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兵老人”孙艳华：

留住抗美援朝的故事
在吉林省通化市，70岁的孙艳华被称为“红色文化活字典”，她不是抗美

援朝的亲历者，却通过寻找、采访老兵，还原了许多抗美援朝期间的故事。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吹响抗美援朝的号角，作为志愿军开赴朝

鲜的通道之一，通化地区全民动员保障前线是当时这座城市的真实写照。“70
年过去了，那些健在的老兵、担架队员、民工，还有抢救伤员的医务工作者如
今还生活在我们身边，但大多已是耄耋之年，我希望能找到他们，把他们的故
事记录下来。”孙艳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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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孙艳华因病提前退休，身体
转好后，她投入到写作当中。在创作一部
以老兵为题材的作品时，她结识了在杨靖
宇烈士陵园守陵的老兵徐振明。徐振明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1958年转业时主动选择到通化靖宇烈
士陵园工作，为将军守陵。他退休后，儿
子徐永军继承了这份工作，父子传承守护
了杨靖宇英魂62年。

徐振明的事迹让孙艳华对老兵这一
群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共鸣。2013年，
在徐振明的建议下，出生于抗美援朝期间
的孙艳华萌生了寻找抗美援朝老兵并记
录那段历史的想法。“大多数老兵已经 80
多岁了，我急啊！”孙艳华说。

她向通化市委老干部局说了自己的
想法，老干部局当即决定组建老干部报告
团，任命她为负责人。孙艳华二话没说，
拉着老伴，自费驾车，开启了“寻兵之旅”。

7年里，她找到了先后7次荣立战功的
老兵刘德厚，采访到15岁上战场的老文化
教员李润兰，记录下带领114名铁路工人，

冒着敌机轰炸修铁路、排炸弹、救列车的
“铁道卫士”高殿甲……

她以纪实作家为身份，先后采访了
200多位参战老兵，整理出400多位老兵的
资料，完成了老兵访谈《冰川血山》、老兵
故事文集《血性碑》以及5部长篇小说。此
外，她还与老伴胡堂林合作编辑了录入
413位老兵战斗简历和图片的画册《军旗
的荣光》，其中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占比
近六成。

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寻兵”范围还扩
大到当年的担架队员、铁路工人、民工、妇
女干部和医务人员，用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更加完整地还原了抗美援朝期间人民群
众的真实面貌。

她和老伴将自己采集的资料、图片无
偿捐献给通化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并亲自
参与展馆筹建。她还动员老兵们捐献出
战争中的老物件，让纪念馆的藏品更加全
面真实地展现那段岁月，以激励后人铭记
历史、珍惜和平。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从 6月开始，孙艳华
协助通化多个部门策划开展抗美援朝 70
周年纪念活动，并做了10场专题报告。她
用一个个老兵真实的故事，讲述抗美援朝
中志愿军战士们的保家卫国之举，引起了
广泛的共鸣。

“抗美援朝是红色历史的一部分，是
志愿军老兵、老担架队员、老干部和老一
辈人不能忘记的岁月，我要做的是真实反
映那个时代的人和故事，把精神留住，传
承下去。”孙艳华说。

（新华社）

孙艳华在家中翻阅书籍核对信息。 新华社 发

吴训虎：热爱可抵漫长岁月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1984年 7月，刚从滁州技校毕业的吴训虎和同批

分入扬子的 41名同学一起跨着自行车去扬子冰箱总
厂报到。彼时的扬子刚刚兼并破产的滁州钢铁厂，仅
有100多号原钢铁厂的留守员工和破败不堪的厂房设
备，厂里荒草离离，厂房停产已久，只有挂在大门口的

“扬子冰箱总厂临时指挥部”的门牌是崭新的。但是对
怀揣着满腔热血，想在扬子干出一番事业的吴训虎来
讲，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

“那时候很年轻，觉得这是个新成立的企业，没有
老国有企业论资排辈的陋习，只要肯干，总能干出点
成绩来，虽然厂房破败荒凉，但我们的心是热的！”吴
训虎说。

进入扬子冰箱厂后，吴训虎就被分配到了维修车
间。建厂初期，厂里经常搞大会战。每一次大会战，后

方车间的关键设备和人员都是连轴转，有时厂里的夜
宵都直接送到车间。“作为冰箱总厂的后方车间，维修
车间要服务于前方车间的正常运转，特别是确保重要
设备的维修运转。工作忙时，前方车间 24 小时不停
歇，对于我们后方而言，更是得竭尽所能地抢抓前方休
息时间检修设备，保障生产线高效运转。那时候休息
都是很奢侈的事情，但是我们都不觉得累，满心都是对
工作的热爱。”吴训虎笑着说。

得益于在维修车间的工作经历，此后的吴训虎
在扬子不断成长，干过车间调度，做过车间主任后
来当了厂长直至集团副总裁。从 1984 年 7 月到 1999
年 12 月，在扬子任职的十五年半时光是他快速成长
的重要阶段。“扬子是我从学校步入社会的第一站，
也是我一生成长的奠基石。”谈及扬子对自身的影
响，吴训虎说道。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入职一年后的“受到表扬”。当
时冰箱厂计划筹建第一代冰箱生产线，需要自制液压
折弯机，其中电气部分安装由维修车间负责，拿到二纺
机技术科科长设计的折弯机图纸后，吴训虎当即发现
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汇报给了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带着
他去二纺机与技术科科长核实，问题得到了证实，而他
也受到了表扬。小小的一件事，却激励了当时年轻的
吴训虎，让他对自己的工作更加充满热情。

在这样培养人才、尊重人才的开放环境下，一批
扬子人无私无畏，忘我奋斗，扬子的发展也一路快
马加鞭，横冲直上。1992-1993 年度，扬子冰箱产量
已成为中国冰箱业排行榜第 2 位，直逼海尔；到 1993
年，扬子产值超过 10 亿元，集团发展也一度走向了
巅峰。

1996年是吴训虎在扬子的一个转折点，他从设备
模具厂的技术岗转向集团的管理层。当时，扬子冰箱
厂 70％的股份转让给了西门子，企业亏损严重，扬子
集团的经济效益呈断崖式下跌，企业发展如履薄冰。

扬子路在何方？时任扬子集团副总裁的吴训虎认
为，“走出去”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

凭着“苦、严、实、快”的扬子作风和“团结、实干、竞
争、夺魁”的扬子精神，在老一辈扬子人身先士卒的带
领下，集团上下齐心协力“走出去”，向市场要效益——
1994年底，扬子设备模具开始筹备对外经营,向全国各
地的冰箱厂推销自己的冰箱设备。

“我们接到的第一单是杭州西冷冰箱厂，一齐竞争
的是江苏的一些乡镇企业，相比之下，我们也算是‘正
规军’了。”说到设备模具厂打开市场时，吴训虎满脸自
豪，“当时别企业老板就拿着纸和笔去谈，我们已经有
了笔记本电脑和微型打字机，技术人员、生产人员等多
部门联合协同作战，凭借着专业的水平，我们成功拿到
了第一单。”

很快，局面被打开，许多冰箱厂与扬子达成合作。
当时集团旗下为冰箱总厂服务的大多数企业都面临困
境，设备模具是其中少有的能保持蒸蒸日上、满负荷生
产的企业。

岁月不负有心人。无论是站在国有企业发展的鼎
盛时期还是梅开二度的重新回温，扬子的成功从来不
是偶然，是抓住改革开放家电发展的机遇、是顺应生活
水平提升的趋势、是创新企业制度的现代化管理，更是
数不胜数的“扬子人”风雨兼程的热爱。

2020年，扬子集团迎来了创建 40周年，同时也迈
进了一个创新发展的新时期，“感谢扬子和老一辈扬子
人对我的培养，有了在扬子的积淀，才有了我今天的成
就。如今的扬子，资源整合至关重要，扬子品牌价值巨
大，旗下各类企业竞相崭露头角，希望扬子能够把品牌
资源整合好、发展好，再创扬子辉煌。”谈及对扬子的祝
愿，吴训虎满眼皆是无限憧憬。

（程静文）

原中国扬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贵阳麦科特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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