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4 主打 2015年8月28日 星期五 编辑：修伟华 美编：马晓迪 组版：徐凌 今 日 高 新>>>>

驱驱逐逐日日寇寇，，他他跑跑遍遍了了整整个个东东北北
独立自由奖章是陈佐民一生最珍贵的收藏

本本是是随随母母寻寻父父，，却却加加入入了了抗抗战战
穿梭在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张开书为八路军获取情报

随母寻父时

参加了抗日队伍

张开书今年已经90岁高龄，
他身形瘦高，精神矍铄，思维清
晰，乐观健谈。一说起抗日打鬼
子的事，就滔滔不绝起来。

张老祖辈生活在山东邹
县京浦铁路道旁，1937年抗日
战争爆发后，父亲就积极加入
山东济宁地区地方武装，从事
民族运动工作，组织红乡会，
曾领导山东平邑县地方抗日
民族运动。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年
幼的张开书心中早就埋下了
革命的火种。1 9 4 3年冬天，张
开书兄妹几个随母亲去寻找
父亲，不料，一家人只团聚了
一个冬天。1944年2月，正值鲁
南行署第一期干校招收学员，
校长雷凌看见朝气蓬勃的张
开书就劝他入学。雷凌的爱人
何 扬 曾 问 过 他 ，是 参 加 抗 战

呢，还是回家割麦子？张开书
毫不犹豫地说参加抗战。

17岁的张开书带着邻村的
小伙伴报名参军，没承想，自己
被留下了，小伙伴反因年龄太小
没成功。就这样，张开书的母亲
这一趟寻夫之旅，既没能把丈夫
带回家，还把大儿子送进了抗日
队伍，只好自己带着其他年幼的
孩子回了老家。

谎称走亲戚

为我军刺探情报

从鲁南行署第一期干校毕
业后，张开书先后被安排在解放
区邹东县工商局谷山、南关检查
站，凫山县工商局横河检查站，
解放区齐济工商支局桑梓店检
查站工作，担任站长。工商局检
查站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收税及
巡逻等工作，筑牢敌占区到解放
区的第一道防线。

邹县铁路附近建有5个日军
碉堡作为敌军的联络点，为了保

证军需能顺利地通过京浦铁路，
这些日军的主要工作是护路，叫
护路军。他们环绕碉堡挖有一圈
壕沟并注上水，壕沟后面是院
墙，墙内筑碉堡，平时需进出碉
堡时才放下吊桥，门口有“二鬼
子”站岗。

碉堡内人员的日常供给都
是日军集中供应，每辆卡车上派
有十几个人护送。“有一次提前
得到消息，就在他们必经之路上
挖了大坑，日军卡车过不去了，
只好折返回去。”说起当年抗战
的事，张老脸上露出孩子般灿烂
的笑容。

穿梭在根据地和敌占区之
间，身穿便衣的张开书偷偷为八
路军获取情报。有时候碰到鬼子
盘查，被询问八路军的事，张开
书机智灵敏地应付自如。“俺知
不道八路，只知道太君。好好的
路扒它干什么？”张老说，当鬼子
问的时候，他就说是走亲戚的，
曾多次骗过鬼子，为八路军获得
重要情报。

传承爱国精神

一家子都是党员

抗战胜利后，张开书和战友
们又参加了解放战争。济南解放
后，张开书先后被安排在济南市
税务局等多个单位工作，1970年
调入济南石油化工厂(中石化济
南炼化前身)工作。1985年3月，
张开书从济南炼化供应科离休，
2005年获得国家颁发的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张开书
与夫人张秀兰在济炼社区安享晚
年。他每天要在后院呆上三四个小
时，养花、种菜、拔草、搭葡萄架，忙
得不亦乐乎。除了喜欢饲养蝈蝈，
张开书还经常给孙辈孩子们讲过
去抗战打鬼子的故事。

张开书一生养育了六个孩
子，现在已经是四世同堂。爱党
爱国的精神也一并传承给了子
女。张开书夫妇及儿女们都是党
员，夫人张秀兰高兴地说，他们
一家都能成立个党支部了。

本是去寻找父亲，不料却毅然加入了抗战队伍；穿梭在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身穿便衣偷偷为八路军
获取情报……这些在抗战题材剧中上演过的情节，真实地在张开书身上发生过。和平年代里，张开书的抗
战故事曾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孩子们听。

独立自由奖章凝聚战争记忆
家住济炼社区的陈佐民

已经89岁了，自从济南炼化退
休后，时常到济炼夕阳红老年
大学读书看报。在他看来，和
平年代里，不再担心外敌入
侵，就是最大的幸福。而每每
说起年轻时抗击日寇入侵的
那场战争，陈老总是不愿再提
起。想起那些逝去的战友，他
的心里总是很难过。

战争的记忆浓缩成了几枚
奖章。在陈老的小包裹里，里里
外外一层层地包裹着几枚奖
章，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颁
发的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
还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60周年奖章、献给共和国创
立者的纪念奖章等。其中那枚
独立自由奖章是他一生中最贵
重的珍藏，极少示人，就连自己
的儿子也是极少看到。

独立自由奖章正面雕刻
延安宝塔、祥云和红五星，是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日
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一种证
章。陈老将这枚独立自由奖章
特意装在一个小纸封里，至今
拿出来仍旧金光闪闪。奖章的
证书中张贴着盖有国防部钢
印的一寸黑白相片。那时的陈
佐民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中透
着军人的英武之气。

转战东北各地只为驱逐日寇
时间回到1941年。15岁的

陈佐民参加了国家救亡的抗
日战争，成为山东省滨海支队
的一名战士。由于年龄小，一
直跟随在时任师长万毅身边。
滨海支队与罗荣桓领导的115
师一南一北一同抗击日军。

1945年，陈老所在军队转
战日照、临沂、胶东地区，随后
乘船北上东北。“那个时候日本
还没有投降，军队想上岸没那
么容易，很多同志就牺牲在丹
东口岸边。”陈老仍记得，为了
尽快驱逐日军，他所在的部队
有不少战士永远留在了那里。

从丹东上岸后，军队一鼓
作气北上沈阳。“那个时候，沈
阳被苏联军队占着，他们担心

国民党军队不愿意，所以国、
共的军队谁都不让进去。”据
陈老回忆，紧接着军队绕过沈
阳城区占领了日军在苏家屯
的一个纱布工厂和弹药库，在
补充了充足弹药之后，继续进
军梅河口、通化、哈尔滨、齐齐
哈尔和海拉尔。“虽然日本在8
月份宣布了投降，但是有些鬼
子不知道，仍旧不缴械，我们
就喊话告诉他，日本天皇宣布
投降了。”据陈老介绍，不光是
他所在的军队，国民党军队也
在急着接收东北。

与日寇真刀真枪地打过，
年轻时的陈老绝不含糊。为驱
逐日寇，整个东北他都跑遍
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战争
开始。陈老回忆，有一次军队乘火
车行军，在通化接了一个人，军队
领导都非常重视。“他穿着便衣，
也不说话，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后
来，到达目的地之后，大家才知道
原来是林彪。”陈老说，他从来没
想过还同林彪坐过同一列火车。

在林彪的指挥下，解放战争的
辽沈战役取得胜利，陈老又跟随军
队三下江南。解放战争胜利后，陈
老又参加了抗美援朝。1955年年
底，陈老因伤休养，后调入沈阳军
区后勤部。再后来转业来到济南，
几经辗转留在济南炼化工作。

回想起过去的战争年代，陈
老觉得，能够活下来就是幸运的。
和平年代里，他将自己奉献给了
祖国的石化行业。如今，陈老的3
个儿子成为了第二代石化人，为
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陈老的晚年生活，依然对党
无限忠诚，每天坚持学习，读书看
报，关心党的建设，默默地关注党
和国家大事。

15岁参加革命，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陈佐民见证了国家从救亡到富强的过程。如今已经89岁高
龄的陈佐民还珍藏着国家颁发的独立自由奖章，这是他一
生最贵重的珍藏，极少示人。而每当看到那枚独立自由奖
章，抗日救亡的那场民族存亡之战仿佛就在昨天。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通讯员 杨选琼 张杰

济南炼化领导看望张开书老人，送上抗战纪念章和慰问金。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通讯员 杨选琼 张杰

老战士依旧关心

党和国家建设

陈佐民

这枚独立自由奖章是陈佐民最珍贵的收藏。

陈佐民珍藏的抗战纪念章。

抗战岁月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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