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国 防 视 野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５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潘娣E-mail:pandimail@163.com

遍访燕赵大地，采访上百位参战老

兵，收集他们的掌印和影像资料进行展

出……聆听河北省邢台市社会群体自发

抢救红色历史的故事，我们感慨良多。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映

照现实的镜鉴，是启迪未来的教科书。

学习历史、铭记历史，先要留住历史。

每一位亲历战争的革命老兵，都是一部

“活着的历史”。随着岁月流逝，战争亲

历者正一天天老去，健在的参战老兵越

来越少，他们的革命故事弥足珍贵，抢

救性收集保护这些从战争硝烟中留存

下来的革命历史迫在眉睫。

当亲历者一个个离去，谁来留住他

们的故事？正如舅舅留给退役军人陈

瑞明的遗憾一样，老兵一旦走了，那段

历史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正是这样

的遗憾，催生了陈瑞明的紧迫感，他和

他的退役战友用借来的车子同时间赛

跑、用相机留存老兵的记忆，并吸引各

行各业的志愿者加入到队伍中来。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这

些见证历史风云的老兵故事，既连接古

今，更启迪当下。记录这些故事，能够

将战争史以亲历者陈述的形式留存，为

相关研究提供线索、证据，也能在一代

代年轻人心中打下红色烙印，让更多的

人去了解历史、触摸历史，还可以在这

个过程中为困难老兵提供生活上的帮

助和支持，意义非凡。

可喜的是，近年来，像邢台市社会群

体自发抢救历史的举动，在全国各地越

来越多。从退役老兵自发开办大大小小

的抗战历史纪念馆，到社会人士共同建

设国防教育展厅；从一段段老红军、老战

士的微视频爆红网络，到一个个隐姓埋

名老英雄的故事被大家熟知……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抢救历史不

能挂在嘴上，要从我做起，落实到行动

中。时间不等人，采访中听志愿者们讲

得最多的话就是：“进度太慢，生怕赶不

及赶不上。”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够像邢

台市社会群体一样行动起来，力所能及

加入到抢救历史的行动中，有一分热，

就发一分光，共同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红

色财富。

留住老兵历史迫在眉睫
■刘建伟

2011 年从部队退役后，我回到了

家乡邢台。在这里，我遇到了许多志同

道合的人。有从战场上回来的老兵，有

想要二次入伍的有志青年，有关注军人

群体的社会人士，我们会聚在一起聊曾

经的军旅岁月，也探讨如何为退役军人

这个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接到陈瑞明邀请我去采访参战老

兵的电话，我毫不犹豫答应下来，我想

去看看这些我一直敬仰的老兵，想去

听听那些战火纷飞岁月中曾真实发生

的故事，想告诉前辈们，在这个和平年

代，仍有人记着他们。

许多参战老兵年事已高，听力衰

减、口齿不清，我们就半跪在他们身

边，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聆听亲历

者的讲述，我脑海中浮现出老前辈们

在炮火硝烟中浴血杀敌、英勇奋战的

画面。战争到底有多残酷，和平的背

后有多少人为之付出，老兵们用亲身

经历告诉了我们答案。

听着老兵们的深情述说，我无比

动容。他们被炮火炸伤的手臂、紧握

军功章的双手、湿润的眼眸……一幕

幕都在告诉我，做这件事，值得。

我们希望通过抢救式挖掘、拍摄

和记录老兵们的故事，发挥个体记忆

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展现一代代军人

之间的精神传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年代的创

伤已逐渐愈合，先辈们的梦想在和平

年代逐步实现。在记录这段历史的过

程中，我一直被先辈们用生命和热血

铸就的革命精神感染着，决心用实际

行动为服务退役老兵、传承红色基因

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9年，我创办了一家企业，并专

门为退役军人家属设置了一批公益性

岗位，只要他们有需要，可以随时就

业，目前已安置接收 35 名退役军人家

属就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更

加用心用情投入到参战老兵历史的挖

掘整理工作中，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

关爱与温暖。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时光

终会流逝，但老兵的故事永不凋零。

（郭溶水口述，本报记者刘建伟、

赵婉姝整理）

成为老兵，记录老兵

“今天下雪了，路上滑，你出门

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2 月初，邢台降雪，陈瑞明意外

接到了老兵闫孟熊的电话。

“ 没 想 到 老 人 还 一 直 惦 记 着

我。”挂电话的瞬间，一股暖流涌进

陈瑞明的心田。

有个细节，陈瑞明每每想起都

要鼻头发酸。拜访邱少云战友高

迎瑞时，高迎瑞一直握着陈瑞明的

手说“谢谢”，谢谢他们去看他，谢

谢他们听自己讲过去的事情，也谢

谢他们为自己留下了这么宝贵的

印记。

“反倒是我们该谢谢这些老前

辈们，正是有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

代舍生忘死，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

福生活。我们做这些小事又算得了

什么？”陈瑞明感慨地说。

和老兵们的沟通是以心换心。

志愿者们对老前辈的情意，打开了

他们的心，他们感受到被记住、被尊

崇的温暖，也愿意更多地分享曾经

浴血奋战的一段段经历。

宝贵的历史不能沉睡。邢台军

分区和邢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派专

人对挖掘采集的影像资料进行把

关，并组织志愿者到企业学校、党政

机关分享，让更多人了解一个个不

为人知的老兵故事，触摸一段段鲜

活生动的历史记忆。

“向所有老英雄致敬！”在邢台

市第五中学的国防教育和征兵宣讲

会上，学生们看到志愿者播放的参

战老兵的影像资料后热血沸腾。不

少学生围到讲台前，向邢台军分区

官兵和志愿者咨询征兵和抢救历史

相关情况。

此情此景，让邢台军分区领导

感触良多：“参战老兵的事迹就是生

动的国防教育教材，这种第一人称

的讲述更能入脑入心，激发青少年

崇军报国的热情。”

今年上半年征兵，邢台市数千

名热血儿郎写下“把革命精神传承

好”的“请战书”，走进报名点、踏入

体检站，接受祖国的挑选。

“这些影像资料让我直观了解

到老前辈们曾经为了我们今天幸福

生活的付出。生逢其时、重任在肩，

我要接过他们手里的接力棒，扛起

保家卫国的使命来。”毕业于河北邢

台学院的学生张林巍，观看老兵的

影像资料后深受触动，毅然选择参

军入伍。

前不久，邢台军分区组织应征

青 年 加 入 志 愿 者 队 伍 ，拜 访 参 战

老 兵 ，让 他 们 从 老 兵 故 事 中 汲 取

前行力量。

“为国家、民族、社会作出贡献

的 人 需 要 被 我 们 铭 记 ，对 于 我 们

这代人来说，这是一种态度，也是

一 份 承 诺 。”邢 台 军 分 区 领 导 表

示 ，社 会 力 量 的 抢 救 行 动 就 是 在

帮 助 留 住 这 些 记 忆 ，他 们 将 继 续

支 持 这 些 行 动 ，积 极 组 织 各 类 红

色 故 事 宣 讲 活 动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过 去 的 历 史 ，铭 记 参 战 老 兵 们 的

牺牲奉献精神。

据了解，邢台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专门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

列馆对接，将于 7 月 1 日在陈列馆集

中展览这 100 位老兵的掌印和影像

资料，向参观者讲述一个个烽火岁

月的战斗故事，激励后人传承历史、

砥砺前行。

要铭记更要传承

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一份承诺

河北省邢台市一支志愿者队伍与时间赛跑，为100位参战老兵留下掌印和影像资料—

抢救不能忘却的记忆
■本报记者 刘建伟 赵婉姝 通讯员 刘立国

谈及做这件事的初衷，陈瑞明讲述了

一件令他遗憾不已的往事。

陈瑞明的舅舅冯德保是一名参加过

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陈瑞明小时候就

常听他讲当年战斗的故事。1987 年，舅

舅因病去世。“我们翻箱倒柜找遍了家里

的角角落落，却发现舅舅连一张军装照都

没留下。”

之后的很多年，“为老兵留下点什么”

成为陈瑞明的一种执念。慢慢地，他萌发

了为参战老兵留下印记的想法。

“随着时间推移，见证了一段段光辉

历史的老兵相继离世，健在老兵的记忆逐

渐模糊，需要有人去留住这些历史。”这是

陈瑞明的初衷，也是所有加入进来的志愿

者的共同想法。

2021 年 8 月，陈瑞明在河北省退役军

人总医院就医期间认识了护士长张雪棉，

长期负责老兵疗养工作的她对老兵们的

故事如数家珍。

“越相处越能感受到老前辈们的不屈

品格，能有机会参与记录老前辈们的事

迹，是我的荣幸，我一定尽我所能！”听到

陈瑞明要为老兵们留存记忆，张雪棉非常

激动。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必须争分夺

秒。河北省邢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

到相关情况后，主动派专人与陈瑞明、张

雪棉联系，加紧帮助对接相关部门、联系

老 兵 家 人 、协 调 医 院 场 所 ，并 联 系 各 县

（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梳理老兵情

况，为他们提供参战老兵名单。

确定拜访时间后，陈瑞明第一时间向

同样热心公益事业的退役军人郭溶水发

出了邀请。

“我们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心里总牵

挂着这些老前辈，不能让这些老前辈的英

雄事迹随岁月流逝而流失。”收到邀请，郭

溶水放下手头工作，加入抢救式留存老兵

故事的队伍。

陈瑞明负责采访提问、郭溶水负责后

勤保障，但小团队没有专职的摄像师。

“我想为父亲一直惦念的事情出份

力，更想听听那些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前辈

们的故事。”在家过暑假的陈瑞明女儿陈

孟欣悦，得知团队缺个摄像师，立刻主动

请缨加入进来。

2021 年 8 月 24 日，一行人来到河北省

退役军人总医院。

早上出门前，陈瑞明穿上自己提前一

天就已熨烫平整的衬衫，将准备好的一沓

白纸整整齐齐放进手提袋中，反复检查，

还特意叮嘱女儿要穿得正式一点。

当天 8 点半，郭溶水开车接上陈瑞明

和陈孟欣悦前往医院，张雪棉已将场地布

置好，曾参加过大大小小 30 余次战斗的

老兵龙德海也已穿戴整齐。

战争中，龙德海失去了一条手臂，看

到陈瑞明等人走进会议室，龙德海起身用

完好的右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采访时，龙德海兴致勃勃地将参军

入伍的经历娓娓道来，一直强调：“我愿

意和你们讲这些事情”“我想和你们讲这

些事情”。

“参战老兵们都是经历过生死的，上

战场从来没怕过，最怕的是被人忘记。”陈

瑞明说，采访中老人的每一句话，都深深

地刻进在场每一个人心里。

从采集掌印到录制视频，每位老兵大

约花费几个小时。为了让更多老兵能留

下属于自己的印记，陈瑞明几人一直从早

上忙到傍晚没停歇。晚上回家吃饭时，忙

了一天的陈孟欣悦，连筷子都拿不稳。

“我们干的事有意义！老前辈为我们

的祖国奉献了青春，甚至生命，他们应该

被更多人记住。”陈瑞明表示。

将遗憾转化为行动

参战老兵们最怕的是被人忘记

听说有人要给参战老兵们采集掌印，

退役军人胡红卫自告奋勇：“我有车，我一

个月还有 4 天假，我要加入他们！”

车子有了，固定的拍摄器材怎么解

决？偶然的一次机会，陈瑞明在朋友圈中

发布自己用手机拍摄的老兵视频，一位朋

友联系他，说要给他们捐台相机。

战友的车子，捐来的相机，几位志同

道合伙伴的加入，这支队伍悄然成形。

邢台市银行职员陈思思是名军嫂，她

理解军人的不易，听说有这么一群人在做

留住老兵记忆的事，辗转联系加入这个队

伍。每次去老兵家里，陈思思总会带一些

慰问品：“我也没有别的能做的，为他们购

置一些生活必需品也算是尽一点心意。”

在郭溶水的记忆中，有个画面一直挥

之不去：深秋的阳光里，95 岁的老兵吕胜

堂坐在自家的晒谷坪，目不转睛地看着工

人忙前忙后，一栋崭新的房子一点点垒

高，他的身后，是因一场大雨而开裂的黄

泥老屋。

2021 年，邢台军分区与邢台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联合开展的关爱老兵行动中，

郭溶水和民兵志愿者一同前去邢台市内

丘 县 五 郭 店 乡 翟 家 庄 村 寻 访 老 兵 吕 胜

堂。了解到老兵家中情况后，志愿者们打

算筹资为老兵盖座新房。

打地基、运木材、搅砂浆……新房子

一点点盖起来，吕胜堂的心情也一天天敞

亮起来。郭溶水清晰记得，临走前，老兵

紧紧攥住他的手说：“谢谢你们啊，太谢谢

你们了！”

河北省境内的条条公路上，白雪皑

皑的山林间，随着踏访的足迹越来越多，

这支队伍吸引越来越多人加入，也能兵

分多路同时寻访，采集整理老兵历史的

速度不断提升。邯郸市磁县政府工作人

员文俊华、河北省退役军人总医院优抚

科科长林爱英和护士长张丽娟、退伍军

人刘金河……他们都主动加入进来，尽

自己的一份力。

2021年12月，志愿者们开车前去参加过

抗日战争的老兵申占江家。老兵家在邢台

市内丘县一偏远山区，需要经过一段山路，

路上雪越下越大，汽车几乎无法前行。同行

的邢台市内丘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张振华拿出铁锹，铲一段走一段，但车子

还是几次打滑，到山腰时雪已将路封死。

一行人决定徒步进山，踏着没过脚踝

的积雪，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不论遇到多少困难，只要能为这些

老英雄们留下一点印记，我们都要尽力去

做。”陈瑞明说。

口述史对知识储备量要求很高，有些

老兵年事已高，记忆存在混淆之处，需要

依托丰富的知识来辨别。邢台军分区联

系相关专家学者，协助志愿者队伍详实梳

理，提高老兵口述实录的准确性。

抗 日 战 争 、解 放 战 争 、抗 美 援 朝 战

争……老兵们尘封的记忆被重新打开记录

下来，掌印、视频、照片，一个个故事被颇具

纪念意义的载体记录下来、完整保存。这

是专属于 100 位老兵的光荣记忆，也承载

着志愿者们满满的成就感和获得感。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不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尽力去做

“时间不等人，我们要再快些，留下更多老兵的记忆。”初夏时节，一辆黑色轿车正疾驰在 107国道河北邯郸至

邢台段。车内，退役军人陈瑞明正细细端详着一张印着红色掌印的纸张。片刻过后，他将纸张小心翼翼地放进

信封。

这是退役军人陈瑞明和志愿者们采集到的第 100位参战老兵的掌印资料。从 2021年 8月成立以来，这个团

队辗转 10多个市（县、区），行程 2000余公里，为 100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战争的老兵留

下珍贵的掌印和影像资料。

记者感言 国防广角

图①：退役军人陈瑞明拍摄老兵影像。

图②：志愿者王奕森利用课余时间剪辑老

兵口述历史视频。

图③：老兵袁中英。

图④：老兵孟凡珍。

图⑤：老兵侯保勤。

图⑥：老兵王庆钦。

图⑦：退役军人陈瑞明听抗美援朝老战士

李德志讲述战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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