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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媛媛) 从本
期开始，“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栏
目正式启动了。欢迎咱们社区的老
人积极参与，把您年轻时候参加革
命、参加建设、参加工作的事情讲
给现在的年轻人听。

也许您是参加过革命的老战
士，也许您见证了济南解放战争，
也许您曾经去农村插队，也许您受
到了四人帮的迫害，也许亲眼见证
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的迅速发展，
这些故事既是您的回忆，也是社会
的记录。我们邀请您把这些故事讲
出来，让更多人的年轻人听到看
到，让他们更加了解长辈的经历，
更加了解历史的变迁，更加热爱现
在的生活。

只要您年满50岁，您觉得自己
的故事很有意义，您都可以拨打我
们的热线电话96706126，我们的记
者回到您的家中，倾听您的故事，
分享您的回忆，并把这份经历记录
成文，刊登在《甸柳社区报》。我们
诚挚地邀请您，分享您的故事。

新栏目

“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启动啦

请请把把老老故故事事
讲讲给给年年轻轻人人听听

甸柳二居李逢旭老人：

1166岁岁参参加加革革命命工工作作，，1199岁岁参参加加济济南南战战役役
本报记者 林媛媛

生于胶东的李逢旭虽然
出生在农村，可是父亲非常重
视6个子女的教育，所以小时
候接受了很好的教育。1945
年，16岁的李逢旭在亲戚的介
绍下到掖县一个地下党组织
性质的商号工作，主要负责为
解放区进行采购，以保障军民
供应。“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
束，掖县残破萧条，来往的人
也很少，还有很多日寇投降前
留下的碉堡、岗楼和围墙。”李
逢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当
时解放区很多东西的供应都
非常紧张，他和同事的主要工
作就是采购和运送。

“我们从事的是地下工
作，伪装成商人去敌占区采
购，当时最紧张的就是青霉素
等药品以及一些汽车零件，最
主要的采购地点是青岛，有时
候也要去上海、天津、东北等
地方。”李逢旭告诉记者，当时
他身边就有3位同事被捕，幸
运的是党组织都给营救了回
来。

李逢旭老人回忆起来当
时的工作说：“那时候金融系
统发展不好，我们还承担着取
款的重要任务。骑着自行车去
莱阳提款，三百多公里一天返
回，非常辛苦。”老人回忆起当
时的同事说，当时那代人始终
坚持忠诚事业、艰苦奋斗和不

怕牺牲的精神，直到现在他仍
然记忆犹新、永生难忘。

1948年6月，李逢旭奉命
调省政府集训，秋天得到上级
通知准备参加济南战役。“当
时我们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学
习材料，包括熟悉济南地图、

国民党驻军情况、重要设施和
工厂、医院和学校等，还有一
些军队的制度政策。”李逢旭
说，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很紧
张，为了舒缓气氛，中秋节之
前组织安排学员到张店戏院
看了一场京剧。

“看了十来分钟，就来了
紧急通知，要求立即返回驻地
收拾东西去火车站乘车赶往
济南。”李逢旭说，当时每个人
都背着行军包，站在露天敞篷
车厢里，上半身露在车厢挡板
上面，但是大家都非常高兴，
至少不用走路了。“黎明到达
博山，大家下车一看别人，都
是大花脸，忍不住哈哈大笑。”

解放战役结束之后，作战
部队撤离，李逢旭随接管队伍
进入济南。“虽然济南战役打
赢了，但是国民党队伍也不是
这么容易善罢甘休的，济南解
放之后第三天，国民党就派来
飞机进行轰炸。”李逢旭回忆
说，当时他和战友躲在战壕
里，真的满身尘土、耳闷眼晕，
等轰炸过去之后，走出来一看
附近已经被炸得满目全非，很
多人受伤，听到的都是哭声。

不久，济南市慢慢恢复正
常，李逢旭被安排到济南工业
原料公司担任会计，后来被调
入山东军区政治部从事后勤
管理和军需供应工作，一干就
是30年。

“在战争岁月，我先后共
事百余人，共同经受了战争环
境下的工作考验，很多同志在
建国后也都被组织派到了需
要的地方，天各一方再没相
见。”李逢旭老人说，他永远记
得这些同事，永远记得这些共
同经历了战争洗礼的战友。

□朱自清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

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地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
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
风轻俏俏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
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
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
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的闹着，大小的蝴蝶飞
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
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
你，风里带着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
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
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呼朋引伴的卖弄
清脆的歌喉，唱出婉转的曲子，跟清风流水应和着。
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的响着。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
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的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
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
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
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着伞
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
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
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
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
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功夫，
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
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

着我们向前去。

春春
吉祥苑社区苑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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