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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人士相帮热心人士相帮

八旬老兵重新戴上纪念章八旬老兵重新戴上纪念章
本报讯 （杨静然）“感谢你！

这几枚奖章比我的命都重要。”4月
2日上午，运河区赵庄西街汽车大
修厂宿舍内，康宝贞老人的家里格
外热闹。这一天，老人终于得偿所
愿，丢失多年的解放战争纪念勋
章，在热心人士、沧州军分区军事
志主编孙福军的帮助下找了回来。

2020年11月25日，本报以《老
兵的心愿 找回丢失的纪念章和肩
章》为名，刊登了88岁老兵康宝贞
的从军经历，以及想找回丢失纪念
章的心愿。报道见报后，引起了许
多热心人士的关注。沧县人武部原
政委、沧州军分区军事志主编孙福
军第一时间联系了本报记者，说可
以帮助老人找到当年同批次的勋章。

因为多年研究军事志的缘故，
孙福军知道，同批次的奖章已经非
常珍贵。他多方联系，走访老兵，
找老战友寻问，终于找到了和康宝
贞老人丢失的奖章同批次的两枚纪

念章，将它送给了老人。
康宝贞的女儿康军民告诉记者，

父亲16岁参军，历经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战争。4枚参战纪念章和一副
中国人民志愿军肩章，记录了老人曾
经历过的血雨腥风。奖章遗失后，康
宝贞在家中照片镜框后面写下了它们
遗失的时间和地点，让子女们记住。

“尤其是那枚解放西北纪念
章，当年参加兰州战役时，父亲只
有16岁。”康军民说。

“解放西北纪念章是西北军政
委员会颁发的，华北解放纪念章上
有八一军旗和‘华北解放纪念’字
样。这两枚纪念章虽为铜质，但都
十分珍贵，是无数英雄用热血和生
命换来的。我十分理解康老的心
情。”孙福军说。

本报自 2020年 8月开设“寻访
老兵”栏目后，与时间赛跑般，争
分夺秒地记录健在老兵的故事，但
有时还是会经历“错过”，新四军
老兵孙兆士就是其中一位。他1938
年入党，参加了残酷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身上还留有几处枪眼。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海兴县赵毛陶
镇西常庄担任了40年的村党支部书
记，留下一串串坚实的足迹。2021
年1月，孙兆士离世。

清明节至，孙兆士的儿女们不
约而同赶回家中，邻居、好友也纷
至沓来祭奠老人。

在儿女们的回忆中，一位坚毅
勇敢、耿直善良的老兵向我们走来。

一张特殊的老照片

孙兆士的大儿子孙连俊至今保
存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中的孙兆士
斜挎手枪，头戴军帽。海兴当地的
文史爱好者看到照片时说，一看衣
服上的军扣就能分辨出这是当年的
新四军。

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1918年，孙兆士出生在海兴县

赵毛陶镇西常庄村一户普通的农
民家。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打破
了他和家人的平静生活。

眼看着国破家亡，孙兆士逐步
接受了进步人士传播的红色思想，
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他加入华北
民众抗日救国军，跟随部队进攻盐
山，攻打庆云，奔袭无棣，围攻乐
陵，转战宁津。

救国军在消灭大批伪军的同
时，也不断壮大。到 1937年 10月
中旬，乐陵、盐山等各县都有了救
国军的队伍，救国军已发展成为一
支拥有 1500余人的武装。同年 12
月，救国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敌后
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1938
年 7月，孙兆士随部队编入八路军
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六支队，成为
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抹不去的战争记忆

孙连俊回忆，父亲1938年就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跟随部队南征北
战。1948年，回到家乡。当年打仗
的故事，偶尔会跟家人提起。

“俺爸说，有一次在山东的一
个村，他和战友进村侦察敌情。悄
悄进入一户人家时，碰巧遇见了在
此休息的日军，两个屋里睡了30来
人，身边没有枪。他俩不慌不忙，
俺爸把守，另外一人去通知不远处
的部队。默契的配合下，全歼了鬼
子，还缴获了一批武器。”

二女儿孙银兰说，父亲在世
时，一看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就要讲
当年打仗的事。

“爸爸说，电视剧里远没有真
实的战争惨烈。南下打仗，经常碰
上下雨，战士们背着浸湿的被子行
军，一走就是一天一夜。后背磨起
了一层泡，长此以往，后背便烙下
了疤。” 孙银兰说，不仅如此，父
亲身上有大小12处伤。

每次孙兆士给儿女们讲打仗的
故事，讲着讲着都会落泪。

还有一件事，让儿女记忆犹
新。

孙兆士睡觉轻，稍有动静就马
上起来。有一次，一家人在炕上睡
觉，他被轻微的声音惊醒，一个激
灵就从被子里起身，把旁边的孩子
们吓了一跳。孩子们一问才知道，
是多年当兵打仗的习惯，让他听见
动静就醒来。

修台田被授予“红旗党支部”

1948年，孙兆士退伍回乡后，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此时，沧州境内已经全部解
放。孙兆士一心想着带领村民们奔
赴新的生活。

孙连俊说，父亲淳朴善良、公
私分明。

“家里修房子，我从单位拿了
块不用的木头回家，一进门就挨了
爸一顿说。他让我回单位开证明，
开不了证明就把木头还回去。” 孙
连俊还说，父亲当村党支部书记40
年，从不瞒报、虚报工作，干了多
少就说多少。

上世纪60年代，海兴、盐山兴
起修台田热潮，孙兆士带领村民们
干得热火朝天，还因此被授予“红
旗党支部”的称号。

孙连俊说，海兴县地处渤海西
岸，土质盐碱。曾经，这些洼碱
地，十年九涝，非涝即碱，种不保
收。为了改变低产多灾的面貌，当
时，人们找到改造洼地碱地的途径
——兴修台田。

兴修台田能除涝、能灌溉，还
能治碱。在孙兆士的带领下，西常
丰村当时在丁村公社第一个兴修台
田，干得有声有色，粮食增产，百
姓增收。他修建的水利设施，至今
还在发挥作用。

直到1988年，70岁的孙兆士才
从村党支部书记上退下来，颐养天
年。退休后，老人又在村西几亩地里
探索种植果树。种植成功后，发动村
民也种。村里几十户在他的带领下都
脱贫致富，在村里留下了一段佳话。

“老人的故事我还没有听够，
他就走了”“我给爸爸买了过年穿
的新衣服，还没来得及送去，老人
就走了……”儿女们哽咽着。

孙兆士已逝，他的故事，他的
精神，留在了爱他的人们心中。

党龄党龄8383年年 身上身上1212处伤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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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100周年周年

本报记者 杨静然

娘是个老党员娘是个老党员娘是个老党员
商旭澄

娘是个老党员，已经去世10个年
头了。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想起娘
对党一直不变的初心，身为党员说过
的话、做过的事，不由感怀。

娘对党热爱了一辈子

七八岁的时候，她亲眼见过日本
鬼子把乡亲们赶到水塘边，把老百姓
绑在板凳上灌凉水，推到结冰的水塘
里，逼问村里谁是八路军；她亲眼见
过，鬼子把受伤的八路军战士扔到火
里活活烧死；她还看到过，八路军住
在姥姥家，帮家里收粮食、挑水、扫
院子，亲得像一家人。后来，八路军
还在姥姥家旁边的大苇塘里打了一场
伏击战，打死了 100多个小鬼子。娘
说，那时候她就知道，对老百姓这样
好、能打败日本鬼子的八路军是共产
党。共产党就是八路军，有他们，就
不用怕鬼子。

娘十几岁的时候，也入了党。
她说，共产党是为了老百姓不惧艰
险、不辞辛苦干真事儿的。有一
年，村里来了工作组，组织党员研
究村里的土改。党员会上，有一个
村干部介绍了村里的做法，工作组

觉得很有意义，组长说，马上报县
里吧。结果，头天晚上送上去的材
料，第二天中午就发到了各村，推
广这个经验。

娘经常讲起这件事。她说，那时
候连自行车都没有，交通全靠拿脚
量。她们村离县城十几公里，材料从
报上去到发下来，只用了半天一宿的
时间。可想而知，这背后有多少人在
星夜兼程，有多少人在争分夺秒。这
样的认真，什么事儿不能干成？这样
的干劲，共产党不得天下谁还能得天
下？

娘对党信服了一辈子

1977 年，在不到 100 天的时间
里，娘失去了我父亲、我姥爷和我大
舅 3位亲人。在这之前的那几年，娘
白天在生产队上班，回家后要给我们
做饭、要照顾我们生病的父亲，晚上
还要走几里路到邻村去照看姥爷和大
舅。每天起早贪黑、昼夜劳作，却从
没听娘说过一声累，喊过一声难。后
来当我们回想那段艰难的岁月时，娘
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你娘是党员，
什么样的困难能吓倒共产党员？”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家里的生
活逐渐好了起来。遇到乡亲们有什么
困难，她总是先到人家看看，力所能
及地给予帮助，她说：“咱家人口
多、力量大，帮帮忙是应该的。共产
党不就讲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嘛！”娘还一直是化解矛盾、和谐邻
里的“志愿者”。每当邻里乡亲们发
生矛盾、家庭不和，娘知道了，必去
化解、劝和。我们见她为这些事儿着
急上火，劝她少管点儿“闲事儿”，
娘就是一句话：“共产党就是得管闲
事儿。”

娘70多岁的时候，村里每次开党
员会，她也要坚持到会场。她说当一
天党员，就要听一天党的话。只要党
有了新政策，党员就得学习，才能算
个合格党员。

娘对党的信服就融化在一天天平
常的日子里。

娘对党感恩了一辈子

娘活了82岁，种了一辈子地，做
了66年党员。她老人家最自豪的就是
两件事：含辛茹苦养活了 6个儿子，
带出了一个幸福的大家庭；跟着她信
服的党，一直没掉队。

自打我记事起，就记得娘常给我
们讲她从小认识党、跟党走的故事，
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踏实做事老实
做人。后来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不
管是在家种地的，还是在外上班的，

娘的教育仍是那句话：听党的话，做
个老实人，平安才是福。

十几年前，一次回家看娘，她高
兴地拿出几百元钱向我炫耀：“你娘
我也是挣工资的人了，从今后，俺们
这些老党员每月都有补助呢。入党时
也没想到有今天啊，党想得真周
到。”这些钱，娘常常用来买铅笔橡
皮等文具，分给孙子孙女们，鼓励他
们好好学习。她还常买来好吃的，和
婶子大娘、老姐妹们分享，说让她们
也都享享党的福、沾沾老党员的光。
一提起党，她的脸上就会泛起孩子般
的笑容。

娘的自豪和满足就是对党的感
恩。

庆祝建党 100周年之际，想起了
我娘，一个平凡的老党员。没有多
么卓越不凡，也没有什么丰功伟
绩，可想起她时，会温暖，会感
动，会敬佩。

我想，正是像娘这样一个个平凡
的党员，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党；而这
个伟大的党，也哺育着一个个平凡的
党员，成就着他们每个人的不平凡
——在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生活细
微处，在一天天、一年年的平淡岁月
里，有他们对信仰的坚守和初心的情
怀。

家有党员家有党员家有党员

沧州第一支回民抗日武装沧州第一支回民抗日武装———冀中回民支队—冀中回民支队

百战百胜的百战百胜的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回民支队回民支队

献县马本斋纪念馆广场上，一尊
塑像引人注目：一名八路军手持大
刀，身跨战马，目视前方……这就是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形象。抗日
战争时期，这支以回民为主组成的抗
日部队，在华北平原屡建战功，威震
敌胆，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无攻
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
铁军”，毛泽东称其为“百战百胜的
回民支队”。

无数次站在烈士塑像前，66岁的
赵文岭依然心潮澎湃。他们虽未见过
面，却穿越时空进行过无数次对话。

1989 年，拍摄第一位冀中回民
支队老战士马国亭时，赵文岭就下
定决心，要毕生追寻马本斋及其回
民支队的事迹。30多年来，从冀中
平原到祁连山脉、从黄土高坡到江
南水乡，赵文岭走过全国 30 个省
（市、自治区），拍下了 140 多位回
民支队老队员的肖像及数万张图
片，留下采访笔记十几本，用坏了
10多个相机。

赵文岭已经成为研究马本斋和回
民支队的活字典与回忆录，他还原了
一个丰满、真实、感人的抗日英雄马
本斋和冀中回民支队的历史轨迹。

回族青年扛起救国大旗

献县本斋村，原名东辛庄。1902
年，马本斋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贫苦
回族家庭。

1921 年，马本斋在东北投身行
伍，由于作战勇敢，被选入东北讲武
堂学习。毕业后，1929年，升任国民
革命军暂编第一军第二十一师第四团
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
憎恶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弃官回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
略军的铁蹄踏进华北，烧杀淫掠，无
恶不作。当时，冀中地区四五十个县
的回族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主张，纷纷组织抗日武
装。马本斋在家乡拉起了一支六七十
人的队伍，称“回民义勇队”。

“他身材魁梧，性格豪爽，为人
朴实正直，在当地很有威望。这支回

民武装在马本斋的领导下，扩展到河
间、沧县一带，很快发展到 200 多
人。”赵文岭说。

此时，保定以南地区的回民在
共产党员肖秉钧、回族人士刘文正
的组织下，也成立了回民抗日武
装，被晋察冀省委命名为抗日义勇
军第九支队。1938 年 2 月，抗日义
勇军第九支队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回
民干部教导队；3月，马本斋率回民
抗日义勇队到河间参加河北游击
军，被任命为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
队队长；6月，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
教导队与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在
河间合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
队，马本斋任总队长。 1939 年 7
月，根据冀中军区指示，回民教导
总队改称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马本
斋任司令员。

赵文岭说，后来，冀中军区调郭
陆顺任回民支队政委。他具有丰富的
斗争经验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对回民
支队的正规化起了很大作用。

马母绝食为国捐躯

1938 年 10 月，日军回师华北，
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

“扫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冀中军民展开了紧张的反“扫荡”
斗争。

冀中回民支队遵照冀中军区的指
示，在河间、青县、沧县一带活动。
夜袭青县车站，围攻杜林镇，攻打沙
河桥，沧河公路上伏击敌人汽车队，
多次重创敌人。

1940年初，冀中地区斗争形势严
重恶化，为了保卫发展深 （县） 南
（部） 抗日根据地，冀中军区决定，
调回民支队到这个地区开展对敌斗
争。

在深南地方党和群众的支持下，
回民支队先后在南花盆、张骞寺、康
庄等地作战30余次，打开了深南地区
对敌斗争的局面。

“尤其是康庄、榆科战斗的胜利
更为突出。康庄战斗是一场漂亮的伏
击战，马本斋、郭陆顺率回民支队，

仅用40分钟，将敌军全部歼灭，缴获
平射炮 1门，重机枪 1挺，轻机枪 4
挺，掷弹筒16个，枪支弹药大部，回
民支队则无一伤亡。”赵文岭说。

1940年秋季，八路军在彭德怀副
总司令的指挥下，对敌人发起了空前
规模的“百团大战”。在此期间，回
民支队在深南地区积极开展对敌斗
争，拖住敌人2000多人，有力地支援
了兄弟部队作战。

回民支队在深南的一年，是战
果辉煌的一年，显示了马本斋、郭
陆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回民支队英
勇善战的顽强作风。1940 年 10 月，
冀中军区第三次政治工作会议，奖
给战功卓著的回民支队一面锦旗，
上面写着:“无攻不克，无坚不摧，
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主
席给予回民支队高度评价，亲笔题
字称回民支队是“百战百胜的回民
支队”。

敌人几次与回民支队交锋，连连
失利，就生出了诱降的诡计。日军得
知，马本斋不仅对国家民族赤胆忠
心，而且对母亲也是有名的孝顺时，
就派兵包围了东辛庄，把马本斋的母
亲白文冠抓到河间县城作人质，逼迫
马母给马本斋写劝降信。深明大义的
马母宁死不屈，绝食 7 天，以身殉
国，时年68岁。

马本斋纪念馆内，展出了当年押
送马母的木制小推车。每每看到这个
老物件，参观者都会驻足良久，感慨
不已。

鱼水情深受拥戴

1944年 1月，回民支队踏上了奔
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征途。马本斋因病
未能随军出发，中央决定其留医院治

疗。2月 7日，优秀的共产党员、抗
日民族英雄、回民支队的创建人和领
导者马本斋病逝于冀鲁豫军区后方医
院。

回民支队经过长途跋涉，于1944
年 4月初到达陕北，随后投入到轰轰
烈烈的大生产和练兵运动，担负保卫
延安、保卫陕甘宁、建设陕甘宁的任
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9月初，回民支队政委刘世
昌带百余名干部开赴东北，政治部主
任金民率50多名干部返回冀中。留在
边区的部队，由支队长马凤舞率领，
驻防陕甘宁边区，参加保卫解放区、
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全中国的
战斗。

赵文岭说，回民支队走到哪里，
都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

1942年回民支队转战山东时，山
东莘县遭遇几十年少有的旱情。为了
救灾民，冀中回民支队主动拿出自己
并不富裕的军费，帮助百姓从省外运
送粮食。

马本斋从自己开始，每天一斤粮
食缩减到八两，后来又缩减到二两，
把节约下来的粮食分给周围的老百姓
充饥。

“回民支队的举动赢得了冀鲁豫
地区人民群众的支持，老百姓做军
鞋、筹军粮，传情报掩护子弟兵，送
亲人参军参战。”赵文岭说。

冀中回民支队，是抗日战争时期
冀中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成
长起来的一支民族抗日武装。在抗日
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回民支队转战于
冀中平原、渤海之滨，驰骋于冀、
鲁、豫广大敌后战场，进行了数百次
战斗，歼灭日伪顽叛和地主武装近 2
万余人，在抗日战争史册上写下了光
辉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