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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6岁岁东东阿阿籍籍老老兵兵将将获获领领导导人人接接见见
17岁带领200名青年参加革命，曾多次参与国庆阅兵

“去年大伯回过老家一
趟，还曾到南关岛去转了转，
那是解放聊城的战斗中，他
打过仗、负过伤的地方。”傅
奠华的侄子傅茂瑞介绍，大
伯今年86岁了，从14岁高小
毕业后就参加抗日救国宣传
活动，1946年背着家人带着
媳妇参军，后负伤转回部队
机关当参谋，直至进入北京
空军部队，曾多次参与组织
计划军事演习和阅兵式……
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纪
念活动，空军老兵16人中有
12人参加阅兵，另外4人去人
民大会堂接受领导人接见，
傅奠华正是去人民大会堂的
4个人之一。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儿童团团长，带领200名青年参加革命
傅奠华生于东阿县傅寨

乡，现在是牛角店镇，紧邻黄
河。在当时是敌占区，黄河对岸
就有敌人部队。傅茂瑞听老人
们说，黄河一结冰，就常有日军
过来，还曾在乡亲们眼皮子底
下抓人。“有时游击队打仗要从
黄河上爬到对岸去。”

1946年，8年抗战最终胜利

后，解放战争却又打响，党内发
出参军入伍号召。当时傅奠华
17岁，与定下娃娃亲的孙桂芳
刚成亲3个月。他在负责的20多
个村里号召大家去参军，因为
他人缘好，大家都信任他、追随
他，最终有200名青年跟他一起
走进部队。孙桂芳也是当时新
兵团里唯一的女战士。

傅奠华当时意气风发，他
率领的200人被编入晋冀鲁豫军
区第七纵队二十一旅六十二团
二连，自己成了指导员，“当时
还配了一位第二指导员，来教
如何打仗。”学会作战后，傅奠
华就改任该团一连指导员，参
加了聊城、豫北、鲁西南等战
役。1947年负伤，退至后方。

在左边肩胛骨，一块伤疤至
今仍留在傅奠华身上。因伤及左
臂，他无法再拿枪。半年伤愈后，
他调任部队机关参与土改等工
作，孙桂芳也赶回来与他团圆。

直至1949年，国家筹建空军
时，从全军抽调22岁、正连级参
谋的党员干部，傅奠华以20岁
的年龄进入了北京空军部队。

参加多次阅兵，今年将接受领导人接见
进入空军后，傅奠华先到

长春航校学习，后又到南苑机
场做参谋，1952年时还参加了
抗美援朝，在前线指挥部做参
谋。

1981年，他在北京空军司
令部作战处任职时参加组织计
划了华北军事大演习，“一个空
军部队要面对四个陆军兵团。”
傅奠华说，夜以继日地工作了

两三个月，期间他突发心脏病
晕倒在演练现场，休息几天后
又回到岗位上。

1983年，他调任北京军区
空军副参谋长(副军级)，多次
参与了国庆阅兵和以保卫首都
为中心的国土防空作战，组织
计划作用发挥明显，直至1989
年以副军级离休。

经历过多次阅兵的他，印

象最深刻的是1950年那场，“当
时我们穿着刚发的军装，喊着

‘一二三四’走队列”，他记得那
天还下了大雨，新发的军装遇
到雨水都掉色发黄了，战士们
的皮鞋也湿透了，却依然激动。

从那时起直到离休，傅奠
华在北京空军扎根40多年，也
见证了中国空军从无到有、由
弱变强的过程。离休之后，傅奠

华和孙桂芳老两口经常到处去
旅游，也常回老家聊城看看。

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
纪念活动，傅奠华最初也收到
了通知去参加，但在8月底，他
又接到通知称行程有变，“空军
最终16个人，有12个人参加阅
兵，4个人去人民大会堂接受领
导人接见”，傅奠华正是去人民
大会堂的4个人之一。

在外70多年，多次感慨忠孝没能两全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大伯都参加过。”傅茂
瑞介绍，傅奠华是少将军衔，
在老家人看来非常了不得。可
也因为参加过太多战争，负过
伤。“现在左胳膊还行动不便，
就是解放战争留下的烙印。”

“大伯曾得过癌症，但他
非常坦然、豁达。现在87岁，头

脑依然清醒，除了眼睛有些不
方便。”傅茂瑞说，“去年大伯
回老家，刚下车就让我带他到
南关岛去看看。”那是当年傅
奠华参与解放聊城战斗过的
地方，每次回来都会去看看，
细数聊城的变化。而去年回乡
尤其充满仪式感。

“老家回一趟少一趟，每

次回来，都想把去过的地方都
走 一 遍 ，认 识 的 人 都 聊 聊
天……”傅茂瑞记得大伯回乡
时，曾为村里所有长辈、老人
每人封了一个红包，虽然钱不
多，但在当地很少有过先例。

“大伯常遗憾当兵太多
年，虽有波折、有磨难，但也有
荣耀、有收获。但对父母却满

怀愧疚，因为不能在父母跟前
尽孝，把照顾二老的责任留给
了两个弟弟。”傅茂瑞说，当年
通讯手段不发达，只能发电
报，能说的内容也不多。“家里
人很少知道大伯在外的情况，
虽然都非常担心，但部队中有
很多需要保密的内容，只能定
期给家人保平安。”

临清市举行纪念

抗战胜利70周年

文献史料展

本报聊城8月31日讯(记者
李军) 9月2日是临清解放建市70

周年纪念日；9月3日是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隆重纪
念抗战胜利暨临清解放建设70周
年，中共临清市委宣传部、临清市
财政局、临清市民政局特联合举
办抗战文献史料展。

本次展览共展出反映中华民
族全民族抗战及日军侵华罪行的
实物、文献等200余件。一次能展
出这么多抗战文物文献，这在山
东省是第一次，在全国也不多见。
触摸、直视这些珍贵的文物、文
献，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民族那
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感受到中国
人民不屈服于外来侵略的壮志情
怀。特别是反映抗战胜利日的民
国期刊、报纸号外，在抗战胜利70

周年纪念日展出，更有十分积极
的意义。

本次展览主要展品主要包括
日本侵华罪证物品，鲁西细菌战
专题展览及日本侵略临清展品，
反映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藏
品。报刊类有：九一八事变后国内
发行的纪念特刊《国闻周报》“国
难二周年纪念号”等。财政金融类
有：救国公债两种，救国公债发行
票据，冀南银行纸币，中央造币厂
昆明分厂成立周年纪念章等。其
他有：八路军袖标、战时中央训练
团使用教材《新式短期日语讲
义》，《抗战联语集》等。

8月27日，茌平县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70周年书画、摄影、剪纸
展，在茌平县体育馆开展。此次共
展出书画作品160幅、摄影作品42

幅、剪纸作品32幅，是茌平县历年
来规模较大的一次艺术作品盛
会。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史奎华 摄

抗战胜利70周年

书画摄影剪纸展

傅奠华和老伴孙桂芳去年回聊城，在古城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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