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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位老英雄 百年百个红家庭”集中寻访活动之五

������祖父、父亲、他、儿子，68 岁的市直工委退
休干部崔华增一家四代都是党员， 都曾参军
入伍。 这是个值得尊敬的军旅之家，红色基
因在这里代代传承……

6月 4日， “百年百位老英雄
百年百个红家庭” 集中寻访活动
第十一站， 在市城区振兴路
市 “双拥办” 及华龙区建
设办戚城 屯 ， 我 们 采
访 了 崔 华 增 ， 听他
讲述这 个 红 色 家

庭 的 感 人 故事

……

“1979 年 2 月 17 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在对越自卫
反击战前线成功打响第一炮的崔华增， 只要一提及那激动人
心的一天就异常兴奋。

战场风云惊心动魄

一本 42 年前的战地笔记本，记录了崔华增往昔的峥嵘岁
月， 那些勋章和证书彰显了他在战争年代作为军人的使命和
担当……

1953 年 7 月出生的崔华增 1972 年 12 月参军， 从此他的
生命就深深打上红色军旅的烙印……

“1979 年 2 月 17 日早上 6 点 50 分，营长打来电话呼叫我
的名字，说团长要亲自与我通话。 时任团长李宏才说：‘你们连
是云南前线第一个打响的炮兵分队，一定要打得准、打得狠，
确保万无一失！ ’随后，团长下达命令：‘现在是 6 点 58 分，瞬
发短延期各半，四发急速射装填！ ’我复述团长的指令，各炮装
填完毕后已是 6 点 59 分， 团长和营长同时发出 ‘时间到，预
备———放！ ’口令，霎时间我连阵地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一分
钟之内就顺利完成四发急速射的任务！ ”当年惊心动魄的战场
细节，崔华增一气呵成，讲得绘声绘色。

“教导员随即打来电话，主要内容是‘打得好，首发命中。
首群炮弹覆盖目标， 敌人的军区司令部指挥大楼变成了一片
废墟，营党委给你们连请功！ ’紧接着，团长打来电话：‘你连打
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云南前线炮兵指挥部对你连进行通令
嘉奖……’”崔华增讲述得慷慨激昂。

“战场凶险，开战第一天，我们一名小战士杨发富负伤，与
死神擦肩而过……17 岁的山西籍新战士董振怀被敌人一发炮
弹从山上打到山下，但他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却是‘指导员，我
还上去’……”崔华增动容地回忆着战场上那些感人的细节。

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我受祖父影响很大。 ”崔华增说，“我的祖父崔允章是戚
城屯村在抗日战争中第一个秘密入党的人， 参加了抗日武工
队，在内黄县井店和后河一带打游击……”

“在祖父的影响下，我父亲崔兰坤 1947 年 10 月第一个报

名参军，被分配到华野四纵十二师三十五团，不久因表现突出
入党并担任副班长。 1948 年 6 月，他在歼灭国民党新五军快速
纵队的战斗中负重伤，1951 年 3 月转业，1980 年年底去世。 父
亲说：‘新中国是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今
天的和平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 你们任何时候
都不要忘本！ ’”崔华增说。

1987 年 1 月，崔华增转业到我市市直工委工作，先后多次
被评为优秀党员、河南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并荣获“五
一劳动奖章”。 2013 年 7 月退休后，他担任重华社区离退休党
支部副书记，经常义务普法、义务讲红色党课。

崔华增自豪地说：“我儿子已经参军 4 年， 并在部队光荣
入党。我们最坚定的信仰就是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之心！坚定
不移跟党走，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

本报记者 关咏梅/文 通讯员 范亚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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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打仗害怕不害怕，当时害怕，但是越害怕越得向前
冲！ 对小日本你就得拼命，你不打他，他打死你！ ”韩根生老人
回忆抗战往事时情绪激动，“当时小日本武器好，咱们武器孬，
他们白天打，咱们晚上打！ 当然现在咱们的武器先进得很！ ”

韩根生，1923 年 7 月出生，1944 年 11 月参加邓小平、刘
伯承领导的冀鲁豫边区地方武装部队（时称“老七团”，后改为
中原野战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我参军一年多就去打仗了……” 韩根生老人回忆说，他
开始是在冀鲁豫一带打游击战，白天学习，晚上八九点集合，
一打就是一夜，有时急行军，一晚上要走很远的路。 后来，他随
部队转战东北，途经热河、金州，并前去张家口有效阻断傅作
义到山西大同的去路，接着打入山西运城，后挺进国民党统治
地区大别山，实施战略进攻。

据韩根生老人讲述，1946 年 10 月下旬，在平安战役中，他
所在的部队经过浴血奋战， 俘虏了国民党军第 8 军军长马法
武、第 54 军军长高世军，共歼敌军 1.5 万余人。 1948 年 11 月 7
日，淮海战役打响，在连长的指挥下，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他

们顽强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最后清点人数时，100 个人只
剩下十几个人。

韩根生老人曾先后两次负伤。1956 年，韩根生退伍时没有
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带着国家给他的补助金两块银圆回到阔
别 12 年的家乡。

现在，韩根生老人已是四世同堂。 在韩根生老人红色家风
的熏陶下，他的重孙韩振轩几年前报名参军，已成为一名光荣
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今年年初还奉命参加了维和行动。

本报记者 关咏梅/文 通讯员 范亚贞/图

于春希老人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 荣立
二等功两次， 被中原野战军记特等功并评为 “战斗英雄”；
1955 年被授予少尉军衔； 1964 年转业， 在村里担任生产队
大队长； 退休后在村学校任教。 他， 92 岁高龄， 65 年党龄，
一辈子大公无私、 光明磊落， 不曾负党， 却单单辜负了自
己的家人……

半块红薯：见证军民鱼水深情

1929 年出生的于春希，1945 年 8 月 9 日参军， 是中原野
战军某纵队的一名战士。 他参加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渡江

战役，当过通信员、号兵、司务长、工兵，剿过匪，修过西藏铁
路，既翻山越岭爬过栈道攀过铁索桥，也穿过“百布衣”戴过破
布帽、啃过树皮吃过野草。

挺进大别山时，环境恶劣、缺吃少穿，即使杀掉战马充饥，
战士们仍食不果腹。当于春希饿得快坚持不住时，有位热心村
民偷偷向于春希手里塞了半块红薯，让他顿时精神倍增……

一条“天路”：写就世界屋脊神话

1958 年，在妻子生下大女儿后，于春希毅然前往西藏参
与修建青藏铁路。没有路，大家就架桥修路；缺少食物，大家就
上山挖野菜充饥，穿着皮裤皮袄，仍冻得浑身发抖……

青藏铁路修到沱沱河时，过水路面被洪水冲毁，于春希和
战友们跳进冰冷的雪水河中捞石头抢修路面。路修好了，于春
希的双脚已肿得穿不上鞋子。 零下 40 摄氏度的低温、强烈的
高原反应、艰苦的生活条件、恶劣的工作环境，都未能阻挡他
和战友们前进的步伐……

两代从军：传承军人优良家风

于春希有个哥哥叫于迎春， 在兰州西门外阻击敌人进城
时壮烈牺牲，遗骨至今仍在兰州西门外；于春希有 4 个儿子，
其中 3 个均为军人。

“当时在战场上会不会害怕？ 那有啥怕的，离得远了用手
枪，离得近了拼刺刀……”于春希看了眼老伴儿后喃喃道：“其
实也害怕，就怕我牺牲了丢下他们娘俩该咋活啊……”他老伴
儿笑着说：“为国家办事，应该去，必须去。 ”

于春希老人的儿子于江海说， 他母亲独自一人拉扯大他
们姐弟几个，生活极其困难，而父亲却因为工作没有在家多待
过一天…… 本报记者 关咏梅 / 文 通讯员 范亚贞 / 图

坚定不移跟党走 红色基因代代传
———记市直工委退休干部崔华增家庭

韩根生：一心跟党走！

提起王秀菊老

人， 村里上了年纪的
左邻右舍都说， 她这
一辈子是与苦难抗争

过来的。
1964 年 ， 王 秀

菊刚刚 29 岁 ， 病倒
在床多年的丈夫花干

了家里积蓄后撒手人

寰， 给她留下一贫如
洗的家和几个可怜巴

巴的孩子。 王秀菊的
父亲苦口婆心劝她改

嫁， 看着嗷嗷待哺的
亲骨肉， 倔强的她拒
绝了父亲的好意， 擦
干眼泪 ， 横下一条
心， 开始了与命运抗
争之路。

男人能干的， 犁
地、 打场、 拉粪、 背
粮……她都能干。 别
人收工 后 休 息 时 ，
她还要当了爹再当

娘 ， 洗衣做饭 ， 缝
缝补补……吃苦耐
劳 、 不服输的秉性 ，
帮助王秀菊战胜了苦

难， 赢得了乡亲们和
领导的认可， 公社先后两次给她颁发了劳动奖状。

熬过了春夏秋冬， 尝尽了苦辣酸甜， 王秀菊一
家慢慢过上了吃饱饭穿暖衣的日子。 1976 年， 儿
子贾朝彬参了军， 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说起儿子贾朝彬， 可是王秀菊一家的骄傲！ 那
时候， 能参军就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贾朝彬在部
队表现优秀， 还被提拔为副班长。 就在这时， 对越
自卫反击战开始了， 受部队教育多年的贾朝彬， 义
无反顾地走向了战场， 兑现了他保家卫国的誓言。

1979 年 2 月 17 日 ， 贾朝彬在战斗中冲锋陷
阵， 先后消灭 4 名敌人， 在左臂负伤的情况下， 坚
持不下火线； 看到一战友受伤， 他大喊一声 “我
去” 就冲了上去。 他利用地形地貌躲过敌人几次射
击， 接近战友并进行简单包扎， 然后让战友趴在自
己的背上向回爬， 在接近自己的阵地时， 不幸触发
地雷英勇牺牲， 受伤的战友因他而得救。 战斗胜利
后， 贾朝彬烈士被追授一等功。

消息传来， 王秀菊老人悲痛欲绝。 在贾朝彬烈
士追悼大会上 ， 她却没掉一滴眼泪 ， 坚定地说 ：
“我儿是为国捐躯的， 是我们家的光荣， 也是我们
村、 我们县的光荣！” 她还向县武装部领导提出要
求， 让烈士的妹妹接过哥哥的枪， 继续上战场！

追悼会第二天， 王秀菊就参加生产队劳动。 在
随后的多年里， 她带领家人和邻居为战士们做鞋
垫， 亲自送到部队。 后来， 王秀菊的其他几个孩子
都能自立了， 她还领有政府的优抚金， 生活相对宽
裕了， 她就拿出省下来的钱帮助生活困难的邻里。
她为人热心、 有威信， 主动当起了村里的矛盾调解
人， 大家大事小事都找她商量。 王秀菊先后被授予
河南省三八红旗手、 全国三八红旗手， 河南省人民
政府、 武汉军区联合表彰她为双拥模范， 她还当选
为濮阳市第一届人大代表。

斯人已去， 精神永存。 今年是王秀菊去世三周
年， 也是我市创建全国、 全省双拥模范城的关键之
年， 老人的精神激励着大家不懈努力， 在创建路上
奋勇前行。

本报记者 王同录 通讯员 王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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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濮阳县鲁河镇贾庄村 ，
有这样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 ：
一辈子很少出过家门， 却被授
予全国三八红旗手， 被武汉军
区和河南省政府联合表彰为双

拥模范； 她去世时， 县委、 县
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前来吊唁，
送上 “德高望重 劳苦功高” 挽
幛……她， 就是被称为为英雄
母亲、 拥军楷模的王秀菊。

“要是共产党不好，我十五六会当兵？！”老
英雄韩根生激动地说。

6 月 3 日，“百年百位老英雄 百年百个红
家庭”集中寻访活动第十站，在华龙区岳村镇
韩庄村，我们采访了 98 岁的老英雄韩根生，聆
听老英雄的感人故事……

于春希（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崔华增在接受采访。

韩根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两代从军意 廿年征战情

———记华龙区黄河办马拐村于春希家庭

������半块红薯 ， 一条
“天路”， 两代从军意，廿

年征战情，这是华龙区黄河
路街道办事处马拐村老战斗

英雄于春希老人的家庭故事。 6
月 10 日，“百年百位老英雄 百年百

个红家庭” 集中寻访活动第十二站，在
于春希老人家中，谈起军旅生涯时，老人的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