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庆昌，山东省滕州市
古村镇人。1930年12月出
生，1945年8月入伍，1947
年3月入党。1990年11月，
舟山市普陀区民政局离休，
享受县（处）级待遇。

孙庆昌曾参加过山东
滕县、枣庄、济宁泗州、开
封、洛阳、淮海、渡江、解放
舟山等战役，曾立三等功2
次、四等功3次；工作中，记
二等功1次，荣获一级先进
工作者2次、二级先进工作
者1次，团部嘉奖1次；获解
放华中南战役纪念章、淮海
战役纪念章、渡江胜利纪念
章等。1960年5月授予上尉
军衔。

1978年8月转业地方工
作，至1990年11月，曾任普
陀县水产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经理，舟山市普陀区民政
局副局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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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年岁已高，但思维逻辑
依旧清晰，待人接物和蔼可亲。
建党百年之际，他说有满腔的话
想要表达，言语中有对党的感恩，
有对战友的怀念，还有对后辈的

期许。拳拳赤子之心，令人感动
敬佩。

“只要我还活着，我对党的承诺
就永远有效。”看着孙老指着《中国
共产党章程》上的入党誓词，声音笃

定地说。他和众多老一辈党员一
样，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事业奋
斗终身。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
青山。想起无数英年早逝的革命

烈士，他们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捐
躯，未能亲眼目睹如今繁荣昌盛的
祖国。作为新时代下成长的我们，
要牢记历史，扛起使命，让革命精
神薪火相传。

记者手记

每位幸存下来的老兵都是一本“活历史”，他们身上有着刻骨铭心的往事。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孙庆昌年少离家，怀揣着一颗拳拳赤子爱国心
参军入伍，从一名小战士逐步成长为独挡一面的党员老兵。悠悠岁月，弹指一挥间。如今，孙庆昌老人有时会拿着保存已久的沉甸甸的勋章，那曾经的
光辉岁月，成为了他永恒闪亮的记忆。阳春三月的一天，本报记者专访了今年已92岁高龄的孙庆昌，听他讲述那段生命中光辉岁月的故事。

●少年从军 立志杀敌
我的老家在山东滕县，东边是

介合火车站，这是距离枣庄煤矿最
近的一个小站，也是铁道游击队战
斗的重点站。距离我家西边6里路
则是微山湖，是游击队根据地。

在儿时记忆里，有2件事让我一
生难忘：一是13岁那年，亲眼目睹了
日本兵用一把火把我家3间草房烧
成了灰烬；二是14岁那年，村里一位
名叫韩祥格的党员被日本兵折磨致
死，还当着村民的面用火烧。

14岁那年，村里来了八路军，八
路军战士说，穷人要想过上好日子，
必须推翻吃人的旧社会，消灭一切
欺压老百姓的反动派。为此，我和
村里几个年轻人加入了鲁南八师二
十二团二营。

1947年，我在山东鲁南八师卫
生处当警卫员。当时，我虽已是入

伍两年半的老兵，但年仅 17岁。
由于年纪小，政治文化水平不高，
对当时军事斗争形势也知道得不
多，甚至打仗时，弄不清是国民党
军队追我们，还是我们追国民党军
队，所以只想着跟牢首长，千万不
要掉队。

班长范德仁是我的入党介绍
人，他是1937年入伍的老红军，在生
活上很照顾我，还给我讲前辈们的
抗日的故事。

1946年11月，部队在菏泽成武
县活动，当时天寒地冻，战士们身上
没有棉衣，夜晚行军走热了还能抵
住寒冷，但白天休息睡觉难熬，只能
靠 4斤重的小被相互挤在一起御
寒。饲养员李西民看我冻得缩成一
团，就把马鞍下的一块破棉垫给我
盖，这种战友情至今难忘。

由于每天行军打仗，睡觉不敢
脱衣服，时间一长，我身上长满了虱
子，后来又生了疥疮，又疼又痒，连
走路都很困难。首长叫我到百姓家
去养病，我怕离开部队。我坚决不
同意，硬是跟随大部队一起行动。
到达驻地，我就用热水洗或用火烤、
用硫磺擦，终于把疥疮治好了。

冬天难过，夏天也不好过。菏
泽是平原地区，一下雨，地上就积
水，穿的布鞋没几天就烂了，只好用
布条把鞋绑在脚上。夏天雨水多，
又没有换洗衣服，晴天一身汗，雨天
一身泥。

1948年7月的一天，机关管理
员通知，可休息半天，每人发半斤猪
肉和菜、一斤面粉，各单位要抓紧时
间包饺子吃。战士们包好饺子下锅
不到 5分钟，敌机空袭，枪炮声大

作，部队紧急集合。这时，水饺还未
煮熟，班长说：“不管熟不熟，每人带
上一茶缸路上吃。”

敌情过去后，班长问首长：“饺
子味道怎么样？”首长回答说：“比皮
带好吃多了。”

还有一次行军途中，部队遇到
敌人空袭，炸弹在周围爆炸。一块
炮弹片不慎打在我的右腿上，顿时
鲜血直流。事后，班长在战役总结
讲评会上说：“这段时间，我们班没
有违反纪律和掉队的，只有小孙被
鸡啄了一下（受了点轻伤），不够给
吃猪肉奖励的条件。”当时对伤员的
奖励是视伤情情况，给予3～5斤的
猪肉吃，以增加营养。

战争年代，物质生活异常艰苦，
而战友情谊是深厚的，精神生活是
欢乐的，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追歼残敌 解放舟山
舟山解放那天，舟山人民成群

结队，站在路两边，手拿小红旗，高
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

舟山解放战役从1949年3月开
始，到1950年5月17日，历经9个
月，先后发动攻岛战斗10余次，共歼
敌1万多人，有几百名战友牺牲在舟

山这片土地上。
当时解放战争遇到3个困难：一

是没有船只，二是不熟海况，三是缺
乏跨海作战经验。机关人员紧急组
织抽调人手，去山东、安徽、江苏动
员船只。为预防飞机轰炸，白天，我
们用草盖住船，到了晚上练习开船

技术。部队中有些来自北方的战士
还要克服水土不服问题，训练过程
异常艰苦。

虽然我们没有飞机军舰，但
还是在 1950年 5月 17日解放了
舟山。

时间过得真快，70年过去了，现

在的舟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舟山是一天
一个样，到处是高楼大厦，公路四通
八达，还有了跨海大桥，当年的小木
帆船根本看不到了，都变成了铁壳
大船。现在的幸福生活，我晚上做
梦都是笑着的。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参军前，我是个没读过书的“睁

眼瞎”，因为我出身贫苦的农民家
庭，从小过着糠菜半年粮、衣不遮体
的生活。

记得刚到部队那天，要填写各种
表格，因为我不识字，只能请人代写，
结果把我的名字写成了“孙清长”。
为此，我下定决心要识字学文化。

在两年多的打仗作战间隙，我
学会了200多个字。毛主席说：“没
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
不懂“愚蠢”的意思，就问文化教

员。教员说，“愚蠢”就是“傻瓜加笨
蛋”的意思。当时，我就想我不傻，
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反抗地主剥削
和压迫，10多岁就参加革命融入八
路军大家庭，在部队，我是个机智灵
活、打仗勇敢的首长警卫员，但是我
知道，没有文化，就不能做一个合格
的战士。

后来，在全军掀起的学习文化
热潮中，我努力奋发地学习，1953年
10月，我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速
成小学的《毕业证书》。1967年，我

在宁波镇海文化速成班中学毕业，
期间荣立二等功一次。

1960年至1963年，我在舟嵊要
塞区普陀守备区六零团任二连指导
员、党支部书记，在任职期间，率领
全连干部战士开展了连队管理创新
活动，全连出现了官兵关系亲和、团
结一致的新气象，成为舟嵊要塞区
的先进连队，当时南京军区《人民前
线报》还作了报道。

1979年后，我从部队转业到地
方工作，参加过抗洪抢险、支农等任

务。1990年离休后，我参加了普陀
区老干部艺术团，经常到城乡宣传
演出，经常给青少年讲革命故事、上
党课，参加新四军研究会活动，担任
银行监督员。现在，我每天坚持读
书看报，保持思想常新，跟上时代步
伐。虽然我年事已高，但还想在力
所能及范围内，做一些对党和人民
有益的事。

我也衷心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能
好好学习，坚定信仰，为祖国繁荣发
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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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 永恒记忆
——专访92岁老兵孙庆昌

□记者 翁瑜霞 罗沛文 通讯员 朱珊珊

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