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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接到

刘春芳的女儿刘静从

北京打来的电话：“我

的父亲刘春芳是南皮

人，他曾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担任 27军某师

参谋长，参与指挥了

长津湖战役、水门桥

战 役 。 电 影 《长 津

湖》《长津湖之水门

桥》 反映的就是这两

场重要战役。”

通过微信，刘静

传来了父亲的 《功勋

荣誉章证书》《离休干

部荣誉证》 以及功勋

奖章。她说，父亲的

革命故事令她感动。

最近看到第十批 25位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及遗物回到

祖国后，她又想起了

父亲。与家乡媒体联

系，就是想让家乡人

民知道，在沧州这片

大地上曾走出过许多

父亲这样的革命前辈。

他是他是黄骅烈士的战友黄骅烈士的战友，，也是也是““大赵村惨案大赵村惨案””
幸存者和亲历幸存者和亲历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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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由于叛徒杀害，时年 32
岁的革命英雄黄骅血洒冀鲁边。时光荏
苒 80 年，与他有关的革命故事和精
神，仍在这片以他名字命名的土地上传
承发扬着。

几个月前，“大赵村惨案”的亲历
者与幸存者、革命先辈齐耀庭的后人，
将齐耀庭 50余件遗物捐赠给了黄骅市
博物馆。这些遗物包括任命书、书信、
老照片以及家书等。

齐耀庭的孙子齐路胜说：“在黄骅
烈士牺牲 80周年之际，把先辈的遗物
捐赠给博物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希望通过老一辈的革命故事，让更
多人铭记历史。”

一页页书信，虽已泛黄，但纸短情
长、字见风范，看似和家人、战友间谈
家常，却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一
篇篇回忆文章，记录了齐耀庭的革命经
历，看似朴实无华，却交织着家国情、
战友情，诉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透过这些革命文物，看到的是历史，感
受到的是信仰。

“你叫耀庭，不仅要光耀
家庭，更要光耀国家”

齐耀庭，又名崔益民，1902年出
生在黄骅孟二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25年，他只身来到大连，挖煤、挑
土，打工为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
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当
时，齐耀庭受爱国人士和爱国思想的指
引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他
回到家乡，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母亲。

齐耀庭的母亲不仅是一位勤劳、和
蔼的传统女性，也是一位开明女性。得
知儿子参加革命，很是欣慰：“你叫耀
庭，不仅要光耀家庭，更要光耀国
家。”母亲的话语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
理想和信念。

1936年，中共津南特委派人来到
新海县（今黄骅市）从事地下活动，与
齐耀庭等人成立了党的秘密小组，主要
负责新海县与盐山县的通信联络。后
来，他作为主要参与者建立了“华北民
众抗日救国会分会”，宣传领导新海县
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1月，齐耀庭担任宁津二区
区长，为了安全，化名崔益民，主要任
务是开辟和巩固宁津抗日根据地。当
时，这个地区社会混乱、土匪猖獗。他
到任后，对那些愿意参加抗日的，收编
到队伍中；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土匪、恶
霸和汉奸则坚决镇压。因杀伐果断，敌
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崔阎王”。几个月
后，宁津县成为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
模范地区，边区各部门领导机关都设在
了这里。

他相继担任盐山县县长、振华县县
长、冀鲁边区一分区侦通支站站长等职
务，九死一生，亲历了大赵村惨案，又
和战友登上望子岛揭穿“大赵村惨案”
的真相，成功解放了王徐庄（现南大港
境内） ……在那个烽火硝烟的战争年
代，齐耀庭不畏生死，在枪林弹雨中奔
走奋斗。

红色家书饱含对战友的
缅怀和深情

齐耀庭的革命精神感染着家人——
母亲逢年过节都要祭奠牺牲的烈士；
妻子侯助民曾带着 4 个孩子到处躲
藏，逃避敌人的抓捕，后来加入卫生
队照顾伤员；弟弟齐耀增虽身体残
疾，但依然为党组织传送情报；弟妹
杜向明负责保存党的秘密文件；新海
县第一个党支部的办公地点就在齐家
的土屋里……

1949年，齐耀庭任渤海区党委招
待所所长，但一直被伤病折磨。后来，
在山东省泰安市疗养院疗养。

有一年春节前夕，齐耀庭长女齐铁

枝收到了父亲从泰安寄来的书信。信
中除了问候家人外，他特别嘱咐女儿要
做好一件事：“春节时到天津会演，你
们向上级挂号去看此剧演的情况……”
他信中所说的“此剧”，是当时黄骅县
文工团组织排演的歌剧《黄骅》。

1959 年，作为黄骅烈士的战友、
大赵村惨案的幸存者之一，齐耀庭应邀
为歌剧《黄骅》撰写素材。他详细记录
了黄骅烈士在冀鲁边军区的革命事迹，
以及大赵村惨案的整个过程。

当时，为了写好这部剧的素材，齐
耀庭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十几天，沉浸在
无比悲痛的情绪中。由于过度悲伤，他
一边写一边哭，素材写完后不久，就双
目失明了。

给家人的信中，齐耀庭多次提到黄
骅烈士，述说自己对战友的敬佩和缅
怀。

其中一封信，短短百余字，4次嘱
咐都是关于黄骅烈士的。在书信最后，
他叮嘱女儿：“黄骅同志在红军时的相
片已洗好，给你们寄去，看完后妥为保
管，纪念意义很大！”战火纷飞的年
代，齐耀庭和黄骅彼此信任、并肩作
战，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同时，信件背
后也凝聚着一位革命者爱党爱国爱家的
赤子之心。

在捐赠的往来书信中，有一封署名
“您的小战士刘先锋”的来信，写于
1968年 5月 31日。信纸放得久了，变
得又脆又薄，但字迹工整、清晰可辨。

“我打听了多少年才打听到您的地
址，还不知道对否。我们分别二十二
年了，您可能不记得我是谁了吧……
您把我们几个女战士既当战士又当妹
妹、也当学生，教我们几个小战士学
字，我们就在地上用手指或者小柴棍儿
写字……”字里行间尽显战友之情，透
露着这位小战士对首长的感激和思念。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
向组织提要求”

红色家风在齐家代代相传，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前行。

中捷农场建设初期，齐耀庭次子齐
克南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青春理想回到
家乡，成为中捷农场最早的农机技术
员，后辗转到南大港农场工作。

“有一天，父亲非常兴奋，他说见
到了爷爷的战友——开国上将萧华。”
那一年，齐路胜已经十几岁，对此记忆
深刻。

萧华在宁津二区工作期间与齐耀庭
结下了深厚友谊。多年后，萧华回到冀
鲁边区探访，问起了当年的“崔大胡
子”。当得知他的儿子在南大港农场工
作时，驱车赶到了齐克南工作的地方。
那天，齐克南正当班，来不及换下沾满
油污的工作服，跟着场长来到了萧华面
前。萧华亲切地问他生活有什么困难。
齐克南连声回答：“一切都好，没有困
难。”

但当时，齐克南的妻子患病多年，
他既当爹又当妈，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齐路胜说，自己 10多岁了都不记得穿
过棉鞋，棉衣也是旧的，有的连扣子都
没有。即便如此，齐家人也从未向组织
提过任何要求。

1971年 6月 5日，齐耀庭在山东泰
安病逝，享年69岁。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一封
封书信，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战火纷
飞的年代，靠近那些至情至性的民族
英雄。

一

1917年9月，刘春芳出生在南皮
县小丈二桥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
曾考入天津高级师范学校学习。在校
期间，他接受进步思想，1935年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经学校地下
党组织介绍，他一路辗转，由山东经
山西到达延安。1938年4月，他进入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时参加了
八路军，同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参加革命前，刘春芳接受了良好
的文化教育。投笔从戎后，他仍孜孜
不倦地学习，在指导作战管理部
队、加强机关建设、指导基层工作
等方面，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
才华。

1941 年 8 月，刘春芳担任新四
军某团参谋长，后又调任八路军其他
部队任团长。在残酷的对日作战中，
他始终战斗在最前线，出生入死，多
次负伤。

刘静清晰地记得，父亲右腿有一
个深深凹进骨头、碗口大的伤疤。刘
春芳说，那是被日军的炸弹炸伤
的，当时他被救到老乡家养伤很久
才重返部队。刘春芳还说，有一次
他带领的队伍被日军逼到河边。河
岸高耸，水流湍急，退无可退。刘
春芳高喊：“不怕死的，跟我来！”
硬是带着战士们从日军的包围圈中
杀出了一条血路。还有一次，他带
领的部队被日军包围了。为了不做
俘虏，刘春芳带头跳入枯井，其他
战友也陆续跳入。日军在井口疯狂

扫射。上面的战友都牺牲了，刘春
芳因被压在最下面而幸免于难。

解放战争时期，刘春芳历任团
长、师参谋长等职。在极其艰苦、复
杂的环境中，他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战
斗和战役，如滨海泊口攻坚战、滨海
阻击战、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等。
1949年，在任华东局警备旅参谋长
期间，他奉陈毅命令，亲自指挥抄查
上海证券大楼，为粉碎敌人在金融战
线上的反扑作出了贡献。

二

抗美援朝战争中，刘春芳两次入
朝。

第一次入朝作战是在 1950年 11
月至 1952年 3月，他担任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九兵团某师参谋长，参加
了著名的长津湖战役。在新兴里歼
灭战中，该师全歼了美军的一个加
强团——美军第 7师第 31团，即北
极熊团。他亲自指挥参加了三炸水
门桥的最后阻击战。电影 《长津
湖》《长津湖之水门桥》 反映的就
是这一时期的战争场面。刘静回
忆，父亲曾说过这样的话：“当时
刚跨过鸭绿江时，头顶上都是美军
飞机，那种残酷是你们很难想象
的。我心想，打了一辈子仗，这次
恐怕回不去了。”

在电影中重温那震撼人心的战斗
场面，刘静仿佛又看见了父亲。“电
影中有这样的场景：在零下 30多摄
氏度的极端天气中，很多志愿军战士
以端着枪的姿势被冻僵。我一下子想
起父亲曾说过这一幕。父亲当时还
说，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坚决服从命

令、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冻成冰雕也
不退缩的革命精神！”

之后，为加强志愿军情报工作，
刘春芳被调入该兵团司令部担任情报
处处长。

1955年 2月至 1958年 10月，刘
春芳接到命令，第二次入朝，担任
某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师长等职。
抗美援朝期间，刘春芳的夫人韩毅
一直在丹东后方从事后勤支援工
作。韩毅 1942 年参加山东地下党，
1944 年入伍，任某军军部宣传干
部。他们是一对伉俪情深的革命伴
侣。

三

刘静说，父亲后来担任辽宁省军
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他党性很
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忘我工
作，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
建设，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5年，刘春芳被授予上校军
衔，1959年被授大校军衔。他先后
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
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勋章、独立
功勋荣誉章等。1983年，他正军职
离休，后进入总后勤部丰台干休
所。

1998年 8月 28日，刘春芳在北
京逝世，享年81岁。

“父亲从事革命工作60多年，他
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光明磊落，他
淡泊名利、清廉俭朴，也严格要求家
属子女。工作上，父亲极端认真负
责，至今想来，我们常常为之感
动。”刘静说。

日前，农行沧州分行退休干部
刘书华带着一摞厚厚的书稿，来到
沧州军分区政治部，将书稿捐赠给
沧州革命军事馆。

这部书稿名为 《忠诚》， 104
章、26万字，记述了地下党员陈明
从出生至去世半个多世纪间的传奇
故事，歌颂了他无私无畏、对党无
限忠诚的高风亮节。

陈明是刘书华的父亲，1909年
10月出生于南皮县刘八里镇刘和睦
村。陈明原名刘勤视，乳名二生。
20世纪 20年代末，他第一次加入中
国共产党，并被派往冰城哈尔滨，
化名刘俊普，以铁路警察身份作掩
护，开展爱国反帝的地下工作。“九
一八事变”后，陈明和党组织失去
联系，不得不退回关内老家韬光养
晦，之后又辗转赴哈，寻找党组
织，虽然没有找到党组织，但他也
有收获。在串联义士暴动时，结识
了回族兄弟杨吉山。后来，东北抗
日联军遭到日寇重创，他不得不再

次回到老家。
抗战爆发，陈明投身抗日洪

流，由战友王路明介绍，第二次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服从组织安排，
化名刘吉川，继续从事艰苦卓绝的
地下斗争，多次机智勇敢地完成锄
奸、购买药品、搜集情报等任务。
1944年冬天，为了掩护群众，他不
幸被捕入狱，再次和党组织失去联
系。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坚贞不
屈，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正义之
歌。成功越狱后，他再次化名陈
明，积极投身土改工作，凭一把算
盘，清算了沧州、南皮一带大量地
主的土地。新中国成立后，陈明长
期在沧县基层工作，踏踏实实做
人，兢兢业业工作，并在 1950年第
三次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不论
在哪个岗位，他都恪尽职守、勤政
爱民、忘我工作，积劳成疾，于
1965年 1月、次子刘书华刚 9岁时
撒手人寰。陈明病故后，沧州召开
了隆重的追悼会，送行人员有地市

县有关领导及亲朋 400多人，已任
省领导的王路明敬献了花圈挽联。
追悼会后，遵照陈明“生前尽忠，
死后尽孝”的遗愿，灵柩运到南皮
县刘和睦村安葬。之后，政府拨专
款，在刘和睦村给陈明遗孀和后人
盖了3间砖房，以示慰藉。

《忠诚》 的作者崔治营是南皮
县刘八里乡八里台村人，中小学高
级教师，河北省作协会员。前几
年，刘书华写了一本 2万多字的回
忆父亲的书，名叫 《地下党员陈
明》，送了一本给崔治营。崔治营
看后，被陈明的崇高信仰和宁折不
弯、坦荡无私的精神深深感动。与
此同时，他也感到遗憾，因为陈明
去世时，刘书华才 9 岁，所以在
《地下党员陈明》中，只记录了陈
明被捕入狱和新中国成立后坦荡无
私的几件事，更多的事在书中尚是
空白。

为了弥补这种遗憾，更是为了
传承陈明不怕牺牲无限忠诚的革命

精神，崔治营决心创作一部长篇小
说。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刘书华后，
刘书华大力支持，不仅积极提供有
关 陈 明 和 杨 吉 山 的 资 料 和 老 照
片，还热情推荐有关知情人王玉
梅、许宝友等。崔治营在繁忙的
教学工作之余，采访知情人，查
阅 《南皮县志》 等资料，将陈明
的事迹放进宏大的历史背景中，
以章回体的形式将陈明三次入党
以及他与王路明、鲁英、肖华、
杨吉山、牟致祥等的战斗故事串
联在一起，呕心沥血一年，终于
完成《忠诚》的写作。

《忠诚》 完稿后，将书稿捐赠
给沧州革命军事馆。崔治营说，创
作《忠诚》的初心就是寄托对陈明
等革命先辈的怀念，教育后人继承
先辈优良传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贡献力量，将书稿捐赠给革命
军事馆，陈明等革命先辈的战斗故
事得到了永恒，创作初心得到了实
现，他也心安了。

齐耀庭后辈捐赠的遗物齐耀庭后辈捐赠的遗物

刘春芳

齐耀庭齐耀庭（（左一左一））和女儿和女儿（（右二右二））及战友合影及战友合影

1980年，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刘春芳（后排右三）是副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