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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静然 摄影 吕国良 60岁的王恒旺，闲暇时总会拿出3张立功证书

看一看，它们同属一人——王恒旺的叔叔王永峰。
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上面的文字也有些模糊，但依
然无法抹去他对叔叔的怀念。他说，叔叔 21岁就
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但他的英雄事迹依然在闪
光。

追随王恒旺的回忆，我们看到了一位英雄短暂
而伟大的一生。

参军报国

1931年 9月 18日，王永峰出生在泊头市董敬
屯村。年少时，受几个哥哥的影响，他参加了村里
的抗日小学，农闲空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和抗日救
国的道理，并秘密参加了儿童团。他年龄虽小却机
敏勇敢，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多次任务。

后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
署，华北地区各个分散的县大队、区小队等全
部编入正规军，王永峰也实现了参军报国的梦
想。

1947年6月，王永峰所在部队参加了第一次保
北战役。虽然腿部受伤，但他还是因作战英勇受到
了连长的表扬。10月，王永峰跟随部队先后参加
了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解放元氏县的战役。
3次战役合称为“青石元战役”。

石家庄战役结束后没几天，解放军就展开了对
元氏县城的围攻。王永峰所在连接受了挖掘破城坑
道的任务。

“叔叔在平原上长大，抗战时在老家就挖过不
少地道，他知道挖坑道的技巧。”王恒旺说，经过
7天的艰苦奋战，终于完成了 9条主辅破城坑道。
在总结战况的表彰大会上，部队首长为王永峰记大
功一次，并提拔他为副排长。

屡立战功

1948年 1月，王永峰随部队从石家庄到满城，
参加了解放保定西北几个县的战斗。后来，又转战
察哈尔，参加解放张家口、宣化的战斗。

在9月30日的察绥战役攻克崇礼的战斗中，王
永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转战千里，王永峰参加过数十次战斗，受到
了部队首长的好评。1949年 2月，王永峰所在部
队改编。改编前，首长对一年来的战斗成果进行
总结，对立功人员进行了通报表彰奖励。2月 27
日，野战三兵团第六纵队第十七旅旅长徐德操、
政委李致远、副旅长李得才、政治委员白玉刚集
体签发了立功喜报——王永峰在清石元西进战斗
中立功 7次，特予通报表彰。喜报寄到了其老家
董敬屯。后来，这张喜报被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
并收藏。

“杳无音信多年，家人终于有了他的消息，还
得知他屡立战功，非常骄傲。”王恒旺说。

太原战役后，王永峰随 68军进驻天津、唐山
一带，担任保卫海防的任务。

出国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这时，王
永峰觉得自己一直叫的是小名王振堂，应该有一个
正式的名字。他就找到营长，说想改个名字，既能
按家谱的辈分，又想有革命气势和意义。营长想了
想说：“叫王永峰怎么样？”王永峰一听，欣然同
意。

1951年的 6月 19日，王永峰随部队进入朝鲜
东线战场。当时，敌人占据的高地因该高地有5个
山头，又称五峰山。这里西临北汉江，东北面与志
愿军的防御阵地相对峙，也是敌人向志愿军防线内
延伸的突出点和重要支撑点。上级决心攻克这个阵
地，拔掉这颗钉子。9月 28日，一番周密安排后，
他们向敌人发起总攻。密集的枪炮阻挡了他们前
进，我军一次次冲锋都被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去。王
永峰瞅准机会朝敌人射击，趁此机会，他和战友们
跳出了坑道。就在他冲锋向前时，敌人一枪朝王永
峰打了过来，他捂着胸口倒了下去，英勇牺牲，年
仅21岁。

王永峰的事，家人一直不敢提起，王恒旺的父
亲去世前，才向儿子讲述了弟弟的故事，并把珍藏
多年的立功喜报交到了他的手上。

为了了解叔叔当年的事迹，王恒旺多方查阅
资料，访问王永峰原部队的战友、首长，终于还
原了叔叔的革命轨迹。“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叔叔
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他是真正的英雄。”
他说。

一

在博施博物馆“红色印记”
展区，一张张黑白影像串联起了
沧州的过去。

时间倒回到20世纪初，清政
府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后，
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

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无数
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
民之路。其中，就有许多沧州人
的身影。

1919 年，“五四运动”爆
发。省立沧县二中 （今沧州市
一中） 200 余师生以罢课、游
行、演讲等形式支援北京学生
运动。

沧州籍先进知识分子张申
府、郝克勤、张隐韬、刘格平、
莫子镇、戴培元等，分别在北
京、天津、保定等地加入中国共
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
织，在当地或返回家乡开展革命
活动。沧州，成为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活动较
早的地区之一。

1923年，刘格平创建了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大堤东支部，成
为津南革命“播火人”。1926年9
月，刘格平在省立沧县二中建立
了中国共产党沧县二中支部。这
是我党在沧州建立的第一个党支
部。

1925年，张隐韬在国民二军
搞兵运工作时，就深刻认识到，
共产党应该建立自己的武装。此
后，他和刘格平回到家乡建立武
装组织。那时，在沧州，共产党
领导的武装组织有农民自卫军、
津南革命军等，播下了我党领导

武装力量的火种，为日后在沧州
创建冀中和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奠
定了基础。

1927年 2月，中共津南特委
在大堤东村成立。中共津南特委
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发动工人、
农民、学生运动，领导武装暴
动。

1937年 7月 7日，抗日战争
爆发。“七七事变”后的第 8天，
在盐山县旧县镇，华北民众抗日
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就
宣告成立。

在抗日战争中，沧州有两支
闻名全国的回族抗日武装，分别
是活跃于沧州西部的冀中回民支
队、活跃于东部的冀鲁边 （渤
海）回民支队。这两支部队驰骋
沙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
斗争。

韩集伏击战、三打灯明寺、
齐会歼灭战……腥风血雨中，沧
州大地上，党的优秀儿女挺身而
出，在各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
组建抗日武装，积极发动群众参
加抗战，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
争，以血肉之躯为民族图存作出
了不朽的贡献。

听着一个个红色故事，3位
专家不禁感慨：沧州不仅是一片
古老的土地，有着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明，还是一片红色的土
地、英雄的土地。在这片土地
上，始终流淌着延绵不断的红色
血脉。

二

让人感动的不仅是沧州历史
上的英雄人物和红色传奇，还有
一代代沧州人为弘扬红色文化所
作出的努力。

在运河边一座老楼、一处
平房建起展厅，令 3位专家颇感
意外。这背后，是一位文史爱
好者对沧州历史文化的执着坚
守。

10多年前，于龙华买下了运
河边的这座二层小楼。彼时，他
还不知道，这座斑驳小楼竟是一
座百年建筑。了解到它的前世今
生后，于龙华决定在这里投资建
一座与大运河、与沧州文化相关
的博施博物馆。

从此，他奔波各地搜集文史
资料和影像、修缮设计房屋，让
这座运河边的小楼焕发出古朴厚
重的人文气息，更为研究沧州历
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吸引
来访者无数。

和于龙华同样执着的，还有
田书生。

69岁的田书生是市科协的退
休干部，从 2002 年开始，就通
过各种方式搜集 1937 年日本全
面发动侵华战争时期，日军随军
记者镜头下侵略沧州的影像和文
字资料。至今已收集各种资料80
余册，其中包括照片 200 余张，
真实再现了当时的战火硝烟，展
示了日军在沧犯下的滔天罪行，
成为日本侵华的有力证据。这些
资料已编辑成书，名为《1937·
沧州！沧州！》。后来，这些影像
资料被田书生一张张放大，展示
在市邮政管理局办公楼，他命名
为“沧州 1937·揭秘日本随军记
者镜头下的侵略沧州纪实照片展
览”。

驻足观看，80多年前一幕幕
尘封的情景赫然呈现眼前：津浦
线上一路入侵的日军、狂轰滥炸
沧州城的日军飞机、硝烟战火中
孤独孑立的闻远楼、被轰炸的沧
县红十字会、运河决堤后一片汪

洋的沧州城……那一帧帧日本随
军记者拍下的黑白照片，每一幅
都骇人心魄。专家们看后，都觉
得这些影像很震撼。

三

接过英雄的接力棒，红色精
神植根在每一位沧州人的血脉之
中，薪火相传。

3位专家一边走访，一边感
叹，尤其是听到由沧州日报发起
的“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
后，对沧州人的家国情怀有了更
深的认识和感触。

2019年清明节前夕，一则新
闻吸引了本报记者的注意——安
徽一七旬老人，为 7名牺牲在淮
海战役中的烈士找到了亲人，其
中 3名是沧州籍。出于对新闻的
敏感，我们辗转联系上了这位名
叫年介涛的老人。根据年老提供
的信息，沧州日报发起了“帮烈
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在报纸
上刊发寻亲报道，通过互联网征
集线索。一时间，许多爱心人士
纷纷打来电话，提出了加入到寻
亲队伍的想法。就这样，一支由
沧州日报记者、爱心志愿者和退
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组成的寻
亲团队成立了。不管工作日还是
休息日，一旦获得线索，大家都
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一次次查找，一家家寻访，
一点点印证，4年多时间，寻亲
志愿者们辗转多地，共寻访 180
余 名 烈 士 亲 属 （或 烈 士 安 葬
地），为70多名烈士找到了家。

在沧州，还有一支团队令人
动容——沧州市女摄影家协会的
摄影师们。

2012年，时任市女摄协主席

的张书俭带领女摄协的摄影师们
开始筹拍革命母亲。历时 8年，
她们的足迹遍布沧州几百个村
庄，和时间赛跑，为健在的革命
战争时期的女共产党员、女锄奸
模范、女堡垒户、妇救会主任等
革命母亲建立了影像档案，留影
存真。2014 年 9 月，女摄协为
124名“革命母亲”摄影作品搞
了大型展览。2015年，她们集结
成册，出版了红色记忆《革命母
亲》一书，同年参加了平遥国际
摄影大展，收获无数感动和好
评。

53岁的献县作家王小丫，从
2019年起奔波于全国各地，寻访
健在的回民支队战士及其知情
者。行程 6万多公里，寻访了 30
多位健在的回民支队战士和60多
位知情者。即使罹患癌症，依然
没有停歇。

在献县苗庄村，农民赵文岭
30多年埋头只做一件事——搜寻
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英雄事迹。
他拍摄了 140多位回民支队老队
员的肖像，积攒了数万张图片，
写下了 100多本寻访日记。走到
哪里，赵文岭就把马本斋的英雄
事迹宣传到哪里，还腾出自家的
房子，建起了“马本斋事迹资料
珍藏馆”。

沧县捷地回族乡捷地村村民
曹文通，为保护当年日军侵华历
史罪证——捷地炮楼，30多年风
雨无阻守护在此，甚至还把家安
在这里。

……
在沧州，越来越多的人正在

加入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
血脉的队伍中来。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沧州人在用自己的行
动，诠释着这本教科书的每个页
码、每个细节。

父亲陈月山，1927年秋出生
于海兴县。所在村庄离山东很
近，过一条河便到了山东。

1978年寒假，我随叔叔回老
家过春节，感受到了父亲对故乡
的那份亲情。辽阔的华北平原，
一马平川，我的祖祖辈辈就生活
在这片贫瘠而深情的土地上，小
枣、盐碱地以及淳朴的民风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身体里
流淌着华北平原的热血。人在天
涯，何不思乡？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
子，四兄弟中排行老三。日本侵
华后，华北沦陷，人民饱受日伪
顽匪之害，深陷苦难。沧州人民
纷纷自发组织反抗，在中国共产
党带领和组织下，抗日队伍逐渐
发展壮大。

1944 年秋，年仅 17 岁的父
亲，加入了八路军队伍，后来才

知道这支部队是冀鲁边军区回民
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
抗日武装。

我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冀
鲁边军区回民支队与闻名于世的
马本斋回民支队是抗日战争时期
诞生于河北的两支回民支队。追
寻父亲的抗日足迹，看了相关历
史书，我常常泪水盈眶，对那些
为祖国献出生命的革命先辈们充
满了敬佩。

在东北，父亲属四野主力
部队 6纵战斗序列部队，是四野
的五大主力部队之一，曾参加
了三战四平、三下江南等重要
战役战斗。在二战四平保卫战
中，父亲带领一个班的战士最
后撤出四平。三下江南时，在
零下 40 摄氏度的天气中与敌人
战斗。1946 年与国民党 88 师激
战，不幸肩负枪伤。痊愈后参

加 了 为 期 半 年 的 军 政 大 学 学
习。父亲的枪伤至今仍在隐隐
作痛，影响了晚年生活。随后回
归战斗部队任排长。最为惨烈的
是辽沈战役中的励家窝棚阻击
战，以两个师兵力截住了廖耀湘
十万兵团，取得了非凡战果。每
当回忆起这些，父亲总是露出笑
容，说截住了廖耀湘、打败了新
一军和新六军，这两个军可都
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

辽沈战役结束之后，父亲跟
随铁军 43 军部队入关，一路南
下，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渡江
战役、广州战役、广西战役，最
后参加了海南战役。在 1949年 4
月渡江战役的兰溪战斗中再次负
伤，愈后转任 387 团政治部干
事。

1950年 4月 17日开始，由邓
华指挥的海南渡海战役发起了第

一梯队登岛强攻。1950年 4月 23
日，父亲作为海南渡海战役第二
梯队登上了海南岛，他当时是43
军 129师某部政治部干事，相当
于副连级。部队上岛后，完成了
海南解放最后一仗，其间，父亲
两立战功。

父亲于 1953 年转业，留在
海南工作。他在东北和湖北两次
受伤，享有残废军人荣誉及待
遇。也因此，从一线作战部队转
至团机关及后来转业至地方工
作，在海南外贸食品进出口公司
退休。

母亲梅元香，是海南琼海
市龙江镇人，祖上是从广东大
埔迁过来的。尽管文化差异很
大，但在当时，女子嫁士兵是
一种潮流。家中三兄妹，我排
行老二。

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是父
亲的品德。家里还有三兄弟，他
每逢过年都会寄钱给他们。父亲
早年的连长及夫人已去世，他也
会托人带钱给其亲属。父亲生活
很俭朴，不舍得多花一分钱，省
下的钱长期资助北方亲人和朋

友。
故土难离，乡音未改。父亲

少小离家，南征北战，定居海
南，与家人从此天各一方。只有
几个河北老乡战友可以常聚叙
旧。父亲一直保持着家乡口音和
面食习惯。每个周日，我们全家
人都会聚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
似乎是对故乡最好的思念。每年
除夕，全家也要围坐包饺子，这
是不变的仪式。

父母从小对我们子女教育不
多，也不干预我们子女的人生大
事，更多的是言传身教。

父亲今年 95 岁，应该是海
南岛最后一位健在的冀鲁边八
路军老战士了。他常常高声唱
起 《八路军军歌》 以及抗日老
歌，充满革命激情。父亲保存
过一条旧军毯，后来放在临高
角解放纪念馆中展示。这条军
毯从东北带到了海南，随父亲
走过了 80年。

英雄迟暮，故土难归。轮椅
上的父亲，只能在海南安度晚
年。在我心中，他就是一棵参天
大树。

一路转战到海南一路转战到海南
陈伟岗

日前，军事科学院原

军事历史研究所抗日战争

研究组组长岳思平及军事

科学院两位研究员温瑞

茂、陈伙成来到沧州，参

观了“沧州 1937·揭秘日

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略

沧州纪实照片展览”，并

走访了博施博物馆。

3位专家平均年龄已

过七旬，但腰板硬朗，步

履矫健，眼角布满皱纹却

挡不住炯炯目光。虽然是

第一次来到沧州，但他们

不约而同被沧州人的热情

所打动，听到文史爱好者

们为弘扬红色文化所作出

的努力后，更是感触良

多。

两位专家两位专家（（左左））参观博施博物馆参观博施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