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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老兵 致敬英雄”公益行动

从肃宁走出的从肃宁走出的从肃宁走出的
渤海渤海渤海女兵女兵女兵“““五朵金花五朵金花五朵金花”””
本报记者 杨金丽

采访中，刘月新说，与渤海女
兵“五朵金花”接触中，印象最深
的，是李宝华老人笔下的那些山水
画作。不是花鸟鱼虫，不是梅兰竹
菊，而是带着军人气质大气磅礴的
山水画作。李宝华是肃宁人，肃宁
在冀中平原，但西征路上，她一路
跋山涉水，进疆后，高山大川更是
浸润了她的情怀。一个人心中有
山、笔下才有山，心中有河、笔下
才有河。心中的山河多壮丽、多妩
媚，笔下的山河才多壮丽、多妩
媚。进疆 70 年，天山的雪水滋养
了她的心灵，昆仑山的豪迈塑造了

她的性格，阿尔泰山的坚韧给了她
风骨。笔下的山水彰显的是画者的
心胸和情怀。李宝华和“五朵金
花”就有这样的心胸和情怀。

曾在学习强国上看过纪录片
《西征记》，当时就为渤海子弟兵们铁
血西征、屯垦戍边的故事深深感动。
没想到，在这支铁血劲旅中，竟然还
有女兵，其中沧州籍女兵竟然占了那
么高的比例！“五朵金花”的故事，
那样丰满生动，她们让渤海女兵这个
特殊群体拨开历史烟云，浮雕般真实
立体地耸立在我们面前。

她们是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

她们是戈壁滩上的第一代红色母
亲，她们的经历波澜壮阔堪称传
奇，她们的性格又如边陲胡杨，奉
献荒原，染绿大漠，自己却选择沉
默。她们是战士、妻子、母亲，每
个人的故事都感人至深，却鲜为家
乡人知晓。拂去岁月的风尘，今时
今日看来，她们的故事更有历史价
值。所以，请跟随我们一起倾听她
们的故事、她们的心声，让我们一
起致敬英雄！ 杨金丽

记者后记

题记：
有 这 样 一 支 部

队，堪称中外军事史
上的传奇：他们成立
于1947年，之后离别
家乡，一路西征，成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序
列中唯一一支从祖国
东部打到西部的部
队，之后又整建制转
隶为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投入到屯垦戍边
的伟大事业中。这就
是渤海军区教导旅。

在这支铁血神兵
中，有一群女性，她
们与男兵们并肩战
斗、出生入死、同甘
共苦，她们被冠以一
个特殊的称呼：渤海
女兵。长久以来，她
们的故事隐藏在历史
深处，鲜为人知。

盐山籍作家刘月
新带领采访组几赴新
疆，终于寻访到她们
的故事。让她特别感
慨的是，在这群为数
不多的渤海女兵中，
沧州籍女兵竟然占了
近五分之一。更令人
称奇的是，其中有5
名女兵来自同一个村
——肃宁县窝北镇垣
城南村。

“当我走进乌鲁木齐李宝华老人家，听她开口说第一句话时，
我的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掉下来了。那是熟悉而又亲切的乡音呀！”
刘月新讲述着2018年5月采访李宝华的过程。

她说，这样的情绪几乎伴随着整个采访过程。在几千公里之外
的塞上，一次次听到从小就听惯了的乡音，她一下子明白了，渤海
女兵们这么多年来的信仰与大爱、忠诚与付出、牺牲与奉献。

刘月新，盐山人，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当时，庆云派出采访组两赴新疆深入挖掘渤海女兵的
故事。坐在她面前的李宝华满头银发。老人拿出一张当兵时的照
片。照片上，女兵留着齐耳短发，年轻而坚毅。

时光回闪到1947年，李宝华才17岁。听说渤海军区教导旅招
兵，同村5个女孩儿满怀激情去报名，李宝华也在其中。当时，她
们不会想到，这一走就是大半个世纪，一路向西，征战万里，最终
扎根戈壁滩屯垦戍边，再也没有返回家乡。

“五朵金花”的故事让刘月新眼前一亮。除了其中一人早年离
开新疆、无法联系外，李宝华带领他们又采访到另外三人。当年风
华正茂的“五朵金花”，如今都已年近九旬，双鬓苍苍，岁月沧桑
在她们身上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1947 年 4 月，
肃宁县垣城南村的
5 个 女 孩 子 李 宝
华、杨冠秀、韩凤
兰、韩玉典、韩文
英瞒着家人，来到
山东庆云，参加了
渤海军区教导旅，
人生由此而改变。

肃宁是革命老
区，红色基因深
植。1944年9月30
日，肃宁县城解
放，成为冀中区第
一个全境解放的县
城。

一起去当兵的 5 个女孩
子，都是苦出身。李宝华3岁
没了母亲；韩玉典的父母在外
地做小买卖，跟着爷爷奶奶长
大；杨冠秀从小没有娘；韩文
英没有父亲。

抗日战争爆发时，女孩儿
们正上小学。学校开不了课，
老师就把学生带到家里，学习
的课本是八路军编的。鬼子一
进村，她们赶紧把课本藏到柴
火垛里，在脸上抹上黑灰、涂
上泥巴，打扮得丑丑的，以免
被日军抓走。在艰难环境中长
大的孩子，有种奋发向上、与
命运抗争的精神。1944 年，
李宝华、韩凤兰、韩玉典就分
别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
时，入党是瞒着家人的，她们
只是牢记入党时的誓言，党叫
干啥就干啥。平时开会，都是
去柏树林，或者坟茔地。李宝
华还是村里的儿童团团长。

别看是女子，大家从小就
渴望当兵。1947年春天，听
说渤海军区教导旅招兵的消
息，5个小姐妹欢天喜地，结
伴偷偷去报名。

“五朵金花”之一的韩玉
典回忆：“几个十几岁的女孩
子瞒着家人，从老家河北偷偷
跑到遥远的山东去当兵，恐怕
只有战争年代才有可能发生这
样的事情。当年我们一块离家
参军，又一块西征来到新疆。
出来时家里都不知道，我们商
量好不吭声就走。现在回想起
来，当兵时的那股勇气和决
心，成就了我们与村里其他女
孩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冥冥
之中，有股神奇的力量引导我
们走上革命道路。那时女兵在
我们这些女娃子心中是何等神
圣！”

穿上军装的 5个女
孩子，英姿焕发，从心
底往外乐，走路都哼着
歌。旅部有两个女兵
班，李宝华是二班班
长，她还作为当时的
两名女代表之一，参
加了渤海军区教导旅
第一次党代会。“当时
是 1947 年 10 月 5 日，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老人说。

不久，部队一路向
西，翻越太行山，直奔
晋东南。西征路上，硬
仗不少，运安战役、瓦
子街战役、西府战役
……就算对阵数倍于
己、装备精良的国民党

部队，渤海军区教导旅也披荆斩
棘、所向披靡。

进入山西后，为了躲避敌机
轰炸，部队常常夜里行军，不走
大路，走小路，走山路。下着
雨，山路崎岖，上山下山非常艰
难，人和马驮子、马车摔下山去
的事时有发生。旅政治部有驮文
件的马，领导就让小女兵拽着马
尾巴走。遇到浅河，男兵女兵一
起蹚水过河。冬天行军，渴了，
山的背面有积雪，就搲上一缸
子，边走边吃。

就在这种艰苦的征战过程
中，五个女孩子相继结婚了。
五姐妹中，李宝华算结婚早
的。像绝大多数女兵一样，李
宝华嫁给一位老八路。 1948
年，她和史骥在西征路上结
婚。1949 年 9 月，她在陕西咸
阳生下第一个孩子。生完孩
子，部队第二天就出发打仗
了。李宝华当时还想：“孩子出
生得真不是时候，炮火连天
的，是顾打仗呢，还是顾他
呢。”好在，9月份，整个大西
北基本解放了。

五姐妹的婚礼多是战地婚
礼，每个人都有一段难忘的经
历。韩凤兰这样回忆她与开国少
将熊晃的婚礼：“关中战役胜利
后，部队暂时休整。师长张仲瀚
亲自主持，为我和熊晃举行了战
地婚礼。从此，我们两个人的命
运就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回想与
丈夫相遇、相识、相伴，恍如一
场梦境。我是肃宁农家女孩儿，
他是出自湖南的老红军，茫茫人
海，是革命战争造就了我们的姻
缘。”

新中国成立后，教
导旅又执行毛主席的命
令，进疆屯垦戍边。部
队选拔了一批骨干率先
进入新疆。李宝华一家
从酒泉乘飞机去了乌鲁
木齐。这一去，就把根
永远扎在了那里。

李宝华与丈夫史骥被
分配到起义部队 25 师，
史骥任 74团政委，李宝
华在 25师留守处家属队
当队长。当时起义部队排
以上干部大都带着家属，
为思想稳定成立了家属
队。这些昔日国民党的官
太太，穿旗袍，烫发，瞧
不起解放军女兵，背地里
取笑她们太土。李宝华有

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短时间内使家
属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有了很大起
色。

不久，她就调到史骥所在的小
拐垦区，担任74团卫生队指导员。

小拐距离乌鲁木齐 300 多公
里，人少地多，是个野猪、狐狸、
狼、黄羊出没的荒凉之地。史骥亲
自踏勘土地，调查水源，制订计
划，和战士们一起肩负纤绳，拉爬
犁，运片石，筑公路，挖河渠，垦
荒地，搞畜牧。10个月后，当李
宝华带着儿子调来小拐工作时，千
年沉睡的荒原已变成了人欢马叫、
绿意葱茏的热土。

布点小拐，开发车排子，是史
骥屯垦戍边事业上的伟大创举。因
为有了车排子这个新垦区，中国的
版图上才有了“奎屯市”的诞生。

“车排子”是史骥从地图上“找”
出来的。当时，通向小拐的道路时
有时无，又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史
骥带人顺着时隐时现的路迹，拿着
指北针，苍茫荒原中，一个新的垦
区就这样被他发现了。

结婚后，五姐妹各自随丈夫工
作、生活，都为新疆屯垦戍边作出
了贡献。韩玉典和丈夫齐满才、
韩文英与丈夫黄池生进疆后都在
卫生系统工作，为新疆卫生事业
的发展，奉献了各自的一生；韩
凤兰的丈夫历任新疆军区政治部
主任、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等
职，在支持丈夫工作的同时，她
不事张扬，在普通岗位上勤勤恳
恳工作了大半辈子；杨冠秀和丈
夫杜鉴赴疆后，杜鉴奉调入朝
作战，后来任河南驻马店军分区
司令员，杨冠秀随丈夫调任驻马
店，后来和姐妹们失去了联系。

提起入疆屯垦戍边的女英
雄，人们印象中最先闪现的是
八千湘女和两万齐鲁女儿。其
实，比他们更早的，是渤海女
兵。但是，长久以来，她们的
故事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不
为人知。

2013 年，中国作协会员
陈璞平陪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原司令员刘双全及几位渤海军
区教导旅的老兵后代到山东省
庆云县踏访寻根时，和刘月新
说：“写写渤海女兵们吧！这
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群体。”

2017 年，庆云组织了一
个采访组，在一年多的时间
里，两次走进新疆，采访了
200多名渤海军区教导旅老兵
及其后代，又到北京、石家
庄、沧州等地做补充采访，收

集、整理女兵们的口传记忆。之后，他
们历时2年，以口述史的形式，完成了
书籍《渤海女兵西征记》，以及姊妹篇
《渤海子弟兵西征记》。

来自肃宁窝北镇垣城南村的“五朵
金花”，是渤海女兵的一个缩影，也是
渤海女兵的一个重要代表。虽然经历了
战争岁月，她们都开朗、乐观、豁达，
心宽寿高。至今，采访组成员刘月新还
记得 2018年 5月采访“五朵金花”时，
老人们临别时说的那些话——

韩凤兰说：“回想当年往事，重温
峥嵘岁月，我能够遇到老熊，能够成为
一名战士，离开家乡，奔赴新疆，守卫
边疆，这一生已经值了。我就像大树下
的一棵小草、一朵小花，用我的方式回
报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韩玉典说：“我的工作接触的都是
伤员、病号，对于生老病死比别人见得
多，深刻体会到，战争年代，每个人对
生与死都没有选择权。只有经历过战争
硝烟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能够活着
就是幸运和幸福的，更加懂得要多为社
会和他人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一辈
子才不白活。”

韩文英说：“能从一个农村女孩子
成长为一名女战士，从事了一辈子救死
扶伤的医疗事业，我如愿了、知足
了。我庆幸能走上革命道路。为了穷
苦人的解放，为了边疆的建设与和
平，我和黄池生全力以赴去做了。我
们没有虚度一生。这是我们这辈子能
够引以为豪的。”

李宝华说：“人民军队把我从一个
童蒙无知的学生转变为一个在枪林弹雨
中一步步成熟起来的战士。回忆时光岁
月，深感生命的价值在于任何艰难困苦
都阻挡不住革命者的脚步和对光明的追
求。这一生我无怨无悔，我的人生因付
出和追求而丰富多彩！”

这些话，铿锵有力，出自耄耋老人
之口，更让人感到信仰的力量、生命的
无悔、精神的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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