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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同盟，山东省莱阳人。
1928年10月出生，1947年2月入
伍，1947年2月入党，参加过山
东莱阳、潍县、淮海、渡江、解放
舟山等战役。战斗、工作中立二
等功一次、三等功二次、四等功
五次，受团嘉奖一次。获淮海战
役、渡江胜利纪念章，中国人民
解放军解放奖章、胜利功勋荣誉
章等。1955年9月授予上尉军
衔，1960年5月授予大尉军衔，
1964年 5月授予少校军衔。
1983年12月于普陀县人武部离
休，享受副师级待遇。

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老兵档案

身穿整洁的军装，胸前佩戴多枚勋章，脸上总挂着祥和的笑容……近日，走进位于沈家门街道泗湾东路的一栋老房子，记者见到了93岁高龄的老兵孙
同盟。孙老看上去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在他的讲述中，记者记录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奋力拼杀的那段烽火岁月的峥嵘故事。

●小小少年送情报 从此走上革命路
“日军占领着我们的家园，让我

们吃不饱饭、不能读书、随便打人，
甚至活埋我们同胞……这些暴行，
我到现在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孙同
盟出生于山东莱阳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他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

“我8岁时，父亲离世了，家里很
穷，母亲乞讨度日，我在家带3个弟
弟妹妹，有时母亲没乞讨到粮食，全
家就都得挨饿。”回想起那段有上顿
没下顿的苦难日子，孙老的语气低

沉下来。
“后来全靠共产党，使穷人有饭

吃，不用为了生计而发愁。”据孙老
回忆，那是1941年，家里穷得叮当
响，去亲戚家借粮遭到拒绝，眼看着
就要挨饿时，他们收到了从解放区
传来的纸条。

“赶到纸条上写的地址，我一下
领到了7斤粮食，这对我们家来说真
的是雪中送炭。后来靠共产党，我
们安然度过了那年冬天。”从孙老的

诉说中，记者仿佛看到了那个13岁
的少年，对共产党的感恩与崇敬之
情。

从此开启孙老人生的新征程。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孙同盟家的
房门被骤然敲响。“那是共产党的
人，他们把情报叠好给我，让我帮忙
送到3里外的解放区。当时我想的
就是报答共产党的恩情。”

“那时候情报还叫鸡毛信，我也
不懂是什么意思，来人只告诉我要

送到什么地方哪个人手里。”当问到
传递情报时是否会害怕，孙老坦然
笑道：“当时小，不懂什么怕不怕，就
知道做人要知恩图报，共产党为我
们老百姓办事，我拼了命也要为共
产党办事！”

自那以后的许多个夜晚，他把家
中的弟妹安顿好后，带着情报，小心
翼翼地在村与村间行走，将信送到联
络人手中，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孙
同盟心中的“红色”种子萌芽。

●无怨无悔跟党走 战火纷飞中成长
16岁那年，孙同盟主动加入当

地民兵组织，成为了一名小号手，负
责侦查敌情。

“山顶一棵树是我们当时的接
头暗号，发现敌情，我就吹响小号，
树往哪边倒，就说明敌人从哪个方
向过来。”孙同盟说。

在民兵队伍的那几年，孙同盟
一直奋勇争先,冲在一线，结婚不到
半个月就离开了家，加入到战斗中，
靠着自己的拼搏和努力，积累了一
身经验,练就了一身本领。

1947年2月，农历正月十五，孙
同盟正式进入部队，成为一名军
人。由于前期在民兵队伍的优异表
现，刚入伍，他就当上了班长，并入
了党，这也让他感觉责任更重了。

“党员就是要冲锋在前、不怕牺

牲，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
这是入党初衷！”孙同盟说。

说起入党，孙老和妻子之间还
发生过一起有趣的事。“那时，全国
还未解放，党员身份是个秘密，不能
公开，所以我们夫妻俩互相之间都
不知道彼此的党员身份，直到有次
我偶然间整理柜子，发现了她的一
本小册子。”孙同盟说，当面询问才
知，妻子不仅早他两年入党，还是村
党支部书记，“我就跟媳妇说‘以后
你得带着我一起进步’。”

“1947年12月4日,莱阳城攻坚
战打响。国民党飞机围着阵地丢炸
弹,飞机炸完,变猛烈炮击,炮击过
后坦克现身,轰隆隆地向阵地开来,
这阵势我们都没见过。”孙同盟说，
莱阳战役是他入伍以后参加的第一

次大战，他们队伍负责在莱阳西边
实施阻击任务,阻击企图夺回莱阳
城的国民党军队。

“记得那天是凌晨1点多紧急集
合，每人发了3只烤饼，串在脖子上，
打算饿了吃，但心里太紧张，完全没
顾得上吃。”孙同盟说，那天班里一共
牺牲了3位战友，其中一位只有16
岁。回到村里，他偷偷躲在角落里哭
了很久，“那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
打败敌人，不能让战友白白牺牲。”

“敌人为了挽救败局,投入飞
机、坦克、大炮等新式武器,我们要
打阻击战,必定是一场恶战。”孙同
盟说，他们部队不仅武器装备差，分
的粮食也不够吃，只能到地里挖野
菜充饥，“到后来，野菜没了，我们就
挖山上的芋艿叶子、芋艿藤子煮汤

吃，坚持了整整3个月。”
“部队有规定，到老百姓家磨粮

食，要将一部分粮食分给老百姓，当
作借用磨子的费用，但老百姓即使
自己没得吃，也先给我们。”孙同盟
说，有次，村里老百姓给他们送来了
玉米饼和地瓜。当时打了一天仗，
实在太饿了，他就问送粮食的孩子
家还有吃的没，孩子一直不说话。
于是，他跟着孩子回了家，才知道他
们每天吃的都是地瓜叶和面糊。

“那时我才知道，村里老百姓把
最好的粮食都留给了我们部队战
士。”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孙老还
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眼框中泛着
点点泪光，“所以我常常说，中国共产
党为人民而生，也靠人民而胜，没有
老百姓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胜利。”

●建设舟山立新功 入党誓词记心中
莱阳战役胜利后，孙同盟又接

连参与了潍县、淮海、渡江等战
役。因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他从班
长升为了排长。1949年，他所在的
部队转战舟山，参与舟山解放战
役，这也是他军旅生涯中印象最深
的一场战役。

“那年到舟山后，跟随部队来到
鸡头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修
建码头，为攻打舟山本岛做好准
备。”孙同盟说，他们没有修建码头
的经验，加上秋意寒冷,海上都被敌
人封锁,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
寒风中瑟瑟发抖。

“我们用麻袋剪两个口子当衣
服穿，粮食吃完了,就吃地里的地瓜
叶,去海边抓螃蟹充饥,这样情况整
整持续了2个多月。”孙同盟说，这
些都不算苦,他至今记得,有一天国
民党飞机轰炸金塘岛,他带着一个
排去抢险,等他们赶到时,炊事班和

连部都被炸塌,有些战士被炸得血
肉模糊……“那种失去战友的悲痛,
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孙老说。

1950年5月，舟山全面解放，所
有人都欢呼雀跃。此时，一个新问
题摆在孙同盟面前，是回到自己的
家乡还是留在舟山。“我那时的想法
有些天真，想着战争胜利了，就回家
种地去。”孙同盟告诉记者，是当时
的指导员敲醒了他，跟他说“祖国建
设要用到你的地方还有很多，你还
年轻，必须好好学文化，为祖国建设
作出更大贡献”。

“小时候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机
会好好念书，我很感谢党给了我读
书上学的机会。”孙同盟说，在文化
速成学校学了3年后，组织又送他到
南京学习了5年。学成归来，他便一
直扎根舟山。

之后的几十年，孙同盟曾先后
担任普陀守备区工程科副股长、股

长、科长，守备21团副团长、政治委
员，普陀县人武部政委，普陀县委书
记，还获得国防建设二等功。

扎根舟山70余年，对于这片土
地这些年来的变化，孙老有着深深
的感叹。“新中国成立初期，舟山交
通不便，去宁波早上8点出发，下午
5点才能到，各个海岛之间往来要
坐小船，有好几次差点掉到海里。”
孙老感叹道，“如今的舟山，到处都
是柏油路，小汽车更是多得不得
了。”

谈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孙老笑
道：“以前站在山顶看山下风景，只
能看到一座座小小的草房子，现在
不仅房屋密集了，更是随处可见高
楼大厦。我要把头抬得很高，才能
数清有几层。”

离休后，本可安享晚年的孙同
盟依然为普陀建设发挥余热。“一个
人可以从工作岗位离退休，但共产

党员的身份不能离退休。”确实，他
用自己的行动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
的高尚情操。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
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半个
多世纪过去了，当初入党时的铮铮
誓言，孙老依然记忆犹新。不仅如
此，对于自己入党时间、南下时间，
孙老也记忆清晰，与档案上记录的
时间丝毫不差。

“我是一名老兵。我这一生，最
光荣和自豪的就是加入中国共产
党，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在国家和民
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勇敢地战斗过。”
孙老抚摸着胸前的纪念章说，“战争
是艰苦的、难忘的，这让我更珍惜眼
前的安稳生活，这是无数将士用生
命换来的，来之不易。”他希望人们，
尤其是年轻人铭记历史，珍惜如今
的幸福日子。

战声远去、硝烟散尽，浩气
长存、精神不朽。在解放战争的
艰苦岁月里，革命前辈们冒着战

火硝烟，不怕流血牺牲，为新中
国的建立和和平建设作出了巨
大贡献。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对
革命先烈最好的致敬，就是弘扬他
们的精神。我们虽然生长在和平年

代，但必须铭记历史。不仅如此，我
们还应承担起历史责任，将爱国主
义情感落实到行动中。

记者手记

让老兵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