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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学锋 文/图）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9月2日，市
委书记唐坚，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彤
率队看望慰问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
离休干部武世民、杨万明，向他们颁
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
念章，送上鲜花、慰问金，祝他们健康
长寿！幸福安康！并借此向全市抗战
老战士老同志表达崇高的敬意！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程富，市
政府秘书长袁加乐等参加慰问。

仔细地帮武世民、杨万明整理
衣角，庄重地为他们佩挂上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唐

坚一行向他们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唐坚说，70多年前，你们投身革命，
和千千万万的抗战英雄一道，抵御
外辱、救亡图存，共同铸就了伟大的
抗战精神。你们是功臣，我代表市
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
354万人民，向你们表达崇高的敬
意！今天，你们佩挂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既是你们
的荣誉功勋，也体现了党中央对所
有抗战英雄的深切关怀和崇高敬
意，体现了对历史的铭记和对伟大
抗战精神的弘扬。

唐坚说，抗战时期，乐山人民为
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先后有10

万民众奔向前线，已收集到的阵亡
将士名单有1002名。捐献钱物，特
别是提供盐、纸、水泥等贡献突出；
接纳和新建了一批工矿，提供大量
抗战物资；重大交通建设出大力，修
筑彭山机场、夹江机场和犍为机场，
特别是修建乐西路，乐山24万民工
苦辟于悬崖峭壁；故宫博物院9000
箱国宝藏于乐山安谷、7000箱存于
峨眉达7年多，期间无一遗失，无一
损坏；武汉大学、江苏蚕丝专科学校
西迁乐山8载，四川大学南移峨眉4
年，都得到乐山人民多方面的支持
和帮助。

唐坚说，铭记历史，我们要充分

认识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
民族精神，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
因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全民族抗战，是
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要充分认识
到，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中
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
神动力。开创未来，我们要弘扬伟大
的抗战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落脚到乐
山，我们要围绕市委六届七次全会
确定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全省高新
技术产业增长极、四川综合交通次

枢纽、大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示范
区的发展定位，推动乐山转型升级、
美丽发展。要围绕市委六届八次全
会精神，科学精准扶贫，确保全市全
面同步小康。

新闻链接
武世民，男，1918 年 10 月出生。

1937 年 10 月参加工作，1944 年 5 月
入党，1983 年 12 月从乐山城区行署
副专员、政法党委副书记岗位离休。

杨万明，男，1926 年 4 月出生。
1944年3月参加工作，1944年4月入
党，1990 年 12 月从乐山市政协副主
席、省政协常委岗位离休。

唐坚张彤率队看望慰问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

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

市委书记唐坚（右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彤（左二）等看望慰问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武世民。

本报讯（杨长喜 孙韬 文/图）“明天，北
京天安门将举行盛大阅兵仪式，隆重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叶老，此时您
最想表达的是什么？”9月2日采访结束时，
当笔者向沙湾区福禄镇黄泥坡村的抗战老
兵叶逢有提问后，老人“嚯”地站起身来，挺
直腰板，双目望向北方，举起稍许颤抖的右
手回答：“向着北京敬个军礼！”

1924年 4月5日出生的叶逢有老人回
忆，自己1943年正月初八被抓壮丁。集训
后，在宜宾将军溪过河到白市驿机场，本来
是说送到昆明交给远征军的，结果飞机没
有油，飞不走，就交给了第九军新编24师
3营步兵连。几天后，部队到綦江坐车到
贵州，经过牛场、叶县、马长坪，到达独
山。到了叶县时，上面一会儿通知剃光
头，一会儿叫擦枪弹，做好打仗的准备。
到了马长坪，3 营步兵连，每人一身军
装、5双草鞋和一杆“汉阳造”、一把刺
刀，叶逢有随部队上战场参加独山战役，

“独山之战一连打了好几天，我们才攻下了
山头。”

独山战役后，叶逢有随部队后撤休整，
部队被编入13军。1944年，日寇为打通由
平汉路经湘、桂两省至越南的陆路交通线，
由湖南、广东分兵向广西进犯。叶逢有所在
部队开赴广西参加“桂柳会战”。讲到这里，
叶逢有怒目骂道，小鬼子惨无人道，空中飞
机轰炸，地上机枪扫射，把柳州城炸成了
一片废墟。枪林弹雨中，军民顽强抵抗，
尸体随处可见。叶逢有的小腿也被敌人的
炮弹炸片炸得血肉模糊。面对日寇的凶狠
反扑，战友们群情激奋，激战一天一夜。
最后，部队撤换下来收拢一清点，全师只剩
下80多人，叶逢有所在的步枪加强班15个
人，仅存3人。

“桂柳会战”后，叶逢有所在部队被编入
贵州独立营。日本投降后，叶逢有随部队辗
转湖北、河南、河北等地，沿途接受日寇受降
后的物资。在南京高北门，叶逢有听到当地
一个老婆婆报信后，带着几个士兵，在一个
菜园的地窖里发现大量日寇藏匿的弹药，

“数都数不清，子弹有好几百箱，机枪、手榴
弹100多个小伙子都背不起。”

1947年，老人在徐州随部队起义，接着
参加了解放战争，被炮弹炸伤住了十多天医
院。出院后，共产党的干部安排他坐民泰公
司的轮船到达重庆，一路辗转回到老家黄泥
坡务农至今。

“多亏党和政府的政策好！”91岁高龄
的叶逢有老人说，回乡后经村里人介绍结
了婚，老伴刘俊兰今年82岁，现有4儿2
女。老人每月享受农村新农保75元、农村
低保 190 元，还有每月的高龄补贴 100
元，逢年过节政府还上门来慰问。“最近，
政府还给我们每个抗战老兵拨发了5000元
慰问金，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叶老欣然
地说。

沙湾区抗战老兵叶逢有：

“向着北京敬个军礼！”

向着北京行个军礼

91 岁高龄的张迪学老人颤颤
巍巍走进卧室，用一把钥匙打开书
桌抽屉，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枚枚金
黄色的勋章仔细擦拭着，这是他多
年来最珍惜的宝贝。那些尘封已久
的往事，也随着老人的讲述慢慢开
启……

加入八路打鬼子

张迪学，原名张文成，1924年3
月出生在河南省林县（现林州市）东
姚镇梨园村。1943年5月，林县遭遇
了连续3年的水灾、旱灾和蝗灾，这
对原本就十分贫苦的农民来说无疑
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文
成决定和三哥张运成外出找活儿干。

在河南省与山西省交界处的一
个小山村里，兄弟两人遇到了八路
军地方武装——林县黄花寺游击
队。“愿不愿意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
子？”“参加了八路军我能干些什么
呢？”“保卫我们的家园，让老百姓
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张文成
和游击队冯指导员交谈后，加入到
黄花寺游击队，而张运成则回家照
顾年迈的父母。为了保护家人不受
到伤害，冯指导员嘱咐张运成一定
要保守秘密，同时也让张文成改名
为张迪学掩人耳目。

参加林南战役

当时游击队装备短缺，弹药不
足，几个人共用一支步枪和几发子
弹。“为了搞到装备，我们经常半夜
去‘摸营’。”张迪学回忆说，“晚上
是日军防备最弱的时候，他们通常
只有两三个人站岗。”这时，张迪学
就跟着老兵们悄悄潜到日军身后，
将其按倒在地，夺取武器。

1943年5月，为重新开辟太行
山南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129师
集中主力团和地方游击队，分为东
西集团向林县城、合涧镇、原康等地
的日伪军发起进攻。这就是抗日战
争时期著名的“林南战役”。

当年7月，黄花寺游击队接到
命令，配合主力部队行动。张迪学随
游击队出发，分为二人一组，在敌人
增援的路上埋地雷。同时，张迪学和
游击队员们频繁出现在平汉、白晋

铁路周围打冷枪骚扰，使日伪军产
生错觉，不敢出援林县。

8月18日，黄花寺游击队又奉
命配合主力团攻打林县县城。县城
外是环城壕沟，壕沟里放满了水。在
越过壕沟时，不少八路军战士因此
牺牲。张迪学和游击队员对付壕沟
有经验，冲到壕沟边，借着惯力，向
前一扑，滑过水面，快速抓住对面的
壕沟坎，一跃而过。在他们的示范
下，八路军战士终于顺利越过壕沟。
当夜，林县县城被攻克。

辗转打游击

在抗战的日子里，最让张迪学
难以忘怀的，还是那一次随部队到
了自家村口，却不能回家看一眼亲
人的情景。“我不能进村，因为我的
家人都在那里，不能够认，也不敢去
认，不然我的家人都要遭殃。”张迪
学忍住思念之情，绕着村外的篱笆
墙悄然离去。

林南战役后，八路军迅速撤出
县城，黄花寺游击队编入林县大队，
在林县周边打游击。此后，日军重占
林县县城，并在城东三四里路的龙
头山修筑了一座碉堡。这座碉堡正
卡在了太行根据地和外面联系的咽
喉要道上。

1944年初，林县大队准备夜袭
碉堡，拔掉这个“钉子”。这一仗整
整打了一夜，天快亮时，林县县城增
援的日军赶到，部队奉令撤退。“我
们必须悄悄撤退，不能让鬼子发现，
只能在战壕里一个挨一个地走。”回
忆至此，张迪学眼泛泪光。因为这是
他参军后，第一次看着战友牺牲在
自己身旁：“轮到我撤退了，我拉了
下旁边的战友，他没有动，我伸手摸
了摸他的光头，才发现是冰凉的。”
这个被大家称作“电光头”的战友，
就这样牺牲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
消息传来。随后，张迪学随43团开
进河南南部接受日本军队投降。

如今，那段峥嵘岁月成为张迪
学老人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和财
富。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保持着
坚韧不拔的意志，吃苦耐劳的作风
和乐观向上的态度。他也常常教育
子孙们要牢记历史，堂堂正正做
人，踏踏实实做事，珍惜今天的幸福
生活。

一位抗战老兵的峥嵘岁月
■ 本报记者 蔡威

市委书记唐坚为杨万明佩挂纪念章

本报讯（见习记者 宋小睿 记
者 马锐 文/图）昨（3）日上午，我市

“五军老战士红色文化教育宣讲
团”来到乐山广场，通过华联商厦
前的LED大屏幕，集中观看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盛况。

上午10时许，大屏幕音响传来
雄壮的军乐声，纪念大会重头戏阅
兵仪式正式开始，老兵们一脸严
肃，双眼紧盯着屏幕，仔细留意阅
兵式的每一个细节。途径此地的
民众也纷纷停下脚步，驻足观看
三军仪仗英姿飒爽，鹰击长空气势
磅礴。看到陆海空军各式先进装
备出场，今年83岁的朝鲜战争战斗
英雄周继成激动地说：“这一刻，
我深深感受到了祖国和人民军队
的强大！上个世纪，我们面对一
次又一次的强敌入侵，中国人民
靠着顽强的意志，付出了巨大的
牺牲，闯过千难万险建立了新中
国。如今，我们武器装备先进了，
国际地位也大大提高了，面对这些
成果，我们不能麻痹大意，要时刻

警惕国防安全，如有外敌胆敢来
犯，我们老兵愿意再次扛起枪，保
卫祖国保卫人民，不辱胸前闪烁光
芒的军功章！”宣讲团团长邓烈钊
告诉记者，一听说要组织集中观看
胜利日阅兵，全体老战士都激动不
已。大家深切体会到胜利和祖国

繁荣富强来之不易，希望全国人
民要牢记这段屈辱悲壮的历史，
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时光，紧密
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用伟大的抗
战精神激励自己在各自的岗位上
发光发热，共同建设美丽富强的
新中国。

抗战精神代代传 不辱胸前军功章

五军老战士集体观看阅兵直播

本报讯（记者蔡威文/图）“历史
会永远铭记你们的不朽功勋。”9月2
日下午，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杨晓
敏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纪念章和慰问金，送到市发改委
离休干部孙思义和薛广全手中。

1942年，日军对山西省临汾地
区实行“三光”政策，16岁的孙思义
毅然决然投奔到哥哥所在的太岳军
区。如今，89岁的孙思义老人已经
安享着晚年。“我心里特别高兴，这
是一种特殊的荣誉。”他拿着纪念
章迫不及待地戴在胸前，“国家还
记着我们，这辈子值得了。”孙思义
老人表示，将会把全部慰问金捐献
给有需要的人。

据了解，此次纪念章发放范围，
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新
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
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各地游击
队健在的老战士；抗日战争时期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地方工作和
地下工作的健在的老同志；曾在国
民党军队参加抗战并于解放战争时

期及其以后参加革命工作（或入
伍）以及回乡务农的健在的老战
士、老同志；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作出贡献的海内外爱国人士、
抗战将领中的代表人士；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

人中的代表人。
此外，2015年 1月 1日后去世

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在此次发放
范围之内。截至目前，市老干部局
共发放纪念章81枚，市民政局共发
放纪念章66枚。

颁发纪念章 铭记不朽功勋

为孙思义戴上纪念章

本报讯（王永春 文/图）9月2日，峨边彝族自
治县委副书记、县长栗那针尔来到抗战老同志郭
玉禄家，向他颁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当天，峨边彝族自治县主要领导分别向郭玉
禄、王立敏、何海燕、阎志新4名抗战老同志颁发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们每
到一处，都与抗战老同志促膝交谈，一起重温难忘
的烽火岁月，感怀新时期的幸福生活。县领导表
示，抗战老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付出的巨
大牺牲、立下的卓越功勋，党和政府、人民会永远
铭记。同时，希望他们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峨边

向抗战老同志发纪念章

县领导同郭玉禄亲切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