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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行 一 万 步 ，吃 动 两 平 衡 ，健 康 一 辈 子 。 石 柱 周 淑 琴 诊 所《 诊 所 备 案 凭 证 》（ 备 案 编 号 ：

MA601U5N550024017D219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本报讯（通讯员 周朋 文/图）取

他山之石，谋发展之道。为深化落实

“一区两群”区县对口协同发展机制，

充分利用南岸优质教学资源，10月16

日至18日，县委组织部、县委党校组

织我县 2023 年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

员赴南岸开展现场教学（见右图）。

南岸地处重庆“两江四岸”核心

区，作为主城都市区历史母城的重要

组成部分、东部生态城的主体部分，

长嘉汇、广阳岛在全市六张城市“新

名片”中独占其二。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是集抗战

遗址与原生态自然景观于一体的综

合旅游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员

们参观了孔园、综合陈列馆、云岫

楼，通过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实

物展品，重温艰难抗战岁月，缅怀革

命先烈。

广阳岛是长江上游面积最大的

江心绿岛，被誉为“长江风景眼，重

庆生态岛”。走进广阳湾智创生态城

城市展厅和广阳岛，学员们边走边

看、边学边思，详细了解广阳岛生态

修复技术理念和广阳湾智创生态城

建设，感受长江流域历史人文，增强

生态文明意识。

南山街道放牛村位于南山风景

区北部。该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依托南山优质自然资源和主城都市

区便捷交通优势，大力发展花卉苗木

观光、特色民宿旅游两大产业，走出

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学员们参观了村便民服务中心和特

色民宿，学习其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民宿经营、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方

面的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

涂山镇正积极推进“一中心四板

块一网格”基层智治体系，提升党建

统领基层治理整体效能。学员们走

进该镇福明社区和基层治理指挥中

心，现场观摩“涂山镇一体化基层智

治平台”运行流程演示，调研该镇基

层智治体系试点工作成效和经验。

为期 3 天的现场教学，学员们不

仅学到了先进经验，更接受了一次深

刻的党性教育、作风教育。大家纷纷

表示，将进一步发扬务实高效的工作

作风，把学到的先进理念、经验做法

与石柱县情、自身工作岗位职责相结

合，不断提高履职能力，为石柱发展

贡献青春力量。

期间，学员们还前往中国智谷

(重庆)科技园展示馆、中移物联网有

限公司、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弹子石

老街等地参观学习。

取他山之石 谋发展之道

我县中青年干部赴南岸“取经”

笔者在南宾街道见到90岁的抗美援朝老兵何

代海，他精神矍铄，让人印象深刻。听说建军节那

天，县领导上门看望他，他还现场唱了一首抗美援

朝经典歌曲——《打败美帝野心狼》。

得知来意，老人低头弯腰，先让我看了看白发

掩盖下的疤痕，接着向笔者讲起了那段可歌可泣

的岁月。

1933 年，何代海出生于四川省石柱县城关镇

（今重庆市石柱县南宾街道），因家境贫寒，只读过

一年初小，之后便进入织布厂当学徒。

1949 年11 月19 日，石柱县刚解放。16 岁的何

代海正在县城后河边捡弹壳，遇到了一队骑马的

解放军要去往长江边的丰都县高镇。

“小鬼，你知道去高镇怎么走吗？”何代海曾跟

随大人去过高镇，对道路比较熟悉。

“我晓得，但我走不赢你的马呀。”听闻此话，

那位军官模样的解放军把何代海抱上马背，从后

面抱着他一直骑到高镇。

到地方后，解放军让何代海抓紧返回石柱。

“我不晓得回家的路了，我要跟你们去当兵。”看着

威风凛凛的解放军，何代海耍了个心眼，谎称自己

已经18岁了，任凭对方怎么劝，他就是铁了心要参

军。

两位解放军拗不过他，只好带着他到了成都，

并参加了1949年12月27日的成都和平解放仪式，

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全国掀

起抗美援朝征兵潮。何代海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

军第39军某团警卫排，并于10月19日进入朝鲜。

1950 年 11 月 1 日，随着一阵山崩地裂的炮火

声，志愿军和美军在一个叫云山的地方摆开战场，

这就是著名的云山战役。

云山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也是

志愿军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首次交锋，战役持

续了三天，最终志愿军取得胜利。

“那时朝鲜天气十分寒冷，积雪深度超过1米，

一瓢开水泼到地上立马结冰，我们用敌人打过来

的炮弹壳做成防滑脚套，走路才不打滑。”谈起这

场战役，何代海记忆尤深。

这场战役中，何代海在冲锋的时候被敌人扔

过的“鸭嘴”手榴弹碎片击中，在他的后背留下了

一个拇指大的弹眼。

战斗间隙，何代海和战友们把棉花搓成细捻

子，用豆油点燃，射击燃烧的捻子，练习射击技

术。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大家的射击技术有了明

显提升。“我们边打边学，竟然学会使用机枪、步

枪、手榴弹、爆破筒等武器。”他戏谑地说。

何代海体型瘦小，刚到部队时被分到警卫排，

后来又调到侦察排。为了弄清敌情，他们经常乔

装成朝鲜人，到老百姓家里甚至敌人内部侦查。

为此，何代海还学会了朝鲜话。

虽然年代久远，何代海依然能熟练地说出常用

朝鲜语：爸爸(阿爸几）、妈妈（阿玛尼）、岳父（卡萨阿

爸几）、岳母（卡萨阿玛尼）、儿子（阿达里）、姐姐（红

一）、谢谢（可马西米哒）、不用谢（酣畅西米哒）……

学会了朝鲜话，他们就换上朝鲜族服饰，岁数

大的男兵蓄着胡子扮爸爸，年龄大的女兵扮妈妈，

何代海经常扮演儿子。后来和当地老百姓熟识

了，大家就互相开玩笑取乐，年长的朝鲜老百姓摸

着何代海的头喊阿达里（儿子），他就喊对方卡萨

阿爸几（岳父）或者卡萨阿玛尼（岳母）。

1952年5月15日晚上9点，何代海所在部队快

速占领了190.8高地。18日，美军在飞机、大炮、坦

克掩护下轮番进攻，志愿军在地面构筑的工事基

本被摧毁，战斗一度陷入胶着状态。6月12日凌晨

4 点，新换防的美军部队派出数十架飞机、几十辆

坦克以及大量的火炮对 190.8 高地狂轰滥炸，并以

一个营的兵力分三路进攻我军。

何代海所在的侦察排配合突击排冲在最前

面，敌人的手榴弹就落在离他1米远的地方。眼看

要爆炸，他赶紧往地上一滚，脸部撞在石头上，右

边的牙齿全部被撞掉了。“战场上就是凭命大福大

在闯，你以为双方说好了才开打呀。”何代海开玩

笑说。

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被敌人包围，何代海和

战友们躲在一个丁字形坑洞里，还要时刻提防美

军使用手榴弹、毒气弹、喷火器。“我们把苏联的喀

秋莎火箭炮都用上了，阵地变成一片火海，最后连

山包都被炸平了。”这次战斗中，何代海被炮弹炸

开后的弹片反弹过来打在脑袋上，幸运的是最后

活下来了，还荣立三等功。

攻打“三八线”时，为了迷惑敌人，部队“缩小

机关，扩大连队”，团缩为营，营缩为连，连缩为排，

一个班由12人增加到18人。

攻打平壤时，何代海在平壤大桥拐角处放哨，

一群敌人端着武器从对面冲过来。凭借之前练就

的射击技术，他所在的机枪组四个人一次打死了

七个敌人。

攻打西海岸时，何代海他们长时间泡在腐蚀

性强的海水里，身上泡烂了不断脱皮。在后面冲

锋的时候，一颗子弹擦到他的右腿肚子，顿时鲜血

直流。“看嘛，这就是当时留下来的。”他指着右脚

的弹痕说。

“敌人每天 200 架飞机轮番轰炸，国内的粮食

根本运不进来，我们很多时候吃饭就是炒面就

雪。”何代海说，最困难的时候，有的战士把战马都

杀了吃，“大家边吃边流泪，不忍心，但实在没得办

法。”他声音有些哽咽了。

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部队行军都是在晚上，

视线不好，衣服被荆棘挂烂了，棉花从破洞中飞出

来。鞋子是捡来的，左脚右脚都不一样，就这样凑

合着穿。“国内来慰问的人看到我们穿成这个样子

都哭了。”何代海说。

为此，部队以连为单位成立了修理组，专门负

责修补衣服、鞋子。各班把破了的衣服集中起来，

用绳子系好，写上名字，洗干净修补好后，统一交

到连部分发下去。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何代海随部队撤回东

北。1955年，他因多处负伤和胃病无法继续工作，

便申请复员，被分配到了军烈属服务社生产组，负

责缝制军服，很快便当上了师傅。

在采访中，何代海小女儿回到家，把分拣好的

药片递到老人手中，老人喂进嘴里，端起一杯冷水

吞下。“您又不喝开水嘛！”“当兵的人没那么多讲

究！”在女儿的“埋怨”声中，他笑嘻嘻地说。

几天后，笔者又和老人在他的小儿子家见面

了。他穿着军装带着军帽，胸前挂满了抗美援朝

军功勋章、军士服务荣誉奖章和纪念奖章。一对

双胞胎女孩左右围着看他胸前的奖章，听老人讲

述抗美援朝故事。

临走前，老人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握住笔者

的手说：“可马西米哒（谢谢你）！”，笔者郑重回答：

“酣畅西米哒（不用谢）！”

（此稿写于2022年 8月）

奇遇当上中国人民志愿军
—— 记抗美援朝老兵何代海

特约通讯员 汪万英 文/图

何代海老人（摄于2022年8月15日）

本报讯（通讯员 邓群刚）

10 月 25 日 是 抗 美 援 朝 纪 念

日。为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

色基因，近日，西南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新闻传媒学院 5

名师生来我县，寻找抗美援朝

老兵，通过采录他们的口述，

抢救性挖掘抗美援朝历史。

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

大力支持下，师生们先后前往

万安街道红卫社区、南宾街道

城东社区、万朝镇万富村、西

沱镇黄桷岩村、下路街道上进

村等地，拍摄采访了何代海、

肖昌友、刘贤虎、刘成义、谭先

统等五位抗美援朝老兵，采录

他们亲历的抗美援朝历史细

节口述。

师生们表示，该项采录工

作是对过去历史的铭记，更是

对未来的守望，团队将对采集

到的音视频资料进行系统整

理，做好宣传和研究工作，完

整真实展现抗美援朝历史。

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

西大师生来石挖掘抗美援朝历史

本报讯（记者 谭熙 通讯

员 陈志华）为进一步增强儿童

的安全意识，提高他们的自救

能力，近日，县妇联“安全教育

进校园”活动走进下路街道金

彰小学。

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日

常生活中易发生的安全事故讲

解如何防拐骗、防溺水等知识，

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安全教育课。

“今天听了阿姨讲课，学到

了很多安全知识我一个人在家

的时候，不会随便给陌生人开

门，在外面的时候，也不会吃陌

生人给的糖果。”该校三年级学

生向婉妍说。

为了让学生们进一步加深

印象，工作人员还带领孩子们

手工制作以安全为主题的黏土

画。

“我要把自己做的黏土画

带回家，提醒自己和小伙伴，

不要独自一个人跑到河边、池

塘边去玩耍。”该校三年级学

生马程枫说。

据介绍，接下来，县妇联还

将联合县教委、团县委等单位，

不断创新形式，持续开展“安全

教育进校园”活动，为孩子们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

县妇联送安全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谭艳波 文/

图）近日，县师范附属小学校组

织学生前往中益乡开展研学实

践活动，让他们在“行走”的思

政课堂中体验劳动、爱上学习、

拓宽视野。

摇黄连、看蜜蜂、做黄精

面条……学生们走进黄连加

工车间、中蜂标准示范场、中

堆劳动教育基地、初心小院和

黄精面条加工车间，通过劳动

体验、实践学习、红色旅行，感

受农耕文化，接受红色教育。

“我第一次看到黄连棚，也

学了如何筛黄连，还喝了黄连

茶，体会到了农民伯伯种植黄

连的辛苦。”五年级学生谭胜航

说。“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也学到了不少劳动知识，很有

意思。”学生傅紫嫣说。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学

校将分年度、分年级轮流到中

益乡开展研学实践活动，上好

‘行走’的思政课，让学生边玩

边学，真正做到寓教于乐。”县

师范附属小学相关负责人说。

县师范附小 ——

“行走”思政课让课堂“活起来”

学生们正在学习筛黄连

本报讯（记者 隆太良）近

日，中国作家网公布了中国作

家协会 2023 年新会员名单，我

县作家谭岷江入选。这也是继

谭长军之后，我县第 2 位加入

中国作协的作家。

谭岷江曾当过教师、记者

编辑，现在县教师进修校工作，

系鲁迅文学院民族班学员，重庆

文学院第一届中青年高研班（小

说）学员，现任县作家协会主

席。自 1988 年 10 月以来，已在

《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民族

文学》《散文诗报》《儿童文学》

《延河》《山东文学》《草地》《剑

南文学》等发表散文、诗歌和小

说500多篇（首）。

期间，谭岷江还出版了散

文集《我的村庄作坊冲》《春天

向上》。他以石柱人民参加抗

战为背景，撰写的长篇小说《石

柱营》曾入选 2015 年漓江出版

社“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优秀

作品选题；以石柱县城发展为

背景，反映土家人民美德的长

篇小说《九仙桥》入选2019年中

国作协少数民族重点文学作品

扶持篇目。

我县作家谭岷江加入中国作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