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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远县定城镇东顾村瓦房组住着这么一位老人，
他叫洪兴源，他是一名90多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老
爷子因为胸口处的衣襟上常年别着一枚鲜红的党徽，被
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为“党徽爷爷”。

1946年，空无一人的定远中学只有18岁的洪兴源
还在坚守，既为了“公家财务”，也为了自己那6斗米，直
到遇见时任九梓集乡党支部书记李奉三。寡言良善的
洪兴源很得李奉三看重，李奉三推荐洪兴源入党，还亲
自教他读书认字，最初每日教10字，渐渐30字，再后来
洪兴源除了负责李奉三的日常起居，也能替李奉三草拟
简单的文件。有一天，李奉三要给洪兴源说媳妇，洪兴
源详细听了后还是婉拒了。李奉三后任职定合县定六
区区长、定合县民政科长、凤阳县县长等职，洪兴源皆伴
其左右。

后来李奉三调往省城邀洪同行，洪兴源婉拒回乡当
了民兵。许是当了民兵，骨髓里有了军人的血性，1953
年1月10日，洪兴源报名参军，时任武装干事。问起参
军缘由，洪说：“鬼子杀了我外家9口人！”即便寡言，洪
兴源在74师221团3营7连仍不容忽视，内敛的性格让
他在射击上锋芒见显，大家都知道7连有个话少的“神
枪手”。25岁的洪兴源跨过鸭绿江，来到了下甘岭附近
的红土包接防。红土包是军事要塞，一日，5名队员去
执行连接电线任务，久久未归，班长带着仅剩的3名队
员（洪和另外2名战友）前去打探，途中，班长受袭负伤，
洪兴源迅速将其转移到安全位置，听其指挥射击。班长
说“标尺2”，我就定2，当时敌人成排扑来，中间（敌人）
手拿红旗，我就先射了他的上胸腔，“上山打上，下山打
下”，这是个小小军事常识。这一战，洪兴源击毙6名敌
军，射程200米开外，和队友击退敌军两次反扑。“拿红
旗的那个是黑人，其他5个是李承晚的兵。”在英模大会
上，洪兴源因此战被授予三等功。随后，洪兴源接防朝
鲜西海岸线，后随第一批志愿军撤出朝鲜，调防天津。
在天津的这段时期，是洪兴源精神世界最为充实的一段
时光，大量的阅读、亲身的经历，让洪兴源心中共产主义
的火种迅速旺盛。

因为顾念家人，1957年洪兴源复员回乡，担任民兵
营长、定东大队书记。被问及为何几十年如一日地佩戴
党徽，洪兴源说：“为了纪念，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不
能忘！洪兴源和妻子育有2子4女，四代人时常同堂相
聚。” （吴亚雅）

记录，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全媒体记者 郑安杰

时值八月，回望悠悠历史长河，把
曾经的峥嵘岁月和一个熟悉的群体又
拉回了众人的视线。老兵，令人敬仰的
名字，他们历经沙场洗礼、岁月沉浮，他
们参军的时间不同，参加的战役不同，
但在不能忘却、不容忘却的历史坐标
中，山河岁月不曾相忘，他们值得被记
录。记录，比想象中要困难，还好有一
群记录者在坚守，他们背起行囊、拿起
纸笔、扛起镜头，从真挚的“初心”出发，

奔走各地，跋山涉水，只为记录下一段
段光荣的历史，记录下伟大的战士。

一件件标注时间的老物件、一桩
桩埋在时间里的老故事，一个个遗落
在时间里的老人物，每到特别的日
子，回望红色大地，时针的指向总会
触发人们对过往的追忆。定远是革
命老区、兵员大县，这里在抗日战争
时期是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始地，以
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是全国 19 个抗日革命根据地之一。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张云
逸、徐海东、罗炳辉等都曾在这里战
斗和生活过。这里的革命历史遗存
包括藕塘烈士陵园及王小庙无名烈
士陵园、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旧址等
等，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了这
片土地，热血的革命故事在这里代代
相传。

随着时间流逝，在定远，有一群深

埋功名的老兵也在乡村渐渐老去，他们
的事迹鲜有记载，他们的画像急速地模
糊在岁月里，他们的家人因未曾记录而
追悔遗憾。2019年，由定远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牵头发起了一项志愿服务项
目，通过走访等形式开展记录，致力抢
救这些散存民间的档案，为家国写信
史，为老兵铭荣光。

这份记录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
“拾珠”。

在定远县拂晓乡高塘村，有名老兵叫戴继续。1960
年8月，17岁的戴继续有4个弟弟，为了给“大家”增火
力、“小家”省伙食，戴继续去了军营。视力佳、判断准、
侦察强，新兵训练结束，戴继续就被分到6团3营8连炮
1班（尖子班）。那会儿，戴继续压力很大，因为文化程
度不高，“弹道”“密位”“三角”等课程和术语，压根听不
懂。怎么办？“就晚上不睡觉，偷溜出去研究炮体，反复
琢磨，射表就死记硬背，那会儿吃饭拉屎睡觉都在背。”
付出就有收获，很快，戴继续就能迅速完成目标距离测
定、确定诸元，再后来，“三手证”“五好战士”“三等功”

“特等炮手”等荣誉，戴继续皆收入囊中。戴继续是全能
炮手，尤其擅长瞄准定位，队友们称他是“高炮眼睛”。

1964年，美国政府寻借口，悍然发动对越南北方的
侵略战争，形势严峻，越南政府向中方请求援助。次年8
月，戴继续随部队抵达越南，驻防克夫、布下等地1年，先
后与美军交战12次，击落3架飞机、俘虏若干（由指挥连
负责）。

戴继续和妻子是1967年经人介绍走到一起的，在越
南那会儿，彼此还不相识。戴继续援越的始末，妻子是知
道的，她说的最多的就是“他啊，是拾来的命！”1966年8
月10日中午，美军侦察机再次进犯，戴继续及时捕捉目
标，迅速完成瞄准（机头）定位，协同其他炮手击中该机，
还没来得及欢呼，美军100余架主攻机袭来，对戴继续和
战友们进行“鱼贯式进攻”。一架架接连俯冲投弹狂轰，
一颗炮弹落到戴继续阵地不远处，戴继续身后的3炮手
阵亡、班长晕厥。戴继续迅速完成瞄准、操作好高低机和
方向机，指挥其他炮手装弹发射——一架F-105主攻机
被击落。待到战火稍息，戴继续早已浑身流血。战友注
意到戴继续的左腿在大量渗血，拿来剪刀划开裤子一看
——左腰少了块肉、左腿被弹片伤得血肉模糊。戴继续
这才支撑不住，两眼一黑晕了过去。此战，戴继续荣立二
等功。

因伤势严重，戴继续调回后方，后随部队回国。自
觉文化程度不高，戴继续婉拒部队提干，于1968年12月
退伍回乡，后任职乡里民兵营长二十多年。

（吴亚雅 樊顺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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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场离别触发一颗初心

“拾珠”项目如同她的名字一般，开始于一次偶然
的“捡拾”，背后是一段令人动容的离别故事。2019年4
月的一天，一名老兵的儿子来到定远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为已经过世的父亲办理丧葬补助，壮硕的汉子忽然
就嚎啕大哭起来，父亲的离世让他变得怅然若失，似乎
多了很多的追悔莫及，“以前他老爱和我说他打仗的
事，我总没耐心，现在再想听也没机会了。”曾经耳边不
耐烦的唠叨，如今成了最深切的怀念。

项目发起人吴亚雅是定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
名工作人员，目睹了这样一场场生死别离，感叹唏嘘，
别离几度，生死几度触发了她那颗朴素的初心，“当时
我就想，要是能记录下来这些老兵的战争经历，类似的
追悔会不会少些。”吴亚雅告诉记者，“拾珠”项目随之
开始酝酿。

“定远县现有退役军人2万余名，在册在乡老复员
军人1000余名，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村籍的战争
老兵是遗落在历史长河里的珠宝，值得被我们拾起。”
2019年7月，是值得纪念的日子，“拾珠”项目正式启动
了，吴亚雅告诉记者：“老兵的事迹让我相信，信仰从来
都是义无反顾的行动。”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吴亚雅
在老兵的影响下入了党，成了一名“先锋战士”。

“拾珠”志愿服务项目从2019年开始运行，走遍了
22个乡镇，目前采集了118位老兵的信息。项目通过
录音、录像、笔录等方式采集该县现存农村籍老兵口述
资料、照片、军物品等史料。整理并建立“口述战争老
兵档案库”，拍摄播放现存老兵生活影像纪实，定期在
校园社区举办红色展陈宣讲活动，动员社会力量关注
关爱现存老兵。

一次次走访带动一群“拾珠”人

抢救，这是“拾珠”人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从前觉得
时间慢，岁月静好中，年月日在奔腾的时间洪流里只不
过是时光的表盘，真的深入下去，去探寻历史去乡
村走访，远比想象中更困难，“尽可能地与时间
赛跑，抢救更多战争老兵的口述资料。”吴
亚雅说。

与时间赛跑的过程是艰苦
的，樊顺琴是一名基层媒体
工作者，也是“拾珠”志
愿服务项目的第一
批响应者，“每
次采访都
是 早

七点出门，晚八点收工，有一天最多跑三个乡镇采访五
位老兵。这几年一路走来，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我有
责任把历史记录下来，把这种革命精神传承下去。”在
辛苦的“拾珠”旅程中，老兵的故事给了“拾珠”人勇气
和担当，九十多岁的抗美援朝老兵洪兴源，因为几十
年如一日佩戴党徽，被人亲切地称为“党徽爷爷”。

“‘党徽爷爷’和战友曾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猛烈炮火
时都毫不退缩，不畏强敌、英勇战斗。”樊顺琴也在走
访中受到了感染，“通过与老兵们的交流，触及灵魂、
震撼心灵，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感悟很多。”未来，
樊顺琴打算继续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把老兵精
神代代传承下去。

走访中还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案头工作是最开始
需要花费心力的，要提前掌握老兵的信息，包括从军信
息、家庭信息、职业信息等，这些要对照着很多资料去
查找、梳理、核实，但每一次案头准备都像一次思想淬
炼和精神洗礼的过程。2021年参与到“拾珠”志愿服务
项目的诸涛，今年27岁，他对一次走访印象深刻，“那
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当年他还是个新兵，敌人的飞机
对我志愿军无差别轰炸，场面惊心动魄，他看见同志就
牺牲在眼前而没法救。”在说着这件遥远的故事时，老
兵在不知不觉中就流下眼泪，“从小就没有见过老人流
泪，第一次见到一位老人在你面前流泪，画面永远刻在
脑中。”这不是诸涛的第一次受触动，在走访中受教育，
在走访中感悟到初心，诸涛告诉记者，未来他还要继续
带着在走访中感受到的这份精神继续“拾珠”下去。

一束束珠光汇成满天星光

在一群“拾珠”人的坚持
与努力下，“拾珠”志愿服
务项目的光芒很快
就被更多人发
现，越来越
多人参
与

其中，队伍从刚开始的82人发展到现在的1500多人，
“拾珠”志愿服务项目有了更多的记录者，定远县组成
“满天星”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全县3级退役军人事
务系统工作人员、行业退役军人志愿者以及现役军人
家属都成了“拾珠”志愿服务项目的志愿者。

一次次的走访与记录也有了回响，一些老兵也开
始思考自己还能发挥怎样的余热，他们的口述事迹成
了全县中小学生爱国教育的生动教材，有些老兵们还
义务当起了红色宣讲员，为退伍返乡退役军人、驻定部
队官兵、退役军人事务局系统工作人员讲党课、讲战争
经历，如今以老兵“口述档案”为内容进行的红色宣讲
已经成了当地响当当的品牌。疫情期间，老兵们更是

“义不容辞”自发组成“老战士抗疫服务队”，在防疫宣
传方面发挥自己的余热。他们那种不管身处何方总会
透着的那股子“当兵的劲儿”，已经成了融化在血脉中、
深植于骨髓里的挺身而出和甘愿奉献。

“拾珠”志愿服务项目还扩展了自己的服务功能，
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志愿者、社会工作者为失能、独居
老兵提供家政、健康、心理慰藉等个性化、精细化、专业
化服务。“粽子行”“菊花行”等活动也成了每年“拾珠”
志愿服务项目与老兵的固定相约。同心奔赴、同频共
振，“拾珠”志愿服务项目先后获评市、省“最佳志愿服
务项目”荣誉称号，第六届安徽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金奖、第六届全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滁州
市十大网络公益项目，一束束捡拾起来的微弱“珠光”
正汇聚成满天繁星，在前行的路上闪闪发光。

▲

志
愿
者
采
访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排
长
朱
朝
坤

▼

志
愿
者
采
访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卢
恩
如

□责任编辑：陈姝妤
□电子信箱：czrbxjzk@126.com 副副 刊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