 6月，朝
鲜战争爆发。以美军为首的“联
合国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把
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危急关头，
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
央在关键时刻作出重大抉择——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正是在这一年，20岁的王奕
女响应号召，报名参军。王奕女
告诉记者，当年参军主要是为了
入党。当时，东井村一共有 3 名
年轻人参军。王奕女回忆，在东
莞体检后，又到佛山进行训练。
为了表达奔赴战场的决心，王奕
女还咬破手指在请战书上按下红
手印。

就这样，王奕女从温暖的南
方一路乘坐火车，北上至辽宁
省丹东市，并进入朝鲜参战。
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奕女对于
自己的部队番号和入朝作战的
具体时间已经记不起来。相关
资料显示，王奕女是一名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 40 军战士。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 40 军 1950 年从
南方北上东北入朝参战，该军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入朝
作战部队之一，直到 1953 年 7
月撤回国内。

面对强大凶狠的作战对手，
身处恶劣残酷的战争环境，王奕
女也毫不惧怕。“作为南方人，没
有经历过那么冷的天气。”王奕

女回忆，当时往往是几个战友同
挤一张军被。由于美机对我军后
勤补给线的轰炸，在战争早期，
我军的后勤运输极为困难。“有
时候能够‘一口炒面一口雪’都
是奢侈。”

不怕敌人的飞机和大炮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王奕
女印象最深的就是急行军和挖防
空洞。王奕女回忆，在部队刚刚
进入朝鲜的一个多月，一直都是
在急行军。急行军的过程中，还
要与敌人交火、战斗。“我们那时
候都是20岁左右，面对敌人的飞
机和大炮，从来没有害怕过，拿
着手上的步枪和他们拼命。”

为了躲避敌军飞机的轰炸，
王奕女和战友们长时间躲在防
空洞里。“我们一直要挖防空洞，
十字镐砸在山体上叮叮作响。”
在朝鲜的三年时间里，王奕女很
幸运没有负伤。1953 年，停战
协议签订后，他随部队回到祖国
的怀抱。

据王奕女回忆，他在1953年
入党，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想。回
国后，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和分配
回到了家乡南沙。王奕女和妻子
育有三个子女，他的儿子、女婿
都曾参军。

山河无恙，老兵不老。回首
往昔，初心不改。王奕女的胸
前，挂着“和平万岁”纪念章、抗
美援朝纪念章、南粤七一纪念奖
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抗美
援朝 70周年”纪念章，一块纪念
章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熠
熠生辉。

如今，王奕女还能自己买菜、
煮饭，并且每天都要到公园里锻
炼身体。“现在的生活非常好，我
非常知足。”王奕女还牵挂着村
里的老人，每年老人节他都会捐
赠700元钱。

在王奕女的床头，摆放着高
高的一摞党史学习教育图书，

“我眼睛还能看得到，有时候会
看看书。”王奕女寄语年轻一代：
第一，要为人民服务，不怕苦不
怕累；第二，要永远跟党走。

因为年初的一场病，93 岁
的郝财旺很多事情都忘记了，
但是回忆起那段参军的峥嵘岁
月 ，他 眼 中 却 闪 烁 着 光 芒 。
1944 年，刚满 15 岁的郝财旺从
山西老家入伍，参加抗日战争
时受伤，后期又参加了解放战
争。后因战负伤退伍，被评为六
级残疾军人。

90后青年、“准新兵”赵子晶
问他：“爷爷，您当时为什么要参
军？”老人直了直腰背，大声答道：

“打日本侵略者，为人民服务！”

战斗中光荣负伤

每一位抗战老兵，都是一部
活着的抗战史。郝财旺出生于
1929 年，1944年 7月入伍，1947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
时，在一名地下党老师的影响
下，我和哥哥一起参军。”郝财
旺回忆，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
连夜出发，甚至没来得及跟母
亲告别。

参军后，郝财旺和哥哥被分
配至两支部队，抗击日寇。后
来，郝财旺的哥哥在战争中牺
牲，他也在战争中负伤。1945年
8 月 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
郝财旺跟随部队征战南北，继续
参加解放战争，令他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
战役中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战
役。据郝财旺口述，他就是在淮
海战役的枪林弹雨中不幸负
伤。在一次肉搏战中，郝财旺被
敌人的机枪击中，子弹穿透了他

的身体，右胸被打穿了一个大
洞。“我的参谋长是四川人，他的
腿被打伤了，我们一起被送到医
院。”郝财旺清晰地记得，到医院
后，参谋长请求医生“要千方百
计救活这孩子”。

“当时，我身受重伤，被放在
棺材中救治，如果救不活直接盖
住棺材盖，还好我挺过来了！”
郝财旺说，敌人的火力很猛，他
的很多战友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剩下没多少人了”。
此后，郝财旺还参加了解放

广州等战役。1952 年 11 月，郝
财旺因伤退伍，并留在广州。如
今，郝财旺右胸上的大伤疤清晰
可见，这个战争留下的伤疤也是
他最光荣的军功章。

纪念章见证革命岁月

淮海战役纪念章、华北解放
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
念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 50 年
纪念章……一枚枚纪念章，诉说
着郝财旺当年戎马倥偬的革命
岁月故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往军旅
生涯的一些细节老人已经记不
清楚，但看到这些军功章他的眼
睛中依旧闪烁着光芒。

“现在国家富强了，什么都
有了，谁都不怕了，我感觉很高
兴。”郝财旺对即将入伍的赵子
晶说，希望她入伍后继续为人民
服务，接过革命先辈手中的钢
枪，守卫来之不易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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