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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本报从今天起刊发
党史学习教育铁路红色故事系列报道之老党
员革命故事。通过对集团公司离休老党员革
命生涯和奋斗历程的采访报道，展示他们践
行“对党忠诚”誓言、弘扬革命精神的风采。

像溪流向往海洋，
像白云眷恋山峦，
我时时刻刻哟，
把你———
南湖红船思念。
我虽未见过你，
可你的形象却是那样
清晰可辨，
船舷，船舱，桨橹，蓬帆……
每当我想起你哟，
就涌起忆及母亲的情感。
南湖红船，
我心中的船！

时代的风云雷电在你
舱中汇聚，
星星之火在你舱中集成
无穷的火源。
率领工农的领导力量
在你舱中诞生，
革命从你甲板上起步
向前，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
坚强的领导，
东方古国，茫茫黑夜
曙光频现。
鲜红的党旗迎风飘舞，
劳苦大众齐奋起，挣脱
道道锁链。
你披云掠雾，劈波斩浪，
直挂云帆驶向前。
南湖红船，
我心中的船！

百余年风啊，百余年雨，
革命征途多坷坎。
党中央驾驶你啊，
驶向井冈山麓，萍水河畔。
你也曾风雨飘摇，航向不明，
并非一帆风顺，一往无前，
是毛主席，在遵义城拨正
你的航向，
亲自掌舵，把你驶向
革命圣地延安。
从此啊，你乘长风，
破万里浪，
推翻三座大山，驱除日寇，
赢得解放战争胜利，
一直驶向天安门红墙边。
南湖红船，
我心中的船！

百余年来，你———
迎激流，过险滩，
闯暗礁，挽狂澜，
所向披靡，勇往直前。
风摇青松挺，雨打花更艳，
如今啊，你已化作———
航母劈波斩浪万里行，
高铁风驰电掣永向前，
一带一路结硕果，
彩霞满天红旗艳。
南湖红船，
我心中的船！

像溪流向往海洋，
像白云眷恋山峦，
我时时刻刻哟，
把你———
南湖红船思念。
我愿作你
船舷上的一颗钉;
我愿作你
征帆中的一根线。
永远随你啊，
永远随你，
驰向中华梦圆的光辉彼岸！

转眼，母亲去世一年多了，这一
年多，我常常想起母亲。

母亲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我
的眼前、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常常从
睡梦中哭醒，难过的心情不能抑制，
思念的情绪更加绵长。

思念母亲的时候，忆起最多的是
母亲的双手。母亲的手既坚强有力，
又柔韧灵巧，虽孱弱僵硬，但传递出
无限爱意。

为了养家糊口，啥活计母亲都
干。看到母亲干活，懵懂无知的我，总
觉得母亲的手无所不能。为了贴补家
用，母亲在外拉沉重的架子车，一天
要走好几里路，只为了收入贰两粮票
伍角钱。很多年后，听母亲聊天才知
道，为了节省，干那么重的活儿，她一
天才啃一颗大白菜。

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我生病
了，母亲背我去医院。那天，漫天大
雪，我无力地趴在母亲的背上，听着
母亲沉重的喘气声，随着她深一脚浅
一脚急促的步伐，却感受到她托着我
的双手强劲有力、毫不放松。

母亲的双手又是那么柔韧灵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和大多数家
庭一样，生活艰难，缺衣少食，母亲和
父亲宁可自己受苦受累，以辛勤的劳
作，没有让我们冻着、饿着。那时候，
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鞋子，全靠母
亲晚上在灯下一针一线缝制出来。还
记得母亲用浆糊一层层粘贴洗净的
旧布做鞋底，我们觉得好玩 ，以帮忙
为借口，结果弄得乱七八糟，而母亲
灵巧的双手一摆弄，布又变得很平
顺。母亲借着灯光纳鞋底、缝鞋帮时，
我们常常在一旁观看。母亲一边飞针
走线，一边与我们说话。现在想来，那
是多么幸福的一幕。

母亲总是起早贪黑。早上，我们
起来上学时，母亲已经上班走了，但
锅里会留着热乎的稀饭和贴饼子，虽
然都是粗粮或者粗细混合的，却总是
做得十分精致，就连玫瑰咸菜也切得
细致规整，而厨房、锅台早已收拾得
干干净净。

母亲渐渐老去，那双曾经有力、
灵巧的手也慢慢变得僵硬、孱弱。这
是我有一次的突然感觉。那天，我回

家看望母亲，陪母亲出去遛弯，在要
迈上路边的台阶时，我忽然觉得应该
搀扶母亲一下。母亲右手拄着拐杖，
我托住母亲的左手，蓦地感觉母亲的
手很僵硬、很无力，与记忆中的样子
完全不同。细看之下，母亲的手粗筋
暴起，古铜肤色，还有许多疤痕。原
来，在不知不觉中，母亲老了，生活的
磨难，在她的手上留下深深的印迹。
母亲真的老了，八十岁都过了，已是
人生暮年，我也接近花甲，原先我一
直浑然不觉。

那以后，只要休息，我必定回家
去陪伴母亲，常常握着母亲的手，陪
她下楼转一转。然而，现在想来，这样
的时光，仍然太短太少了。

怀念母亲，最怀念那布满母爱的
双手。每每想起两个情景，我总是泪
流不止。记忆中，成人以后，母亲抚
摸过我的脸颊两次。一次是我18岁
当兵的时候，母亲几经周折到部队看
我，只待了 2天。在火车站台上，离别
之际，母亲突然将手里的包扔在地
上，双手捧住我的脸颊，轻轻地，轻轻
地摩挲。五月初的边塞仍然冷峭，母
亲那双手温暖柔和。那依依不舍的母
爱，传导至心灵深处的感觉，我永远
也无法忘记。再一次是母亲病重期
间，身体极度虚弱但头脑清醒，当我
要返回外地单位上班，在病床前弯腰
向她道别时，母亲努力地伸出一只
手，轻轻地摸着我的脸颊，声音很小
很慢地说：“没有办法，你还得上班，
好好上班，我没事。”那次母亲的手很
柔弱很无力，但我感受到的是无尽的
母爱。那是母亲用尽平生力气对我说
的最后一句话和最后一次触摸我的
脸颊，饱含着母亲对孩子无限的理解
和至深的关爱，那番依依不舍、情真
意切，铭刻在我心灵深处 ，永远也不
会忘记。十几天后，当我再次回家看
望母亲的时候，母亲已深度昏迷。

两天后，我刚回到单位没几个小
时，母亲去了。我再也不能感受到母
亲温暖的抚摸了。

母亲用双手托起我的生命，温暖
我的心灵，牵引着我前行。被母亲抚
摸、与母亲两手相握的每一刻，都是
我人生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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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久久不能平静。八位女战士宁死不
屈的精神让我深深感动。

1938年 5月，松花江下游进入
春天，但这里却丝毫没有春天的气
息。日军为了围剿东北抗日联军，派
出大队人马四处开枪放炮，搅得村里
鸡犬不宁，百姓东躲西藏。敌众我寡，
抗日联军只得西征，很多战土献出了
宝贵生命，其中更有不少女战士。最
后只剩下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
杨贵珍，战士郭桂琴、董桂清、王惠
民、李风善和第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八名女同志。她们以顽强的意志和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种种困难，紧
紧跟随大队转战南北。

10月的一天，抗联第五军和第
四军转战到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岸
时，八名女战士与大队部失去联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她们准备渡河
寻找师部，谁知就在此时，师部遭
到日军袭击，八名女战士望着对岸，
心急如焚。为了救师部，冷云决定
将敌人注意力吸引到她们的身上，
掩护师部突围。于是她们毅然向敌
人猛烈开火。敌人发现对岸有人攻
击，立即将火力射向她们，师部乘
机突围。但八位女战士却被敌人死
死缠住，无法脱身。最后，子弹打光
了，手榴弹也没有了。摆在她们面前
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一是战死。
“宁死也不做俘虏！”八名女战士手挽
着手，高唱着《国际歌》，慢慢向河间
走去……

读到这八位女战士，最大的只有

23 岁，最小的才 13 岁时，我的心中
一震，她们小小年纪，肩上却担负着
保家卫国的重任，尤其是还不辱使
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与她们相比，我何等幸福。我心
里默默说：“一定要珍惜今天来之不
易的幸福生活。”

再读到冷云和女战士们一块儿
喊道：“同志们！不要管我们，快点儿
冲出去，保住手里的枪，抗战到底。”
我心中升起对女战士顾全大局把生
死置之度外的无私无畏精神的崇高
敬意。不愿让战友牺性在敌人的枪炮
下，盼望有更多的人活着冲出包围
圏，以保存抗日力量。面对要么战死，
要么投降的选择时，冷云静静地看了
看战友们，好像在说：“同志们，怎么
办？”战友们也默默地看了看冷云，点
了点头，好像在回答：“指导员，你就
下命令吧！”冷云把手一挥，果断地
说：“同志们，下河！”我被她们不怕牺
牲、视死如归的精神而折服。
“宁可战死，也不跪着生。”这话

说得多么好！女战士们清清白白地牺
牲了，没有一个人苟且偷生，没有一
个人举手投降，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为了大部队安全撤离，付出了宝贵的
生命，用鲜血换来胜利与成功。中国
革命史上，有无数抗日英雄，其中很
多是无名英雄，他们慷慨捐躯、舍身
取义，用鲜血和生命换来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我们要继承他们的光荣传
统，做新时代的“战士”，不辜负革命
先烈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告慰他们的
在天之灵。

读《八女投江》有感
徐晓霞 烽烟滚滚 雄见

老党员革命故事

英

年轻时的刘知凡。 2019年，刘知凡重回其塔木。

离休后，刘知凡十分关注铁路发展。

翻阅老照片，重温峥嵘岁月。 刘知凡获得的立功证明书。

“我遇到的第一场硬仗就是其塔
木攻坚战……”已经 89岁的老战士、
老铁路刘知凡，讲起自己 1945年 11
月参军入伍上战场、后来到铁路工作
的经历，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烽烟滚滚
的峥嵘岁月。

年少上战场

1945年 11月，年仅 13岁正在上
学的刘知凡，报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
部队，随后成为“东北民主联军”一员。

从 1946年 12月 17日至 1947年
4月 3日，在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先
后三次大举进攻南满、北满解放区。其
间，陈云、萧劲光等指挥的南满军区部
队和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民主联
军三个主力纵队，采取“南打北拉，北
打南拉”的方针，相互配合，三次越过松
花江南下，打响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战役。而刘知凡所在的第一纵队参加
的三下江南战役，遇到的第一仗就是名
副其实的攻坚战——其塔木攻坚战。

1947 年 1 月 5 日，民主联军一
纵、二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一下江
南，采用“围点打援”战术，在张麻子
沟、焦家岭歼灭了来援的国民党新一
军两个主力团，又将所围之点其塔木
攻克。

其塔木攻坚战中，刘知凡受所在
的第一纵队委派，作为军代表带领后
方前来支援的老乡组成担架队，去战
场抢救伤员。

年仅 14岁，第一次走向战场，刘
知凡紧张了。他回忆说：“火线抢救，随
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心想，这次可能见
不到妈妈了。”但是，战斗打响的那一
刻，身临其境，他就忘记了一切，一门
心思只想着拼命完成任务。零下 40多
度的低温，刘知凡救回一个又一个伤
员。
“什么是战争？什么是战场？什么

是流血？什么是牺牲？什么是革命？”
这一天，他深刻体会到了。

在抢救组工作了两天，刘知凡被
调往掩埋组，负责护送烈士遗体，刘知
凡的心灵再一次受到强烈震撼。“赶车
的老乡是不上车的，但是我上了运送烈
士遗体的车。和烈士遗体挤在一起，看
着他们，想起过去，就这么睡着了。”刘
知凡说，“这段经历，永世难忘。”1947
年 4月，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全部
结束，东北民主联军共歼敌约 5万人，
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南满解放区的进
攻，并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队全面转为
守势，为东北战场即将开始的全面大
反攻，奠定了坚实基础。

解放全中国

“四战四平”是东北解放战争期间，
1946年 3月至 1948年 3月，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国民党军队在四
平街(今吉林省四平市)的四次作战。
“第一次是四平解放战，扫荡敌伪

军。第二次是四平保卫战，与国民党作
战。第三次是四平攻坚战，最为激烈。
第四次是四平收复战。”刘知凡说，他
参加了四次作战中的前三次。

在 1947年冬季攻势中，东北人民
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第三、第
七纵队等部队对固守吉林省四平市的
国民党军进行了攻坚战。

刘知凡平时是宣传队队员，打起
仗的时候，负责火线抢救、运送伤员、
掩埋遗体。“因为岁数小，发的鞋不合
脚，每天跑来跑去，把脚磨破了，撤退
的时候伤口感染，患上破伤风，差点死
在那里。”

刘知凡回忆，仗打了一个月，双方
死的人都不少。又正好是热天，那个味
道特别大，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
象。后来兵种完善了，部队逐渐组织起
了更专业的抢救队。

四平攻坚战，全歼国民党守军 1.9
万余人，缴获各种大炮 197门，轻重机
枪 461挺，汽车 85辆，使长春国民党
军陷于孤立的困境。

在此之后，刘知凡还随部队参加
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并且一路南

下打过长江，打到了与越南交界的友
谊关。

1949年 10月 1日，开国大典的
那一天，刘知凡是在湖南醴陵和战友
们通过广播收听的实况转播。那一刻，
他和战友们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
“当大家听到我们的新中国成立

了，都非常兴奋。”刘知凡回忆说，“那
个时候，整个南下的心情是愉快的，就
觉得天天都有捷报传过来。”

退伍不褪色

解放后，刘知凡转业加入了原铁
道部中铁文工团，后辗转来到西安。在
铁路工作期间，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
深入基层当名工人，创作出好的作品，
讴歌社会主义建设。

40多年的铁路工作经历，使得他
亲历了铁路建设，看到了新中国铁路
发展的光辉历程。离休后，他依然笔耕
不缀，写出了大量记录铁路奋进步伐
的优秀作品。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
十周年之际，刘知凡受邀回到阔别七
十余载的其塔木烈士陵园，缅怀牺牲
的战友，重温那段自己走过的峥嵘岁

月。他说：“75年之后，人们还对这场
战役有如此多的怀念，这是非常难得
的，令人欣慰。”

如今，本该安享晚年的刘知凡老
人，依然在奔走、在创作。他说自己始
终牢记着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老同志时
给予的希望：“珍惜光荣历史，永葆政
治本色，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今年，能够赶上建党一百周年的

纪念，我是非常幸运的。”刘知凡说，当
年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牺牲的同志
就是为了今天，却没有看到今天，“他
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从 13岁参军，参加三下江南战
役，一路跟随部队从东北打到西南、打
到越南，再转业到铁路工作 40多年，
退休后一如既往发光发热，这位老战
士、老铁路的初心始终未改，为新中国
的成立、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作出
了贡献。

刘知凡说，希望新一代年轻人，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不忘革命先烈的牺牲，珍惜现
在的美好生活，继承和发扬铁路的优
良传统，努力作出新的贡献。
（王国强 范文生 贾智伟 李权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