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海兴县文联主办的刘竹林
烈士遗物捐赠现场采访时，记者
意外得知，参加活动的 4 个人，
他们的父亲、爷爷竟然都是抗日
村长。

捐赠人刘战胜、刘战军来自
苏基镇献庄村。他们的父亲刘森
林，抗战时期担任抗日村长，全
家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革命同
志，地、县、区多名领导干部常
在他家吃住。环境恶劣时，还曾
藏过两支手枪和装有两个县人事
档案和机密文件的红布包。分区
领导彭瑞林、李惠夫妇的两个女
儿，就由刘森林夫妇喂养长大。
当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刚出
生40天。刘森林的妻子当时也刚
生孩子，正有奶水。每次喂奶，
她总是先喂八路军的女儿，再喂
自己的孩子。就这样把革命后代
抚养成人。

活动的主办方是海兴县文
联，文联主席李树勤的爷爷李
玉琤是中医，给黄骅治过病；
五 爷 爷 是 李 良 志 村 的 抗 日 村
长，受党组织和八路军委派，
安插在小山维持会，开展地下
工作。

为刘竹林烈士撰联的杨景
春，他的爷爷杨士珍是山后村的
抗日村长，当时小山区委的一些

重要会议就是在他家炕头上举行
的。1943年6月30日，接到军区
政治部赶赴大赵村转移黄骅烈士
遗体的命令后，杨士珍强忍悲
痛，立即组织党员带着三辆大车
赶赴大赵村，把三位烈士的遗
体连夜拉到山后，安葬在山后
七龙口附近。因为形势严峻，
现场没有举行追悼仪式，当时
在场的只有杨士珍为首的山后
党支部成员。他还掩护过原新
海县 （今黄骅市） 县委书记叶
尚志等革命干部，为抗日作出了
重要贡献。

题 写 对 联 的 邢 承 业 30 多
岁，是高湾镇后刁村人。他的曾
祖父邢朝元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
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
教书先生的身份作掩护，为党的
革命工作奔波联络。邢承业写一
笔好书法，就来自曾祖父的家
传。

小小一个捐赠仪式，竟然有
这么多“红二代”“红三代”“红
四代”。他们身份各异，有农
民、教师、公务员，谈起海兴红
色文化来，都如数家珍。是呀，
这就是他们的家史，无数家史才
汇聚成村史、镇史、县史。海兴
红色文化之厚重，由此可见一
斑。

采访后记采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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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黄山 90岁抗美援朝老兵

齐家义有个心愿：把珍藏了70年的

老战友刘竹林烈士的照片，送还烈

士后人手中。种种原因，这一心愿一

直没有实现。

安徽广播电视台记者马继强

在采访中了解此事后，决定帮助老

人完成心愿。在黄山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的帮助下，多番寻访后，终于

找到了刘竹林烈士的家乡海兴及

其后人。

百余场公益讲堂百余场公益讲堂
惠及任丘百姓惠及任丘百姓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 11月 10日，任丘市
文化馆在二楼报告厅举办了一场航拍知识公益讲
座。今年1至10月，他们已举办多种形式的公益
文化百姓讲堂110多场。

公益文化百姓讲堂是任丘市的特色文化品
牌，2012 年，由任丘市文化馆金洁工作室创
办。11年来，他们每年都会针对不同群体的需
求，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知识讲座，使艺术融入
生活，受到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参加 10日当天讲座的，是资深航拍摄影师、
河北省航拍学会会员刘兵，以及新华社签约摄影
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金洁。他们从自身实践出
发，为广大航拍爱好者们讲解了航拍“干货”，令
人受益匪浅。

金洁不仅是这次公益讲座的老师，还是公益
文化百姓讲堂的负责人。他介绍，11年来，他
们举办了摄影、舞蹈、声乐、话剧等多种形式的
公益课程420多场，有“订单式服务”和“送到
家门口”两种模式，深受群众欢迎。今年 6月 8
日，他们新增了话剧表演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不仅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戏剧的艺术魅力，还吸引了老中
青一大批人加入到话剧表演的队伍中来。

据悉，公益文化百姓讲堂不断完善、创新，
由原来的“我讲什么，你听什么”，改为“你想听
什么，我就讲什么”，多次把百姓讲堂开到农村、
社区、校园，让老百姓享有充实、丰富、高质量的
精神文化生活。

时隔七十年时隔七十年时隔七十年 辗转两国三地辗转两国三地辗转两国三地

烈士照片千里回家烈士照片千里回家烈士照片千里回家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本报通讯员 杨景春 摄影报道

11月 6日，海兴县文联主持的
一场特殊的捐赠活动正在进行。
苏基镇献庄村农民刘战胜、刘战
军，代表家人将三叔刘竹林烈士
的照片、《革命军人证明书》 等
物，捐赠给海兴县档案馆。档案
馆为他们颁发了捐赠证书，县文
联赠送对联：“前辈常怀民族节，
后人莫负竹林心。”“无价文章传
壮烈，有情日月照精忠。”

68岁的刘战胜说，他们没有想
到，三叔刘竹林的照片会不远千里
从安徽黄山被送回家；更没有想
到，在千里之外的黄山，还有一位
老人默默珍藏着三叔的照片，时时
想念三叔、缅怀三叔。“三叔的这
些遗物不只属于我们家。我们商量
后决定，捐出三叔部分遗物，让更
多的人了解三叔、了解那个年代。”

随着老人的讲述，一个交织着
理想与信念、战争与和平、家国与
爱情、流血与牺牲、思念与寻访的
故事，漫过岁月长河，渐次清晰地
展现在人们面前。

一个电话
了却一段70年的牵挂

今年芒种前，刘战军忽然接到
一个来自安徽黄山的陌生电话，对
方是安徽省黄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的工作人员。他说，受 90岁老兵
齐家义的委托，他们正在寻找抗美
援朝烈士刘竹林的后人。

刘战军心中一热。他望了望墙
上镜框里三叔着军装的老照片和
《革命军人证明书》。照片里，三叔
刘竹林永远定格在了 28岁。那张
年轻英气的脸庞，全家再熟悉不
过。

对方很快通过微信发过来刘竹
林烈士的照片，虽然泛黄，但依然
清晰。刘竹林着军帽、军装，温和
而庄严。照片后面，还有刘竹林的
亲笔签名。刘战军赶紧叫来哥哥刘
战胜，兄弟俩百感交集：这就是三
叔呀！三叔牺牲 70年了，没想到
他的战友还牵挂着他。

黄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
人员也非常激动：寻访刘竹林烈士
后人的过程并不顺利，山重水复疑
无路时，没想到一个电话就解决了
所有问题。

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年，今年 2月，安徽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推出《勋
章》系列报道，讲述安徽籍抗美援
朝老兵的故事。马继强记者在黄山
市采访 90 岁老兵齐家义时了解
到，老人手中有一张 70年前牺牲
在朝鲜战场的山东籍战友刘竹林烈
士的照片。在与黄山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工作人员商议后，决定寻找烈
士家乡，把照片交给烈士后人，帮
助齐家义老人了却心愿。

寻找烈士亲人一波三折。在中
华英烈网上，山东籍烈士刘竹林与
齐家义描述的情况有出入。是名字
改动了，还是记忆有偏差，抑或是
行政区划有变动？他们决定扩大搜
索范围。这时，沧州市海兴县一名
烈士的身份、牺牲时间、地点都对
上了。海兴县在 1965年建县，之
前隶属于山东。他们立即联系海兴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终于联系到了
刘竹林烈士的侄子刘战军。

照片回家
为家属解开烈士牺牲之谜

6月 7日，黄山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工作人员与记者马继强一行，
护送刘竹林烈士的照片，辗转千
里，赶赴沧州海兴。

护送人员很有心。乘坐高铁
时，他们把烈士照片摆在车窗的位
置。车行千里，穿越大山大河。他
们在心中默默祷告：刘竹林烈士，
请您看看祖国大好河山，稻田飘
香，麦海翻腾，绿树千重，清波万
里，这盛世如您所愿！

当天下午 3点半，他们赶到海
兴县献庄村刘战胜家中。在记者的
连线下，刘战胜、刘战军兄弟与远
在黄山的齐家义老人，进行了一场
令人泪目的视频通话：

“我们是刘竹林的侄子，齐叔
叔。”

“像，真像哦！你们看到竹林
的照片了吗？我们俩关系好哩！”

“看到了！一看这个照片，我
们一眼就认出是三叔。”

“我很感激你们的三叔，他保
护了我……”说着说着，齐家义老
人的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70
年前。

那是 1953年 2月 9日，在抗美
援朝的战场上，卫生员齐家义跟随
卫生队队长刘竹林、师部毛护士长
连夜乘车返回驻地。为了保护小战
士安全，刘竹林和毛护士长把齐家
义夹在当中。通过封锁线时，敌机
丢下数枚炸弹，刘竹林当场牺牲，
毛护士长也负了重伤，来不及抢救
就牺牲了。天寒地冻，挖不动土。
齐家义和司机用路边的雪掩埋了两
位烈士。

“那时来不及悲伤，亲手掩埋
战友后，我们又继续上路奔赴前线
了。”齐家义说，刘竹林是老革
命，在朝鲜战场上，身经百战，带
着他抢救伤员，立过不少战功。看
他是小战士，平时尽可能地帮助照
顾他，是他心目中的老大哥。直到
现在，晚上想起来都会淌眼泪。

齐家义今年 90岁。刘竹林烈
士的照片，他保存了 70 年。“老
了，就特别想把照片交给他的后
人。”老人说到最后哽咽了。

刘战胜兄弟也非常感动。不仅
因为三叔的战友始终没有忘记三

叔，还因为困扰家人 70 年的谜
团，随着齐家义老人的讲述，终于
揭开了。

“我们原来只知道三叔牺牲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但因何牺牲？牺
牲在哪里？埋葬何处？都一无所
知。现在可算弄明白了！”刘战军
说。

革命之家
走出屡立战功的卫生队长

刘竹林没有子女，两个侄子一
个 68岁、一个 62岁，都出生在三
叔牺牲后。令安徽一行人感动的
是，在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处处
可以触摸到刘竹林的气息：他的多
张照片和《革命军人证明书》都被
精心镶在镜框里，挂在墙壁上。连
最小的孩子也知道三老太爷是烈
士。原来，逢年过节祭祖时，大人
会专门和孩子们讲刘竹林参加革命
的故事。

刘家人说，抗战期间，海兴一
带是冀鲁边区根据地，还是边区各
机关所在地，献庄就是其中的一个
抗日堡垒村。刘竹林的哥哥刘森林
是抗日村长，一家人曾在恶劣的斗
争环境下掩护革命干部，掩藏部队
的武器和党的机密文件。他们还冒
着生命危险抚养革命后代。分区领
导彭瑞林、李惠夫妇的两个女儿，
就由刘森林夫妇抚养长大。

刘竹林自小受家庭影响，16岁
就参加了八路军。部队首长让他当
卫生员，开始他想不通，说：“我
要拿枪打鬼子。”首长对他讲了卫
生员的重要性，他才不得已服从了
安排。不久，他被送到卫校学习。
他刻苦用功，很快掌握了战地救护
的四大本领。等他返回部队抢救伤
员时，终于明白了卫生员的重要
性。

1945 年 9 月 29 日，他跟随部
队开赴东北，组建了赫赫有名的
萧劲光兵团。在对敌斗争十分尖
锐、生存条件异常艰苦、缺医少
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他救治了
很多伤员。后来，上级派他到苏
军医院学习截肢开刀手术，医疗
技术全面提升。

他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天
津解放后，被调到兵团医务研究
所，潜心研究军医学，培养了一大
批卫生人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 2月，刘竹林所在的炮
七师奉命赴朝参战。面对敌机的狂
轰滥炸，担任队长的他，带领卫生
队一次次将生死置之度外，奋力抢
救伤员，多次荣立战功。

曹庄扫墓
这盛世正如烈士生前所愿

刘战胜说，自己和弟弟的名字
是三婶起的。战胜出生在三叔牺牲
2年后，战军出生在三叔牺牲 8年
后。这两个名字饱含着三婶对三叔
绵绵的思念和情意。

刘战胜的三婶，也就是刘竹林
的妻子，叫马俊芳。

在刘家向海兴县档案馆捐赠的
烈士遗物中，有一份马俊芳手写的
《刘竹林烈士的短暂人生》，时间是
2006年 5月 4日。刘家人说，这是

三婶为三叔立碑后写的纪念文章。
安徽一行人特意去曹庄子烈士

陵园扫墓。
青松翠柏间掩映着一座黑色的

石碑，“刘竹林烈士碑”几个金色
大字分外醒目。

马俊芳在文章中回顾了丈夫短
暂而光荣的一生。她说，1943年，
由于革命形势恶劣，组织上让刘竹
林回家暂避，待形势好转后再返回
部队。在此期间，1944 年 1 月 16
日，他们结婚了。婚后不久，他接
到返回部队的命令，从此一走就是
5年，直到1949年3月回家探亲。

这次探亲，是刘竹林和马俊芳
相处最久的一段时间。刘竹林和她
讲了很多战斗故事。时隔多年，马
俊芳依然记忆犹新，一一写进文章
中。“赴汤蹈火”“九死一生”“出
生入死”是她用得最多的词。在她
心目中，丈夫就是英雄，是她可以
依靠信任的山。

结婚时，马俊芳 17岁，刘竹
林 20岁。立碑时，马俊芳 78岁，
白发苍苍；刘竹林却永远定格在了
28岁。

临别时，“等我回家”的话语
犹在耳畔；再相逢，只有那张烈士
证，陪她度过漫漫长夜。

几年后，马俊芳再婚。2003
年，75岁的她以遗孀身份为刘竹林
立碑。

“回想起来使人心酸流泪，真
是难以忘怀！”这是马俊芳在 78岁
时写在回忆文章中的文字，满含思
念之情。

而今，马俊芳已离世，写过
《回忆刘竹林烈士》的抗美援朝老
兵、刘竹林的海兴籍战友呼金岭也
已故去。谁也没有想到，70年后，
烈士的遗照终于回到海兴，送到了
亲人手中。

“谢谢齐家义，谢谢黄山！”送
别安徽一行时，刘家上下一遍遍激
动地说。

在刘竹林烈士遗物捐赠现场，
侄孙刘宝成说，三爷爷的这张照片
当初从朝鲜到安徽黄山，如今又从
黄山回到家乡，辗转大半个中国，
一如三爷爷生前战斗过的足迹。如
今全家人幸福平安，乡亲们生活富
足，社会和谐安定，这盛世正如三
爷爷生前所愿。

得悉此事，海兴县诗人杨景春
赋词纪念：

家国情怀，英雄故事，听来激
荡心魂。喋血沙场，伤心别处，此
事几时闻。七十岁月，春江秋山，
谁是挂牵人？杜宇啼，年来寂寞黄
昏。

每是怅思垂老泪，恍惚间、梦
里又逢君。白发情深，沧州路远，
欲将遗照归存。子侄在，隔山隔
水，千里亦相亲。

刘竹林刘竹林

9090岁的黄山抗美援朝老兵齐家岁的黄山抗美援朝老兵齐家
义最大的心愿义最大的心愿，，就是将珍藏就是将珍藏7070年的年的
刘竹林烈士的照片送还其家人刘竹林烈士的照片送还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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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金丽）日前，瑞士小伙儿刘
伟天来到青县盘古武校，向师父刘连俊学习武术
1个月。这是盘古武校今年到来的第 5批外国学
员。

“师父的功夫好，每次学武都有新收获。”刘
伟天说。刘伟天是瑞士小伙儿的中国名字，原名
叫瓦伦丁。他 15岁开始在当地练武，后来慕名
找到刘连俊，拜他为师系统学习武术。“师父武
功好，武德也好。这已是我第5次来青县跟师父
学武了。师父每次都待我如自己的孩子一般。师
父的儿子叫刘伟超，我知道中国有个俗例，兄弟
间名字都是从一个字上起的，就请师父给我取
名。我原来来中国习武，也有个中国名字叫孟畏
天。师父说，习武之人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叫伟
天吧。”刘伟天的中文非常好，和记者聊天没有
丝毫障碍。他说，这次来青县，主要是想学习劈
挂拳、通臂拳，同时再进一步学习盘古王拳。在
青县期间，他每天刻苦练功，不仅学习功架和套
路，还学习每一个招式的用法。“我准备这次回
国就开武馆。要想教别人，自己就要彻底学清
楚。”刘伟天说。

青县盘古武校校长刘连俊非常喜爱这个洋弟
子，每天带他在身边，从基本功训练抓起，帮他
打牢武术根基。他说，现在洋弟子们学武术更刻
苦、更用功，能学到武术的真谛。

据悉，刘伟天已是刘连俊今年接待的第5批
外国武术爱好者。今年以来，先后有俄罗斯、美
国的4批武术学员来到青县盘古武校，慕名向他
学习武术。

““每次学武都有新收获每次学武都有新收获””
瑞士青年到青县习武瑞士青年到青县习武，，是盘是盘

古武校今年第古武校今年第55批外国学员批外国学员

刘连俊与瑞士弟子刘伟天在一起刘连俊与瑞士弟子刘伟天在一起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 11月8日至9日，武
汉江夏京剧社票友一行来到京剧大师荀慧生先生
的故乡东光县，参观荀慧生纪念馆，与荀乡京剧
社的票友们一起举办京剧交流联谊活动。

武汉市江夏区是京剧大师谭鑫培的故乡。谭
鑫培是京剧谭派的创立者，有“伶界大王”之
称。其对京剧艺术的革新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
用，对后世影响深远。1905年他拍摄的影片《定
军山》，是中国第一部电影。荀慧生是京剧“四大
名旦”之一，他创立的荀派艺术，在京剧舞台上
独树一帜，很多剧目至今深受观众欢迎。江夏京
剧社这次来沧的票友共20名。在荀乡京剧社的热
情带领下，他们来到东光段大运河，游览了中国
大运河沧州武术文化公园，参观了荀慧生纪念
馆。两个剧社还举行了京剧联欢交流活动。江夏
京剧社负责人表示，大师故乡京剧氛围浓厚，荀
乡剧社演出水平高，他们收获满满，不虚此行。

武汉剧社来东光武汉剧社来东光
两地票友交流京剧两地票友交流京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