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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维维 文/摄

“这个是参加淮海战役时被敌人
打穿身体的弹孔”，今年已经 87 岁高
龄、从枪林弹雨里走来的张金凤，掀

起上衣，给记者看身上的伤疤。
虽未曾与日本鬼子正面交锋，但

如果没有在抗战时期，亲眼目睹同胞
被日寇欺凌，年轻的张金凤也不会毅
然从军，更不会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

的那段浴血奋战的经历，这一切都源
于他对民族自强、人民自由的向往。

鬼子迫害村民历历在目
1928年11月，张金凤出生在江苏

省泰兴县。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
经常在张金凤生活的村庄出没。“欺
负老百姓、强奸这种事在日本鬼子当
中是家常便饭。”儿时的张金凤跟随
一位教书的常先生学习基本的文化
知识。常老师有个女儿，在那年鬼子
进村时，躲避不及，在光天化日之下
就被鬼子抓住施暴。

有一次，张金凤隔壁村庄有户人
家办喜酒，“二鬼子”一个中队长（二
鬼子，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对朝鲜半
岛籍日本兵的称呼）结婚当天就把新
郎抓到日本宪兵局里去，以莫须有的
罪名，吊起来严刑拷打，最后还把他
开膛破肚。张金凤说：“日本鬼子的
手段太残酷了，不把日本鬼子赶走老
百姓就永无宁日。”

拿起武器才能保卫祖国
离张金凤家不远处就是当地很

重要的公路和码头，因为地处交通要
塞，所以他所在的村庄成为了鬼子兵
的据点，每天都会来巡逻，时不时地
欺凌民众、抢夺村庄。有一次公路被
地下党和抗日民众破坏，日本鬼子发
现后就在他们村庄重点盘查。据张
金凤回忆，当时老村长相当机智，他
告诉日本兵，村里都是老弱病残的老
百姓，日军占领这里这么久了，所有
的情况应该都是了解的，手无寸铁的
百姓根本没有能力干涉“军政大事”。

日本鬼子没有查出任何的结果，

只得作罢，但至此以后，这个村庄成
为鬼子的重点怀疑对象，并施以更严
密的监视。老村长用机智化解了危
机，年轻的张金凤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更坚定了他从军抗日的信念。

毅然从军身受重伤
“当时有一位新四军在与日本鬼

子战斗时腿部负伤，为了掩人耳目，
他悄悄地转移到了我们村，因为这个
军人有一个亲戚住在村子里，照顾起
来方便一点。”就这样，张金凤认识了
真正战斗在抗日前线的战士，因为内
心坚定着从军保家卫国的信念，张金
凤一直向这位军人打听抗战的消
息。这位军人在养伤期间就经常跟
他讲述抗战救亡、民族自强的消息。

1945年8月，张金凤加入新四军，
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解放战争开始后，他于 1947 年 7
月在华东苏中军区一分区特务营三
连战斗中立四等功，1948年1月在江
苏省泰兴县独立团三连时，因攻击石
茂据点战斗立三等功一次，1947年到
1950 年共立三等功一次，四等功两
次。1958年荣获上海市转、复、退、残
废军人积极分子，出席上海市代表大
会荣获奖章一枚。

回忆往事，张金凤感慨万千：“今
天的发展成果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
血换来的。所以子子孙孙应永远铭
记这段历史，自强奋进。”

■记者 应沈漪 张维维 文/摄

95岁高龄的抗战老干部冒自强，
身体康健、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只是
有些耳背。如今，他还是关心国家大
事，每天要看5 份报纸。回忆起几十
年前的“抗战经”，冒老的眼神都亮了
起来。他的家人说，一说起打鬼子的

故事，他讲上几个小时都不觉得累。

在青救团成长
1920年，冒自强出生在东海县石

榴镇望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中。那
时，这个位于苏鲁边界的区域土地贫
瘠，匪患横行。冒自强完小毕业之后，

“七七”事变爆发。就在徐海地区成为

战场的时候，一批共产党人来到东海
县西乡宣传抗日。冒自强的表哥等人
常在此聚会，教唱《松花江上》等抗日
歌曲，传阅进步书籍，组织了抗日青
年救国团，冒自强成为其中一员。

1938年冬天，在一次讨论武装保
卫家乡的会议上，有人提出：“抗日保
家乡要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

人，有粮出粮。”冒自强当即就说：“家
里有父辈兄弟三家合买的一只防匪
防盗用的土步枪。”就这样，每次开会
或是往返陇海铁路南北宣传抗日，他
都背着那支步枪。1939年3月，有18
条枪的东海县青救团武装队正式成
立。冒自强在经历了战斗锻炼和不
断学习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被选入抗大学习
1940年，冒自强有幸被选进抗大

一分校学习，编为五大队三中队任七
班长，边学习边战斗。“三中队是政治
队，学习内容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学员就住在老乡家挤出的房子里。”
冒自强回忆，主要课程有中国革命运
动史、马列主义、班排的侦察和战斗、
实地演习等。

当年 7 月的一天上午，三中队七
班分上下班轮流休息。冒自强正带
领三四名学员在村前池塘洗衣服，突
然传来枪炮声，他们当即跑步回队。
根据房东告知队伍的去向，他们向西
越过田野，在一个小山头上赶上中
队。匍匐在山头西望，沂蒙公路上的
朝仙桥两端及其附近，集结了大约五
六百名日伪军，伪军部队正向山头方
向运动，枪炮不时向山头方向射击。

三中队依据地形优势阻敌前进，
掩护校部数千人转移。伪军跃进到
离山头不足百米处，不敢再往前冲。
当三中队奉命撤出阵地时，分队长命
令冒自强带领七班留守阵地掩护，并
让全班学员交出笔记本和所有文件，

同时命令其他两个班将所有手榴弹
留下，让七班待敌前冲时，用手榴弹
将敌消灭于阵地前沿。这次阻击战，
三中队伤亡多人，中队通讯员牺牲，
但七班归队后无一人伤亡。

成为敌工工作专家
抗大毕业后，冒自强于 1941 年 3

月中旬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纵队二
旅，任五团一营三连副指导员。4月中
旬的一个晚上，部队接受任务向北开
拔，经一夜急行军，于拂晓到达日照甲
子山区两山口，包围朱信斋部驻地。

朱信斋部系八路军收编的土匪
部队，1941年初投靠顽军。其后几乎
在一夜之间逮捕党员干部和爱国民
主人士 200 多人，惨遭杀害的达百余
人，使根据地丧失了两个区九个乡的
抗日民主政权和区中队武装，该地区
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

当山纵二旅五团的部队到达指定
地点时，朱部已闻讯而逃，后在顽军优
势火力掩护下，与冒自强所在的三连争
夺桴棚山阵地。在打退了敌人三次进
攻后，冒自强的右脚踝受伤，经包扎后
继续投入战斗。因遭遇数天阴雨，加
上涉水过河，伤口感染致小腿化脓溃
烂，不得不转向后方医院治疗。

在山东敌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
候，1942年，组织上调冒自强去海赣
独立团政治处敌工股工作，抗战结束
前，一直从事敌工工作。

“子子孙孙都要铭记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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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日记

温馨难忘的巴尔干半岛之旅
■侯妙凤 文

巴尔干半岛是南欧三大半岛之
一，位于南欧的东部，历史悠久，也是
人类文明较早发祥地之一。今年4月
下旬，我们夫妇俩参加了由北奥国际
旅行社组团的希腊、保加利亚、罗马
尼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克罗地
亚、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德国等巴尔
干半岛 10 国 23 天游，深感这次旅游
与众不同。23天里，我们饱览了这些
国家优美的湖光山色，了解了这些国
家厚重的人文历史，我们的团队由于
有许多旅游达人的热情参与，增添了
许多民主管理、民主参与的新元素，
有民选的“团长”；有约定俗成的团
规；有团员组成的特定微信群；有共
享的旅游视频。遇到好景点拍摄有
冲突时，大家互相谦让；在酒店遇到
没有电梯时，大家上楼梯行李就互相
托一把；在一位团员护照失窃后，大
家毫无怨言在大巴上等了一个多小
时；在机场托运行李拿登机牌时，没
有退税的让退税的团友先办；当得知
有4名团员因航空公司超卖机票无法
登机时，大家都心急如焚。

民选“团长”有担当
我们这个团的36名游客大都原

来不相识，要和谐、愉快度过23天，是
个难题。预备会上，资深达人钟老师
首先发言，他说，出国旅游处处展示
中国人形象，要树立好形象从细微处
做起，一、旅游巴士将伴随我们整个
旅程，除领队导游外，建议身体不好
可坐第一排，其他团员每天按顺时针
轮换，今天第二排，明天就第三排，从
右到左以此类推，以防出现为抢好座
位而发生不愉快。二、早晨宾馆的自
助餐大家要吃饱吃好，但不要浪费也
不要再外带水果和面包，不要让老外
感到中国人爱浪费和爱占小便宜。

钟老师的话音一落，得到大家的

响应，自发推选他为团长。尽管他一
再拒绝，此后一路上他的热心和担
当，确实是大家心目中当之无愧的团
长。当一名团员在游览保加利亚首
都索菲亚走丢时，他马上第一时间配
合领队和地陪寻找；当一名团员在波
黑首都萨拉热窝护照失窃，急得六神
无主时，他马上劝慰和开导，积极帮
助多方寻找，缓解她的紧张与压力。
团长还有与外国人英语对话的水平，
当游览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小镇时，
导游给我们五小时自由活动时间，我
们除游览小镇依山傍海而建的各具
特色的房舍外，跟随团长乘游船、登
缆车、下盐矿，海陆空全方位游览，加
深了对哈尔施塔特小镇是世界上最
美小镇和世界上最古老盐都之称的
了解。

微信群主服务忙
大学退休的朱老师高高的个儿

是我们团的地标，他还是个网络达
人。在这次旅游前他做了大量的资
料准备工作，而且无私奉献与团友共
享。他建立了一个“巴尔干地区游”
的微信群，有意的团友都可加入。每
天晚上朱老师都要更新内容，团友第
二天早晨一打开这个群，就可看到当
地当天的天气预报，以及当天游览景
点的介绍，爱拗造型的朋友就可准备
好衣服尽情留影，对没做功课的团员
来说，景点的介绍，也提前预知了。
更为有趣的是团友们利用这个平台，
晒出白天拍摄的得意之作或游览景
点的点滴体会，幽默的团员还会调侃
几句，平台热闹非凡，团员们很快就
熟悉起来，缩短了彼此的距离。

有团友赞扬说，有群真好，分享
快乐，共享美好。

更令人难忘的是，巴尔干半岛游
对我们这些出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
末、五十年代初的人颇有吸引力，因
为当时学生时代的我们，学习教育的

都是这些社会主义联盟的国家的历
史和文化，看了不少如《瓦尔特保卫
萨拉热窝》、《桥》等电影，至今记忆犹
新，朱老师行前就将这些电影拷入优
盘，准备在游览前播放，在游览那座
仰慕已久、不同凡响的桥后，朱老师
用自己的平板电脑播放《桥》的电影，
大家有的看，有的听，有的不由自主
随着《桥》的播放，跟着唱起了《桥》的
主题歌《啊！朋友再见》，全车都沉浸
在对二战历史的回顾和对抗战英雄
的缅怀之中。

旅游达人显身手
我们团里有位小吴女士，今年55

岁，头发长长的，体态轻盈，是大家公
认的美女。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说起旅游经
历，这位纤弱的女子可是个标准的旅
游达人，她两次去南极，一次去北极，
两次去肯尼亚看动物迁徙，不仅游遍
五大洲四大洋，旅游经验丰富，见多识
广，而且还有两个拿手绝活，一个是
拗造型和翻跟斗，在旅途拍照片
时，演员出生的她拗的造型与众不
同，自然优雅，在游程最后一个景点
鹰巢，她用翻跟斗来告别，动作干脆
利落漂亮，引得中外游客啧啧称赞，
成为我们旅途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二绝是视频制作快枪手。旅游
结束后，大家还在调整时差，她就动
手制作视频，每天的游程为一集，还
配上音乐和文字，放到群上，大家都
非常期待，仿佛又重温了巴尔干半岛
之旅，特别是一些没有在哈尔施塔特
小镇乘缆车和下矿井的团友，看了视
频后都感谢小吴带着大家对盐矿进行
了一次探秘，不留遗憾，近20集视频
的制作，不知小吴付出了多少心血。

摄影高手献佳作
小边女士刚退休，是我们团退休

人员中最年轻的。她对摄影非常热

爱，为此专门上了三年的摄影专业课
程，这次旅游就是来拍毕业作品的。
她白皙秀气的脸庞总是笑呵呵的，虽
然个子不是很高，但手里拿的相机却
是单反佳能 5D3，发烧友级的，连男
同志都不敢出来带这么重的相机，但
她却在摄影中运用自如，弓步、马步、
上举、弯腰都是专业级水准。原来为
了用好相机，她专门练过臂力，真是
巾帼不让须眉。

希腊圣托里尼岛伊亚小镇号称
世界最美最浪漫的小镇，她抓拍了一
对正在拍婚纱照的异国情侣，构图、
背景、神态、清晰度堪称一流，大家都
赞不绝口，作为毕业作品肯定是部佳
作。作为摄影爱好者，小边还有一股
想拍就一定拍到、拍好的韧劲。塞尔
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座美丽的城
市，有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堂，
有历史悠久、雄伟壮丽的要塞城墙。
但在战争中，也留下不少痕迹和惨
状，一些房屋弹痕累累，为了让大家
牢记战争带来的灾难，珍惜现在的和
平生活，当地政府不加修缮，留下这
个城市真实的一面。大巴途经市中
心时，看到一幢大楼的一面山墙给炮
弹削掉了，大家都想拍这张照，但是
它离我们住宿的酒店较远，有20多分
钟路程，路况又不熟悉，吃好晚餐已
经很晚了，第二天还要很早出发，大
多数团友都打退堂鼓了。但小边早
早起床，赶到那里，把照片拍了下来，
留下了难得和珍贵的资料，大家都非
常折服。

巴尔干半岛之旅之所以精彩纷
呈，温馨难忘，大家说得好：主要是因
为钟老师、朱老师、秦老师等一批旅
游达人热情付出，以身作则，无私奉
献，传递了正能量。其次是团员们能
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有为团队做
些有意义的事的行动和愿望。23天
里，相互关心、文明礼让的清新之风
在全团弥漫、徜徉。

红莲 ■许超森

诗抒胸臆

■宋泽人

心中的国歌

国歌
在神州大地隆隆奏响
每一个音符
都写满“抗日义勇军”

的如火如钢
每一个音节
都铭刻“冒着敌人炮

火前进”的激荡
八十年前
从杨树浦荆州路诞生

唱响
一路风雷一路浩荡
汇进了黄河汇进了长

江向太阳……
（上海控江中学附属

民办学校）

■冯如

浣溪沙

柔细晨丝润小园，
新居幽梦自恬然，
无烦车马唤珠帘。
青伞倚寒桐树下，
紫檀留影镜台前，
徐栽清室一盆兰。

谦谦兀尔一身微，
每每秋来处处飞。
不炫放光唯独照，
也为引类共相辉。
飘飘弱体难摧节，
袅袅青灯拒入帏。
眼下腐荆无耀夜，
狂风垂柳武扬威。

■韩启纲
萤火虫吟

芳草萋萋绿四郊，
江南旧燕起新巢。
常衔陋室墙边土，
偶啄蓬庐屋上茅。
素壁诗书増雅意，
庖厨烟火炙佳肴。
潇湘馆里人今在，
恨我无才对契交。

■杨重庆
贺友人迁居

意犹未尽

再见了，部队大院
■高金中 文

去年 9 月，我有了一套经济适
用房，经过费心费力又费钱的装修，
终于可以入住了。搬家日期渐近，
不舍之情顿生，总觉得有什么东西
要失去似的，左思右想，茶饭不香，
直到近日才想到，原来是一个特殊
的情结——部队大院。我真的就要
离开部队大院了！

从走进军营开始，我就学习、工
作、生活在一个个部队大院里，30
年了，早已习惯了部队大院的旋律
和色彩，曾经的光荣与梦想、青春和
奋斗，已经深深植根在自己的心灵
深处。即使我已来杨浦工作 5 年，
仍然每天早出晚归地回到部队大
院，因为大院深处有我家。

仔细回想，部队大院还真有不
少特别之处。

警卫，是部队大院的靓丽风
景。部队大院各个门口总有卫兵站
岗，数小时一班，换岗交接时非常正
规，有口令、有正步，特别是部队正
门，一般有持枪警卫，卫兵交接岗时
有验枪环节，那“哗啦啦”几声拉枪
栓的动作，还是挺让人肃然起敬的，
这是部队大院的一道独特风景。大
院里面有警卫战士定时巡逻，不分
昼夜，仿佛告诉住在大院里面的人：
有我们在，安全着呢！同时也是告
诉大院外面的人：军事重地，闲人免
入。所以白天基本上没有收购废品
的、发广告的，社会闲杂人员很难入
内。到了晚上，即使是在轻轨旁边
的部队大院，深处也显得特别安静，
住在里面的人很有安全感。

绿色，是部队大院的基准色

调。军营里面，绿化一般都很好，特
别是年代长一些的老营区，古木森
天，而无论是在基层部队大院还是
大城市的部队大院，总少不了开荒
种菜的，哪怕是宿舍边上的一点点
边角地，都能种出四季的灿烂。当
兵的人大都来自农村，自己和家属
们都对泥土有着天然的感情，部队
大院的一方方小菜地寄托着他们对
故乡的怀念。

军号是部队大院的共同旋律。
从早上 6 点的起床号开始，官兵新
的一天生活就开始了，之后的出操
号、早餐号、上班号、中饭号、下班
号、晚餐号，直至晚上的熄灯号，一
声声军号，规范着军人的工作、生活
节奏，无需抬腕看表，也不必掏出手
机，在部队大院生活，时间就在军号
声里。

青春，是部队大院不变的光
彩。每年都会有一批新兵来到部队
大院，又会有一批老兵离开部队大
院，所以，在部队大院，你看到的永
远是一张张青春的脸庞，一问哪里
人，山东的、湖南的；第二年再一问，
又变成了福建的、黑龙江的。一个
个新兵穿上崭新的军装从五湖四海
来，又一个个老兵除下帽徽、肩章回
到祖国各地去，在来来往往的中间，
永远不变的是部队大院的青春光
彩。对于住在大院里面的人来说，
如果忽然有一天门岗的卫兵又要检
查出入证了，就知道又一批新警卫
战士上岗了。

部队大院曾经是一个时代的符
号。30 年了，我的青春已离我远
去、军号和部队大院正离我远去。
再见了，部队大院！

岁月悠悠

青菜汤面
■邱伟坚 文

路过原先待过的工厂，不经意
间想到了里头食堂的青菜汤面。

青菜汤面即上海人俗称的烂糊
面，是早先工厂食堂的当家主食，当
时每两为0.15元 ，3两能管饱，窗前
人头攒动，天天像在抢购什么紧俏
货。虽说便宜，但里头大师傅操作
却毫不马虎，一锅水煮沸后，将食堂
自制的小圆状面条下锅，开锅后用
铁铲将煸炒过的青菜掺入（以前还
有肉丝，后来因考虑成本舍弃），再
开锅后洒入油盐味精等调料。青菜
汤面的开售也有讲究，牙口好的青
年人喜欢硬扎的，于是往往开锅后
的面条先由着他们盛，中老年和肠
胃欠佳的则待在后头。

眼下街头大大小小的饭店酒楼
或改行或停业，居民见惯不惯无动
于衷，但晚报上登载的一处老城厢
豆浆阿婆店和长脚汤面馆或因店主
离世或因动迁歇业，却会激起周边
居民及媒体的叹息，引来伴着我们
长大的桂花糖粥、柴爿馄饨如今在
哪里的诸多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