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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逝，时光荏苒，当年在那个战场上视死如归、奋勇杀敌的小伙子，如今已经是华发苍颜的耄耋老人。虽然身子骨骨
不如当年那般硬朗，但那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炽热的心依旧蓬勃年轻。

在咱们二七新村街道办，有十多名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年轻时，他们为祖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甚至差点献出生生
命。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也走访了部分老兵，与他们一起回忆那段抗战的日子。

抗战老兵王智民

9900岁岁老老兵兵戎戎马马一一生生从从未未后后悔悔
20岁参加革命工作 身为侦察兵参加济南战役

家住二七社区的王智民老人1925
年出生于山东蓬莱农村，9岁开始上学
直到1940年高小毕业的他在那个年代
也算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了。

早在上学期间，王智民就积极投身
抗日，不仅是村里青年抗日救国会会
长，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在学校里也
参加过童子军，配合正规军一起打鬼
子。

“我是1945年农历年底正式开始参

加革命的，当时参加了一段时间的集训
大概几个月的时间，然后被编入部队，
当上了侦察兵。日本鬼子非常凶残，我
曾亲眼看到他们把一个一两岁的小孩
倒挂起来，拿刀剖开他的肚子，把心脏
掏了出来。”说起当时目睹的日军暴行，
老人历历在目。

目睹着日军的暴行，和战士们出生
入死，在党的带领下奋勇杀敌的他在
1947年9月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光荣

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1948年，济南战役打响，众多子弟

兵历经8天8夜激战，歼敌10万，王智民
就是其中一员。

这场战役也拉开了“辽沈”、“淮
海”、“平津”这三大战役的序幕。“牺牲
战友得有8000人，有名有姓的就有5000
多 人 ，还 有 2 0 0 0 多 人 成 了 无 名 烈
士……”谈及往事，王智民老人声音有
些颤抖地说。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环境恶劣没有丝毫的畏惧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
很快打响。王智民再一次身赴战场，作
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远赴朝鲜作战。

“当时我在27军，1950冬天的朝鲜非常
冷，天寒地冻，部队在供给上遇到了很
大的困难。”王智民说。

他告诉记者，当时的气温零下四十

多度，因为条件有限，有的战士连棉衣
都没有，穿着单军装戴着大盖帽，耳朵
露着，用毛巾捂着脸就上了战场。天寒
地冻加上炮火连天，战士吃的都是背去
的炒面。

“开始的时候是一把炒面就着一把
雪，后来美军疯狂进攻，敌机顺着山沟

里面飞，又不敢暴露目标，后方运输线
全部被封锁，连炒面也没有了。为了充
饥，我们只好向朝鲜人民买土豆，煮熟
的土豆刚出锅的时候还能吃，稍微一停
就冻得像石头一样。而为了生存，填饱
肚子，石头一样的土豆也得吃。”王智民
说。

戎马一生从未后悔 年轻人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从20岁正式参加革命，到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王智
民老人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党、祖国和
人民，从未后悔。

“我算是幸运的，有多少同志没能
看到如今的美好生活，他们英勇捐躯，

牺牲在战场上，有时候我经常回忆过去
的战争岁月，不光是缅怀先烈，也是勉
励自己。”他说。

同时，记者了解到，为了教育下一
代继承这些优良的传统，把祖国建设得
更加强大，去年，王智民老人还将自己

珍藏多年的《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捐
赠给济南战役纪念馆。这本图片集系统
地收藏了近代以来各个时期日本侵华
的图片，资料详实，用触目惊心的文字
和图片，告诫年轻一辈永远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早日实现中国梦。

抗战老兵李永才

不不到到2200岁岁参参加加抗抗战战
在在徐徐州州被被日日寇寇打打伤伤

本报记者 王若松

91岁高龄的李永才老人也是咱们二
七社区的一名抗战老兵。虽然年纪大了，
不能经常读书看报或者下楼走动，但是
老人还是很牵挂时事，尤其是纪念抗日
战争70周年这件大事，更是老人关注的
重点，经常通过电视和收音机了解。

时间追溯到1924年9月，李永才出生
在安徽省天长县，从很小就听闻并见证
了日本鬼子在中华大地上的罪行。1939
年2月，年仅15岁的他毅然参加革命，和
日寇进行殊死斗争。

“那是1942年3月，当时我在徐州打
日本鬼子，被小日本用枪打伤，右手到现
在还是残疾的，是二等残疾军人。”李永
才老人回忆说。他告诉记者，自己在抗日
战争中曾先后历任苏皖支队二大队四中
队战士，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战士、班
长、副排长等。

在战争的硝烟中，李永才老人和现
在的老伴儿相识相知并结为革命伴侣，
一直携手走到今天。“我是1951年来的济
南，到济南铁路警备司令部干排长，还在
济南铁路公安处兖州公安段藤县派出所
任副所长，还有在济南铁路公安局新泰
所干过副所长，1984年离休。”李永才告
诉记者。

1991年6月，李永才被公安部授予人
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章。虽然老人已经
是91岁高龄，听力和语言表达都不是十
分流畅，但还是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活
习惯，“我打太极拳健身已有几十年，最
近这几年不能经常下楼了，偶尔在家打
几下太极拳活动一下身体。”老人说。

9月3日上午，老人一大早就打开电
视收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的
直播，“一直看到结束，很激动也很感慨，
国家强大了我们从内心感到高兴。”李永
才老人说。

抗战老兵周诗礼

““和和平平来来之之不不易易
应应倍倍加加珍珍惜惜””

本报记者 王若松

出生于1926年4月的周诗礼老人是
山东微山县人。因为从小生在农村长在
农村，家里条件有限，没有上过几天学。
但是尽管文化水平有限，他的爱国抗日
思想觉悟却十分超前。

“参军前我在村里就是民兵，那时候
日本鬼子在我们村附近有个据点，我们
经常想办法，打游击，夜里袭击他们的岗
楼。”回忆起年轻时候的抗日情景，周诗
礼说。

当民兵打了几年日本鬼子之后，
1945年8月，周诗礼正式参加八路军，在
74师140团3营4连，从战士开始，到班长、
排长、副连长等。加入八路军后没多久，
解放战争打响，年轻的周诗礼又投入到
解放战争的洪流，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
了汗马功劳。

“我这脚上和腿上的伤就是那时候

留下的。”周诗礼说，1948年12月，当时任
副连长的他参加淮海战役，在攻打小王
庄时脚部和腿部被炮弹炸伤，受伤时才
年仅22岁。

负伤后，不能再随军作战的他被转
送到华东临时医院(现在的济南王舍人
庄)养伤，评为八级残疾军人。由于身体
原因，1949年3月，周诗礼转业到济南铁
路警备司令部，后来在铁路局工作到退
休。

别看周诗礼老人已经是89岁高龄，
但是身体依旧非常硬朗，20多年前老伴
去世后和小儿子一家人在一起生活。老
人平日喜欢到英雄山锻炼身体，而且每
到清明都带家人去英雄山扫墓，祭奠英
烈。

说起9月3日上午的阅兵，老人表示
自己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和平来之不易，我们应当倍加
珍惜！”周诗礼感慨地说。

李永才老
人（左二）。

周诗礼老
人（右一）。

说到王智民，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
指，大家都知道的他，是一名抗战老兵，
也是咱们二七社区的居民。他参加抗美
援朝战争，保家卫国，虽然环境恶劣但
没有丝毫的畏惧，他用一生的奉献和赤
诚，为当今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
教育课。

本报记者 王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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