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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主邓少

勇：焦作日报社

退休干部，高级

记者，河南省优

秀新闻工作者，

焦作市专业技术

拔尖人才。在职

时获奖作品近

200篇，在人民

日报河南分社

“打工”时参与采

写刊登在《人民

日报》的英模人

物吴金印、史来

贺、李文祥、谢延

信、沈战东、马俊

欣、杨华民、李博

亚和南水北调等

多篇重要文章。

【第九期】

□邓少勇
“昨日因成今

日果，前人栽树后
人凉。”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只是说说，没往深里想。
我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就

在我们念念不忘的日子里，被我们遗忘了。
今天的和平、幸福来之不易。蜜蜂从

花丛中采蜜，甜蜜过后至少要说声谢谢。
再写前辈，仍旧有现实意义。绿叶清

无限，归根感恩情。

新县祭奠上将军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的这首诗告诉我们砥廉的哲理。
1991年9月，上将李德生来到他曾经

浴血奋战过的焦作考察三天，我全程陪同。
三天很短，宇宙瞬间；三天很长，德悠

余生。
李德生上将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
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总
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
令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2011年5月8日
逝世，享年96岁。

陪李老在焦作的三天，他无声的身教，
让我领教了高官言寡，务实于民的风范。
看到他主动和工人合影，离开焦作前，拉我
坐在沙发上聊天，又和记者亲切合影，我至
今心存温暖。

将军百战有威名，对待百姓蔼然亲，当
听说他战斗过的温县有个东梁所村家家都
是万元户时，他由衷自言自语：我们革命目
标就是让人民享福啊！

李老的革命生涯里，焦作有他重要一
笔。

1946年，他率部在沁阳驻扎半年余，为
解放孟县和温县立下功勋。

这次旧地重游，他兴趣盎然，看到焦作
天翻地覆的变化，几次开怀。

陪同将军三天，将军的高风亮节一直
谨记于心。2011年获悉将军去世，自己只
能在心里默念：将军一路走好。想到将军
老家祭奠的心愿从此有念。

后来被聘人民日报河南分社，也曾经3
次到信阳采访，怎奈“打工”身份，身不由己。

真正离开职场后，有了时间，也有了能
力。2019年9月6日，驾车400多公里，去
新县拜谒李德生将军故居，心愿终于达成。

抵信阳，从新县县城到将军故里陈店
乡李家洼还有23公里，一路有多处“李德生
故居”指示牌，然而村里没有任何标记，打
听后到达将军老宅。

李德生故居坐北朝南，共三间。这是
全村最破败的一户，进家无门，室内无物，
不是他没能力，也不是村里舍不得，是他的
坚持。

李德生将军从参军到去世，总共回过4

次家。将军当年住过的牛棚，1994年前后
因发大水冲掉了，县乡在原址靠后部位重
建了一座。以前是土坯瓦房，重建后变成
了青砖瓦房，将军知道后很生气，为此，故
居就成了半拉子现状。

现在的将军故居无门无窗，随便进
出。屋里空空荡荡，只有村里人在墙上粘
的几张李德生夫妇的印刷宣传画。

我进屋里，发现北京一夫妻来拜谒时
留下的花圈。我想，将军故里离城还有几
十里，只三间破旧老屋，实在没啥可看的，
能来的，一定和李老或多或少有点渊源。

到李德生故居，看到将军如此清廉，更
加肃然起敬。

屋里北面的墙壁上挂着李德生和夫人
曹云莲的照片，我看了很久，审视了很久。
鞠躬。声嘶力竭地高喊一声：“李老，我来
看您了！”

一人，一室，一呐喊。泪流满面。
将军一生光明磊落、荣辱不惊、德高望

重、言行由衷。
出门看到一老者，上前攀谈，老人操着

听不懂的信阳话。一青年翻译：“将军没有
给自己家留下任何物质，却没有忘记养育
他的故土。上世纪70年代，时任安徽省革
委会主任的老将军给村里送来一台打米
机，方圆十几里的农民都挑着稻子前来打
米。他为老家陈店乡中学争取上级资金和
社会捐款600万元。听说学生晚上睡觉的
床，就是白天上课的课桌，他又帮助筹集了
80万元资金置办了配套设施。”

将军一生系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祭奠回归，一路感慨。我陪将军仅三

日，留我一生无价宝。

太南抗日燃星火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抗日名将朱瑞

利用国共合作之机，在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
军委书记期间，指导恢复整顿豫北特委，在
晋豫边区、太行南区等地创建抗日游击队，
为建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他创办的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
一批抗日军政干部，我的父亲就是他创办
华北军政干校的一期学员。

1937年七七事变，朱瑞在新乡举办华北
军政干部训练班。我父亲被组织介绍，从沁
师到新乡学习，成为该训练班第一期学员，朱
瑞亲自担任班主任。毕业后，朱瑞成立豫北
政治工作队，我父亲被任命为第二队副队长，
下分三个小队，分驻辉县、焦作、博爱，做国民
党豫北师管区部队及地方抗日宣传工作。

后国民党把师管区部队调往黄河南，
当时正值日寇进犯豫北，我部政治工作队
又被刘刚带到晋城。1938年1月，刘刚受
朱瑞之命在晋城举办第二期华干班，由于
我父亲有孟师、沁师的文化底蕴，加上他的
组织能力和进步思想，很快就纳入了朱瑞
的视线。我父亲被朱瑞亲自点名前去协助
刘刚，此时我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时
年21岁。

二期培训学员500余人，毕业后一部分
人到陵川组建太行南区游击队司令部，我
父亲被任命为一支队政委。

从这个意义来说，朱瑞将军是我父亲
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我也因此特别关注朱
瑞将军的革命之路。

朱瑞是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朱
大兴庄人。1928年入党，1934年10月参
加长征，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后，朱瑞担任中共中央北方
局军委书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到1938年年底，朱
瑞在豫北点燃星星之火，一年多时间太行
南区抗日烽火遍地开花。晋城地区、焦作
地区和新乡地区数十个县域的红色据点都
有朱瑞印记，比如修武西村，武陟窑头、辉
县薄壁、济源杜八联、晋城一中、陵川夺火
等。仅一年多为党培养出数百名革命干

部。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一
些同志在战争中牺牲了，活过来的“华干”
人大多都成为地方地厅级和部队师以上领
导人，比如原天津市委书记刘刚，原青海省
委常委、副省长许林枫，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聂元梓，原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陈子植，原
哈尔滨市委书记王化成等。

1939年5月朱瑞开始任八路军第一纵
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赴山东统一
指挥中共在苏鲁的部队。1943年9月，党
中央和毛主席计划安排朱瑞担任八路军的
副总参谋长。朱瑞经过深思熟虑，与毛主
席进行了深入沟通，他想发挥他的专业特
长，去开展炮兵部队的建设工作。毛主席
经过思考，同意了，说：“你将来会成为我们
的炮兵元帅呀！”

朱瑞先任延安炮校校长，1946年10月
起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
令员，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攻克
义县战斗中牺牲，是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
最高级别将领，时年43岁。

我为前辈拟挽联

我有个朋友叫纪卫国，他在焦作市公
安局任刑侦副局长时，我是《焦作日报》政
法记者，在工作中互相欣赏，情谊深长。

他的父亲纪涵星是抗日老革命，曾任
周口、新乡地委书记，改革开放后任河南省
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纪卫国从小受家庭耳濡目染，革命传
统思想根深蒂固，没有纨绔子弟的毛病，而
且事业心特别强。在焦作工作期间，他连
破几个大要案，影响很大，后调入郑州，但
是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下来。

他的父亲纪涵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
命，战争烽火锻炼出来的老干部廉洁自律，
有几件事我印象极深。一件是他们家原来
在省委南院最前面的小楼，他退居二线后，
为了方便一线同志工作，他把家搬到最后
面，把房子让给了一线领导。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我的。上世纪90年
代，我的工作如日中天：每年的河南省好新
闻评奖是年度最高奖，我连续五年拿了五个
一等奖。一个评委说，一个地市报的记者连
续五年拿五个河南省好新闻一等奖，这在河
南新闻史上极为罕见。纪涵星特别给我写
了一封举荐信，给当时河南省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葛纪谦。我觉得记者是靠稿子说话，
收藏了信件，没有去见葛部长，但是纪老前
辈给我写举荐信让我终身难忘。

老人家2009年10月6日去世。我记
得那天午后，我接到纪卫国电话，说老爷子
在郑大一附院已经进入弥留期，随时可能
出现意外，邀我赶快到郑州商量后事。

按说这一级领导去世后的善后由省政府
办公厅负责，但是家事还是得由事主做主。

等我从焦作开车到郑州黄河大桥处，
纪卫国电话又到，其父已无回天之力，让我
直接去郑大一附院。

我到达后，直接进入正题，当时正是国庆
节放假时期，纪家要想更大哀荣，只需将告别
仪式推迟两天，到正常工作日，在外地的部分
省领导回郑，参加人员会更多。但是，纪卫国
母亲也是老干部，觉悟高，商量后决定，次日
只设一天家里告别时间，过了次日即在陵园
举行告别仪式。这等于说。当天算一天，次
日只停一天，告别仪式也算一天。这是地方
风俗在家至少祭奠三天最为简约安排。

我特别佩服革命家庭的豁达。
纪卫国请我给他父亲拟挽联。老人家的

清廉严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深思熟虑后
拟出挽联：兢兢业业献身革命七十年 清清白
白光明磊落一辈子。

全家一致通过，在家庭和陵园都悬挂
着这副挽联。

我记得很清楚，一些老领导到家里告
别时，多人盯着挽联凝视。原焦作市委书
记、后任省政协副主席武守全看着这副挽
联，一字一句缓慢念出来，令我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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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永齐，号莲堂，河南
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终南印
社社员，现就职于焦作市文
联。

参展情况：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航天杯”书画摄影
展一等奖；63721 部队“喜
迎十八大，铸剑当尖兵”主
题书画比赛一等奖；“鑫诚
杯·最美中站”书画摄影展
优秀奖；焦作市首届书画
摄影大赛优秀奖；中站区
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书画
大赛优秀奖；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强军风采”网络书
画大赛一等奖；总装备部首
届网络书画大赛优秀奖等。

永齐是一位创作能力强又肯
钻研的青年篆刻作者。他的印取
法广泛，汉印、古玺、秦印、细朱文
等皆有涉猎。这套“地区行政名”
篆刻作品以秦印为基调，又融入了
自己的理解和审美，刀法凝练、稳
健含蓄。印面空灵生动，疏密得
体，展现了作者方寸之间的熟练把
控和匠心独运。在个人艺术语言
的形成过程中，期待作者增加思
考，兼容并蓄，创作更多赞美家乡、
热爱家乡的好作品。

——毋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焦作
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名家名作】

贺永齐（照片由本人提供）

【专家点评】

溪山清晓图（国画） 王安定 作

▲山 杏（国画）
郑清珍 作

篮球场（油画）
李云江 作 ▲清泉石上流（国画） 汤东波 作

荷 韵（国画） 原士高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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