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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司令员徐海东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中的一支

战地服务团驻扎周岗，营长张富民带领的部队刚到就四处了

解情况，积极寻找发展共产党员……”在滁州市全椒县周岗

烈士陵园，这段开场白，87岁的唐先义已讲了数十载。1938
年，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战地服务团挺进周家岗（现为周岗），

开辟周家岗抗日革命根据地，在这里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红

色历史，而作为烈士后代、抗美援朝老兵的唐先义正是这段

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传承者和守护者。

自幼耳濡目染参加红色革命的“小勇士”
1938年，司令员徐海东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中的一支战地

服务团驻扎在周家岗。队伍刚到，营长张富民就带领部队四处

了解情况，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同年，唐先义的父亲、身为小学

教师的唐家荣积极响应号召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营长动员我们全家加入共产党，并把我们家作为新

四军的联系和活动地点。”唐先义说。当时，在张富民的建议

下，唐家决定在家中挖出一条地道，这条地道便是由年幼的

唐先义和哥哥唐先仁挖的。次年，为了更好地配合新四军开

展工作，唐家举家迁往周家岗，家里的大人都在党内担任职

务，就连年幼的唐先义兄弟二人都加入了儿童团，进行站岗、

放哨、送信等基础工作。

迁往周家岗后，党员发展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

地先后成立了各种抗日组织，唐家20多名亲戚都加入了抗日

组织并积极参加活动，唐先义的父亲更是在1943年这一年就

发展党员30多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43年下半年，唐先义的父亲遭到

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关押期间，敌人对唐

先义的父亲严刑拷打，他的腿骨被折断，浑身伤痕累累，可就

算如此，敌人依旧没能从他的嘴里得到任何消息。不久，日

伪军扫荡而来，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日军一把火烧掉其驻

地，唐先义的父亲身受重伤，无法行动，英勇牺牲。1947年，

年仅 17岁的唐先仁被捕入狱，被迫害致死。亲人相继牺牲，

唐先义虽然一度陷入悲伤，但红色的火种却深深地扎根在他

幼小的心里。

满腔热血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战士
1952年 11月，唐先义偶然看到树上张贴的征兵告示，满

腔热血立志报国的他决定瞒着母亲报名参军。当时乡领导

问他为什么参军，唐先义说：“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乡领导深受触动，并让唐先义在之后召开的全

乡动员参军大会上发言。后来，唐先义穿上军装回家，母亲

看到他后又哭又笑，喜的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儿子终于长

大成人，悲的是儿子将要奔赴前线，生死未卜。

1953年7月6日，部队从吉林省跨过鸭绿江。7月9日上

午，敌机突然来袭，十多架机枪猛烈扫射，部队伤亡过半，唐先

义滚到田沟里，没有被击中。经过八个夜晚，部队行军到达三

八线西线，唐先义被补充到志愿军68军203师609团3营8连。

由于物资紧缺，战士们常常一整天喝不上水，几天才能

吃上一顿饭。唐先义与战友们克服困难，并肩作战，做好了

随时牺牲的准备。7月 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订，宣

告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停战后，唐

先义又加入到支援朝鲜人民战后恢复和建设的工作中。

1955年5月，唐先义随部队回到祖国。

宣讲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义务讲解员
1966年，唐先义从部队复员。从母亲的口中，他得知周岗

建立了烈士墓，父亲唐家荣已经被追认为烈士。清明节那天，

他来到周岗，看着烈士纪念碑上父亲的名字，作为烈士后代的

他，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一整天，他都守在烈士纪

念碑前，主动向每个来瞻仰的人讲述当年的红色历史。

“看到父亲的名字刻在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上，我感到很

光荣。作为烈士后代，我有义务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唐

先义说，这是他开展义务宣讲的初衷，也是自己对已故亲人

的一份誓言。每逢重大节日他都会来到周岗烈士陵园，把当

年发生在周岗的红色革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周岗烈士陵园位于全椒县石沛镇境内，是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每年有上万余人前来瞻仰。从唐先义在滁州市区

的家到周岗烈士陵园，直线距离 36公里。多年来，他骑自行

车往来，风雨无阻。一场讲解下来，口干舌燥，他的腰间常年

挂着一个水壶，到了饭点就在集镇上随便买点吃的。为了方

便联系，他自费印制了数百张“周岗烈士陵园义务讲解员”名

片。“有些人来过一次后，还跟我预约时间，想再来这里听听

我的讲解，我觉得很欣慰。”唐先义说。

唐先义在家乡这块热土上发光发热，把这一切当成了自

己的使命和追求。1973年，唐先义见周岗烈士陵园烈士纪念

碑碑文不清晰，他便自费修缮；1993年，他给家乡的周岗学校

捐赠3000元，用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

2017年春节前，唐先义骑自行车去烈士陵园，路上不小

心摔了一跤，导致骨盆骨裂，休息了一两个月还未痊愈。家

人劝说他卧床休息，等身体休养好了再去，但是清明节那天，

他还是拄着拐杖坐车来到烈士陵园。

“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虽然我年龄大了，但我也想出一

份力。”今年以来，87岁的唐先义已开展红色宣讲八场。在他

的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人加入到红色宣讲的行列。虽然

老伴身体不好，医药等费用开销大，年初，他仍将积攒的一万

元钱捐赠给了石沛镇敬老院。

“讲解革命历史是为了让现在的人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

福。现在了解周岗当年历史的人不多了，我要把周岗的革命

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我今年虽然已经87岁了，但走路还利

索，只要能走得动我就要继续讲下去。”唐先义说，他将继续

在家乡这片热土上发挥余热，让红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许龙云 文/图）

日前，入伍新兵陆续启程。

对今年20岁的大二学生王志宏来

说，携笔从戎奔赴军营，不仅仅是

守卫国防，更是一场感恩之行。

原来，早在十多年前，一场意外致

使王志宏的母亲身受重伤，无法

行走。政府的扶持和关心，让这

个家走出了困境，并顺利脱贫。

如今，王志宏将对党的感恩之心，

化作从军之行，并申请去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绽放最美青春……

幼肩挑起生活重担
王志宏出生于 2001年，家住

合肥市肥东县肥东经济开发区三

十埠社区。在他一岁多的时候，

母亲张菊珍因为一场意外身受重

伤，无法行走，原本幸福的家庭蒙

上了一层阴影。为贴补家用，身

无一技之长的父亲，只能选择打

零工来贴补家用；而照顾母亲的

责任，自然也就落到年幼的王志

宏与姐姐身上。很小的时候，王

志宏就跟着姐姐学会做饭、收拾

屋子、洗衣服。“小时候，他跟姐姐

去菜地摘菜，8岁就会煮饭，什么

家务事都会干。”说起两个孩子，

张菊珍的眼里满是心疼。

在日常走访中得知情况后，

三十埠社区及时为张菊珍一家办

理了低保，让这个家庭基本生活

得到保障。考虑到张菊珍无法行

走，社区为她买来了一张轮椅。

王志宏的父亲没有一技之长，不好找工作，社区就为

他介绍合适的短工。

社区的暖心关怀，让笼罩在阴霾下的家庭照进了

曙光。懂事的王志宏和姐姐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尽情

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知道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上

不了辅导班，姐弟俩便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努力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姐弟俩成绩一直都很好，并相

继考上了大学。“女儿说长大了要学医，好治好我的

腿，后来，她果然选择了医学专业，现在正在读研。

儿子去年也考上了芜湖一所大学。”张菊珍说。

携笔从戎回报恩情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政府的扶持使

得王志宏家顺利脱贫，也让感恩的种子深深地埋藏

在他心里。于是，当今年秋季征兵开始后，王志宏毅

然决然奔赴军营、报效祖国，并主动请缨前往祖国最

艰苦、最需要的地方。“一路成长，离不开政府的关心

帮助，参军入伍报效祖国，这是我能想到的感谢党

恩、回馈社会最好的选择。”王志宏表示。

据肥东经开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陈

敏介绍，从 9月 8日开始的役前训练，王志宏就表现

得很出色。虽然每天训练强度很大，但王志宏丝毫

没有退缩，并主动申请到青海当兵。“这也是肥东今

年这批兵去的最艰苦的地方。”

扬帆起航就在眼前，离别之情却难以言表。启

程当天，张菊珍坐着轮椅给儿子送行。为了让王志

宏安心服役，张菊珍强忍泪水，送上叮嘱：“到部队

好好干，不要担心妈妈，家里有政府和社区照顾，现

在是你回报社会的时候了，一定要安心保家卫国！”

（张宇泽 陈强）

男子流浪八年
终与亲人团圆

本报讯 “谢谢你们把他送回来，我们以为找

不回来了……”近日，已离家八年的段某在亳州市

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回到了他的家乡

河南省太康县，一家人喜极而泣。

2015年 8月，一名在亳州市谯城区大杨镇的

流浪人员被当地公安民警护送至亳州市救助管理

站。“他入站时思维混乱，无法说出自己的身份信

息。”亳州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介绍，他们通过

沟通询问、发布寻亲公告、DNA采集比对等多种

方式，都没有找到相关线索。

今年9月，经过六年多的耐心照料和康复治疗，

该男子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有了明显好转，清楚地

说出了“太康、段庄”这两个地名。“我们赶紧上网进

行了搜索。”该工作人员介绍，经过一番比对筛查，

他们将该男子的家庭住址锁定在河南省太康县龙

曲镇段庄村，“我们又与当地救助机构取得了联系，

让他们帮忙核实，确认该男子就是他们那里的人。”

经了解，该男子姓段，今年 60岁，由于精神异

常，已经离家八年多了，家人也一直在寻找，但一

直无果。

9月29日，亳州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将段某

送回了其阔别已久的家乡。如今，段某的父亲年事

已高，儿子也已成家并有了一个两岁的孩子，段某看

到多年不见的家人，泪水夺眶而出，和儿子拥抱在

一起，哭着哭着，他又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李金帅）

无偿献血暖人心

10月11日，淮南市寿县堰口镇党员干部踊跃
无偿献血。近期，寿县各乡镇采取多种形式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结合党员主题活动日，
组织乡镇机关、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党员干部带
头参加无偿献血。 陈彬/摄

防灾减灾记心间

10月12日，合肥市瑶海区铜陵路街道在辖区
宝业东城广场开展“构建灾害风险适应性和抗灾
力”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设置咨询
台、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引导居民增强防灾减灾
意识，提高居民应对和防范自然灾害的能力。图
为活动现场。 吴兰保 孙余军/摄

他没有骄人的业绩，却在长达 20余年的学校工作中先

后为5000多名学生送去温暖；他没有惊人的壮举，却曾远赴

千里之外为村里的孩子筹钱建校；他没有担任过任何机构

的职务，却在周围近十个村庄中享有崇高威望……近年来，

每年都有不少人专程回到母校看望他和他的老伴，亲切地

喊他们一声：“爷爷！奶奶！”他就是宿州市萧县丁里镇张山

头村85岁的村民张淦。

从前，张山头小学的教学条件十分简陋：两排低矮的瓦

房常年漏风漏雨，窗户是用草扇子或塑料纸遮挡的，黑板是

刷过水泥后用黑漆染的，桌椅是用泥坯垒成的……到了

1998年，有些教室的后墙也坍塌了。看到这种情况，当时还

是乡村医生的张淦想要帮助村里建一所希望小学。可资金

从哪儿来呢？思前想后，张淦决定和妻子侯惠民一起去找

侄子张长立寻求帮助。张长立当时在广东东莞承包工程，

夫妇俩几经辗转找到他后，对方被两人的行为所深深打动，

当即决定给村里40万元钱建学校、买桌椅，但具体的建设过

程务必要张淦全权负责。

随后，在老村长张祖义和村支部书记马玉山等人的大

力支持下，建校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征地、招工、监

工……历经一年多时间，长立希望小学（现为张山头小学）

终于建成。望着崭新的校舍，学生和家长激动不已，张淦

也流泪了，“俺村的娃娃们再也不用受苦啦！我也可以放

心喽！”

学校投入使用后，张淦被安排在门卫室工作。除了负

责登记、传达进入者信息外，他每天都会反复打扫校园、冲

洗厕所、检查门窗是否关好等。有些家长很晚才能来接孩

子，张淦和侯惠民便把孩子接到门卫室里，陪他们做作业或

看电视，递给他们一块糖、一把瓜子或一块热乎乎的地瓜。

一次，一位男生的家长因为有事晚上十点多才赶到学校接

孩子。透过传达室的窗户，这位家长发现孩子已经躺在张

淦的怀里睡熟了，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20多年来，有

多少孩子被自己抱着进入梦乡，有多少孩子在柔和的灯光

下听自己讲故事，张淦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许多学生毕

业后说，是学校的那个张爷爷温暖了他们的童年……

200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一名学生在校门口玩耍时突

然昏厥，且口吐白沫，不停抽搐。有人赶忙过来要扶起孩

子，张淦却上前制止道：“这是羊癫疯，别动他。”说着，他先

让孩子平躺着，再为他进行简单的急救。不一会儿，孩子慢

慢地醒了过来，恢复了正常……“这样的事太多了，张爷爷

可能记不清了，但我们却一辈子也忘不了！”如今，每当说起

在张山头小学上学时的往事，村里的年轻人总是这样说道。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在张淦夫妇的言传身教下，

他们的五名子女都事业有成，孙辈也个个学有所成，儿媳、

孙媳待人和善，全家在村里人缘极佳，已连续多年被评为

“五好之家”，张淦的妻子侯惠民和几位儿媳也多次被评为

“好婆婆”“好媳妇”。 （张祖北）

乡村小学里的
——记宿州市萧县丁里镇张山头村村民张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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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老兵烈士陵园义务宣讲耄耋老兵烈士陵园义务宣讲5050余载余载

唐先义在周岗烈士陵园向学生们讲解红色历史唐先义在周岗烈士陵园向学生们讲解红色历史

10月12日，马鞍山市含山县姚庙中心学校老师在教学生认识玉米、红豆、水稻
等农作物并介绍其种植、生长知识。当日，马鞍山市含山县姚庙中心学校开展“珍
惜粮食 从我做起”主题活动，号召同学们珍惜粮食，崇尚勤俭节约，迎接世界粮食
日的到来。 欧宗涛/摄

珍惜粮食珍惜粮食 从我做起从我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