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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名人

抗战老兵
李兴顺

我叫李兴顺，又名李广
顺，1926年农历九月初三出
生，修武县西村乡圪料返村
人。

1944年9月，八路军在
这一带扩充部队，我报名参
军，被编进赫赫有名的沁河
支队，后来改编成太行军区
四十五团。攻打怀庆府（沁
阳县城）时，分工是二团打东
关，我们四十五团打西关，四
十七团打南边援兵。怀庆府
有城墙，又厚又高，守敌火力
很猛，攻打一个月都没有攻
下。部队首长命令挖地道，
白天黑夜不停地作业，地道
宽一米，能并行两个人，高一
米多，只能弯腰前行。四十
五团挖了两处地道，每个长
度将近二百米。地道挖到城
墙下，装进炸药爆破成功，炸
开了城墙，我们冲进城里，消
灭了守城的敌军，打下怀庆
府。

攻打博爱清化镇时，战
斗从傍晚开始打响。东关有
一个碉堡，打到半夜都没攻
下。指挥员命令共产党员向
前冲锋，第二天天亮以后终
于攻下。此战中我立了三等
功，发了军功章一枚。

1947年8月，我们四十
五团在博爱编入晋冀鲁豫野
战军九纵队。我们部队夜间
坐木船从孟县强渡黄河。洛
阳新安县横水镇，是个大镇，
四周有坚固城墙，驻守敌人
一个团。开始攻城时，我军
在城墙外架起了云梯。登上
了云梯快爬上城墙时，我右
小腿被打伤，云梯被炸折，从
梯子上摔下来，不能动弹，城
墙被炸塌后把我埋在废墟
里。攻城胜利后，被部队一
个排挖出来，在济源部队医
院住了一个月。

因为多次立功，1945年
8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口述：李兴顺
上图 李兴顺。

（郑乃谦整理并提供照片）

小车沿焦晋高速驶入被
誉为“中华之脊”的太行山，4
个小时的车程中峰回路转，
随后进入革命老区、红色圣
地涉县。抗日战争时期，八
路军129师将士在这里战斗、
生活达6年之久，为抗日战争
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在去往寺沟村的叉路
口，山坡上竖着一块巨大的
宣传牌，上书的“继承先驱事
业，传承红色基因”几个大字
格外醒目，上面标注着寺沟
村地形图及韩秩吾烈士的简
介。韩满常一行人下了车，
拨开荆棘杂草，清理宣传牌
周边的塑料袋等垃圾。可以
看出，韩秩吾烈士在他们心
里的分量。

10时30分到达寺沟村，
这里是韩秩吾牺牲的地方。
韩满常等人拿着花卉和祭
品，在该村老乡石明国引领
下，默默地穿行在羊肠小道
上，登至半山腰一处山凹里，
竖立着一块隶书镌刻的“韩
秩吾同志殉国处”的石碑。
背后写着简介：韩秩吾，1903
年出生，河南省修武县磨石
坡村人。1933年担任河南焦
作扶轮小学校长，次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季积
极促成成立修武县抗日民主
政府并担任粮秣科科长。
1940年担任华北新华日报社
材料科科长，次年转任总务
科科长。1942年 5月下旬，
日寇对我太行山根据地疯狂

“扫荡”，为掩护战友，保护党
的机密，韩秩吾牺牲于此。
同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
权壮烈殉国。2009年 9月，
韩秩吾被焦作市委组织部等
12家机构评选为“为新中国
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焦作英
雄模范人物”。为纪念韩
秩吾同志牺牲80周年，谨

此勒石以示敬仰。落款为河
南省修武县韩秩吾烈士纪念
馆，2022年 5月敬立。这是
纪念馆委托石明国帮助修建
的。

满山盛开着金灿灿的连
翘花，宛然是给烈士敬献的
硕大花篮。在肃穆的氛围
中，大家精心为纪念碑盖红
布，挂彩花，将红黄色的菊花
放置两边。韩满圈眼含热泪
蹲在碑前，摆放上从家乡带
来的各种祭品，放上两瓶贴
有“韩秩吾烈士纪念馆”标签
的矿泉水，倒上三杯家乡酿
造的玉液，纪念碑前充盈着
家乡磨石坡人民的浓浓情
意。整个过程，众人都神情
凝重，表达出对韩秩吾烈士
的无限深情与敬重。

在众人给烈士行礼后，
韩满常不顾年逾古稀，又以
家乡最隆重的礼仪给三爷上
祭。按照流程，依照步数，他
规范地行三拜九叩之礼，上
香，酹酒，谢众。礼毕后，他
老泪纵横地泣道：“魂归故

里，请三爷您回家啦！”
石明国手指前方说，岭

那边的小村庄叫庄子岭，直
线距离不到两公里。抗战时
期，庄子岭的堡垒户李才清，
享有“八路军母亲”的美誉。
韩秩吾把报社同事护送到郭
二嫂家，返回到寺沟遭遇鬼
子才牺牲的。这时我想起
来，1986年，人民日报刊登的
长篇通讯《太行女杰郭二
嫂》。

伫立纪念碑前，想起抗
日战争时期，韩秩吾等革命
前辈，以笔墨为刀枪，在硝烟
弥漫的战场上鼓舞士气、激
励斗志，把生命奉献给了民
族解放事业。我们当铭记为
民族大义牺牲的革命前辈，
接过他们的旗帜，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更好地服务新时
代。

“湘水之岸，英木苍苍。
身在异域，魂归故乡……”巍
巍群山中，烈士的英灵伴随
着悲怆的歌声魂归故里。

湘水之岸，

英木苍苍。身在异域，

魂归故乡……”小客车

临近河北省涉县偏城

镇寺沟村时，韩满常老

人在车上一直轻轻地

哼唱着电视连续剧《毛

岸英》主题曲《日月同

光》的曲调，唱得人酸

楚悲戚。尽管已是仲

春时节，可这曲声依然

使得“山远天高烟水

寒”。

芳草复碧，清明将

至，修武县韩秩吾烈士

纪念馆馆长韩满常茶

不思，饭不想，夜不能

寐。大伙儿都知道，他

是想三爷韩秩吾了。

3 月 31 日 5 时，韩

满常率领纪念馆管理

组的成员赵继忠、韩满

圈、郑乃谦、张娜娜一

行，奔赴寺沟村，开启

了祭奠烈士的行程。

因为我多次写过红色

磨石坡的题材，这次有

幸受邀一同前往。

“

①①

②②

③③

图① 向
烈士默哀致礼。

图② 作
者（左一）与韩
秩吾烈士纪念
馆成员在寺沟
村合影。

图③ 作
者（左）采访寺
沟村老乡石明
国。

（本栏照片
均由郑乃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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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一切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在我37

年的职业生涯中，《焦作日报》如尊师，似兄长，陪伴我成长、成才、

成熟，这分恩情纵使千言万语，难以表达我的一往情深。“
曾记否，是您教我写新闻

我的家乡在北敬村，早前归焦作市郊区（1990年
更名为山阳区）朱村乡管辖，现归属中站区府城街道，
虽距离焦作市区不远，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我去三
公里外的焦作五中读初中、高中，都是穿田地而过。
1984年高考落榜后，我回乡务农。1985年夏天的一
天，从家里安装的小喇叭中得知“郊区区委宣传部面
向全区农村青年招聘通讯报道员”的消息后，我立即
报了名。经考试合格后，1986年年初，我有幸被录取。

试用期间，当时郊区区委宣传部干事付德武老师
拿出一摞四开大小的《焦作日报》说：“以后我们的主要
工作任务是给报社供稿。”拿到这一摞报纸后，我急不
可耐地翻看起来，从报纸的一版翻到四版，标题、内容、
作者、编辑名字都看了个遍，甚至连报缝也不放过。

当时信息相对闭塞，看到《焦作日报》就像看到另
一个世界。当天的报纸没有看完，下班后还要把报纸
带回家看，第二天再带回单位。心中不时想：啥时我写
的文章，哪怕有几句话能刊登在《焦作日报》上就好了。

对于初写新闻报道的我来说，想迈过这个坎儿实
在不容易。两个月过去了，报道写什么？如何开头？
我仍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眼看三个月试用
期将尽，我有些气馁了。

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第一次来
到当时位于老市委办公楼四楼的焦作日报社，见到了
编辑郝向东、王应文老师。一见面，想象中编辑严肃
的形象完全被颠覆，两位编辑老师和蔼可亲，风趣地
说:“跨入报道门，都是新闻人。今后都是自家人了。”
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两位老师嘱咐我：“初入
门要先从身边熟悉的好人好事写起，多听广播培养新
闻敏感……”

两位编辑老师的话不多，却很实用。1986年3月
30日，我采访到原郊区王褚乡西于村60多岁的村民
三年如一日义务为村民送报、送信的事迹，写了300多
字的稿子，经郝向东、王应文两位老师编辑后，以《编
外投递员》的标题刊登出100多字。虽然见报稿件的
版面还没有火柴盒大，但这是我在《焦作日报》发表的
第一篇稿件，心中像吃了蜜一样甜。

受此鼓舞，接着我又采写了《东韩王村连续15年
杜绝疫病流行》《郊区有30多个蔬菜科技二传手》等报
道，经编辑老师们修改后刊登出来，见报文章逐渐从

“火柴盒”变成“豆腐条”“豆腐块”。在我五六次送稿
后，王应文老师曾夸我“是个搞报道的料”，这句话成
了我一生追求新闻事业的不竭动力。

在自学的过程中，《焦作日报》的编辑老师亲传真
授，加快了我成为行家里手的步伐。张国柱、张成山老师
对我讲“报道一定要用老百姓的语言，切忌学生腔”。周
正和老师对我讲“要加强政策学习，才能写出有深度的报
道”。李跃进老师亲自带我采访，向我传授采访技巧。吕
立兴、高玉璋老师教我如何选择角度，以提高投稿采用
率。在各位老师的辛勤培育下，我采写的稿件见报率逐
年增加，从头一年的30余篇增加到每年50多篇，最高一
年突破100篇，年年被焦作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

曾记否，是您助我新征程

1999年 9月，由于在宣传报道中取得了突出成
绩，我被任命为山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对于
我来说，工作从我自己写新闻变成
组织基层通讯员写新闻，压
力实在是不小。

当时已是焦作日

报社副总编辑的王爱军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表
示祝贺，并一再交代：一定要紧紧贴近区委、
区政府中心工作谋篇布局，新闻报道要让区
委放心满意。

报社通联部郭平治老师说：“财勇同志，区
上通讯员需要培训，我负责组织培训。”此外，
焦作日报社的李弘、吕正军、赵金瑜等老师纷纷出
主意、想办法，好让我开拓出一个新局面。

在报社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焦作日报社几乎所
有一线的记者和编辑都曾来过山阳区。董亚洲、胡培
军、陈作华老师先后采写了《山阳实业公司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为了心中那片绿色的云》《化阳光为财富》等
重量级稿件；史文生老师先后采写了《大步向农村城市
化城市现代化迈进——山阳区采访纪实》《学习新风扑
面来——山阳区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活动侧记》等；杨
仕智老师先后采写了《山阳区社区建设经验录》《把“城
中村”建成“都市小区”——山阳区改造“城中村”札记》
等一系列报道。这些报道都是紧贴时代主题，紧跟区
委步伐，对于区委的中心工作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

2007年3月，我被任命为山阳区文体局局长，离
开摸爬滚打近20年的宣传岗位，我的内心是那么恋恋
不舍……

到了新的岗位，已升任为焦作日报社总编辑的王
爱军依然像兄长一样关心我，打来电话表示，对从新
闻战线走出来的同志们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此
外，报社老记者周正和、王应文、高玉璋等老师也给打
来电话，表示继续支持我的工作。

由于之前区里在文化体育建设上欠账太多，我拿
出写新闻报道的钻劲，带领区文体局的同志积极争取
资金，千方百计开展活动，在一年的时间里扭转了我
区文化体育工作上的被动局面。2008年，山阳区文体
局被国家体育总局表彰为“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
位”，王爱军获悉后立即安排给予重点报道。2009年，
经过对照标准，查漏补缺，迎头猛赶，山阳区被省文化
厅命名为“第六批省级文化先进区”，《焦作日报》同样
给予重点报道。我在山阳区文体局工作10年3个月
的时间内，每当工作上取得一点成绩，报社的老师都
会给予关心和支持，并积极报道。在良好的宣传氛围
下，山阳区创下连续7年获得国家体育总局表彰“全国
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连续两次获得国家体育总
局四年表彰一次的“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荣誉。

曾记否，是您挺我再创新

2019年春分时节，因年龄原因我转到区政协文史
委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在文史写作时我碰巧看到《中
国政协》杂志上一篇介绍用散文方法写史料的文章，于
是我想能不能用诗歌的方法写文史，让沉闷的文字变
得鲜活。

这时，王爱军已升任为焦作日报社社长，他听了
我的想法后表示支持和鼓励。当我第一篇用诗的语
言写出的《府城，我们期盼您的精彩后续》文章刊登
后，引起不小的轰动，有读者称赞：“开启了另一
个手段写史料的方法。”在以后的2年多时间
里，我又写出了《我的名字叫启
心》《百间房：我们期盼你

百年梦想实现》《告别恩村》《山阳故城，我们向往的汉
文化中心》《苏蔺：清风徐来期如许》等10余篇以乡村
历史为创作内容的诗歌，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有人说过“知己想得是缘分”。过去因为对《焦作
晚报》李相宜老师写的“草根文化人物”系列很是关
注，其采访态度和文笔很让我佩服，后来加上在山阳
故城文化研究会多次相遇，我对李相宜老师更加熟
识。2022年8月的一天，天气炎热，我们几个好友相
约在山阳故城城墙下座谈，我想请李相宜老师亲自操
刀再为山阳区的文化人物立传，李相宜老师却说：“你
现在区文史委工作的条件多好呀，你应该发挥好你的
优势，创作一个文化人物系列。你负责写，我负责编，
《焦作晚报》周末版优先给你刊登。”

虽然我对写人物长篇通讯有些畏惧，但李相宜老
师的话给了我莫大的鼓励。2022年9月29日，当《王
长青：艺痴者技必良》人物纪实整版推出时，我看到编
辑老师们的辛勤付出，从大标题到个别小标题都作了
精心改动。接着我又连续写了两三篇，李相宜老师很
快看出我写作上的毛病，他说：“写长篇人物一定要在
心中打好腹稿，先构思好框架，再丰富内容，不敢信马
由缰，写哪算哪，那样会很吃力。”听了李相宜老师的
一番话，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李相宜老师仅比我大一岁，但他严谨的学风、朴实
的文风，值得我学习效仿。他说：“写人物不要看他名气
大小，一定要抓住这个人物的时代背景、成长历程和性格
特点，通过写好一个人来记录一个时代，这样的新闻才不
是‘易碎品’，否则你创作的道路走不远。”他还告诫我：

“在写作上不要给人家提条件，刊登的稿件要能对得起
《焦作晚报》的读者，读者满意就是最好的回报”。如今，
我采写发表的人物报道已刊登了20多篇，影响力已经出
来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都是我的大作，其实李相宜老
师从我每一次人物的选择、大标题和小标题的琢磨、人物
细节的刻画都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正是他的不断鼓励和
修改，才让我采写的人物个个精彩。

“厚谊常存魂梦里，深恩永志我心中。”临近花甲，
还能坐在办公桌前享受读书看报带来的快乐，享受键
盘敲打带来的愉悦，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上图 布财勇。本报记者 史 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