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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 歌 献 给 党

1940

年
4

月，在黄克诚的率领下，童世明随
687

团离开太行山奔赴冀鲁豫；

5

月又作为先头部队挥
师南下，东进皖苏，支援新四军“发展华中”，开辟苏
北盐阜抗日根据地。

1941

年
1

月，震惊中外的“皖南
事变”发生后，童世明所在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二
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

687

团改为
22

团，张天云任团长、张池明任政委、童世明继续任副
团长。

作为老红军、老八路，童世明戎马倥偬，身经百
战，九死一生，抗战期间先后四次负伤，右手致残，

立下许多战功，可他从不居功自傲，非常注重关心
体贴下属，和战士打成一片。在南下途中，一路行军
打仗、风尘滚滚，冲破敌伪层层防线。部队很疲劳，

有不少同志生了病。身为副团长的童世明不要任何
优待，和普通战士一样，徒步走在行列中，还不时关
心照顾体弱有病的同志。 每次战斗特别是危急时

刻，童世明总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冲在最前面，撤
在最后面。

1941

年春起， 淮海地区抗战形势进入敌我双方
犬牙交错、互有攻守的战略僵持阶段。日伪军凭借
占据县城及一些建在主要交通道口的据点，经常对
我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郑潭口，就是日伪军设
在涟东地区的一个设防坚固的重要据点，号称“模
范据点工事”。

1941

年
9

月
20

日， 担任主攻的
22

团对
郑潭口据点发起总攻，童世明和团长亲临一线指挥，

经过一昼夜激战， 打死日伪军
300

余人， 生俘
500

余
人，缴获轻重机枪

4

挺、步枪
800

余支，救出受害群众
100

余人，一举拔除日伪插入淮海、盐阜根据地之间
的一颗大钉子，为巩固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
壮大抗战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

22

团赢得了“钢
铁大军”称号。

1942

年底至
1943

年冬，苏北抗战进入最艰苦的

阶段。

1943

年春，日军集结重兵分进合击，对盐阜
区发动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扫荡”。

3

月
16

日，新四
军三师集中主力开始反击。 其中，

22

团与日军
300

余人（内有骑兵
50

余人）在涟水县黄营子遭遇，历
经近

10

小时激战，毙敌近百人，追敌十余里，重创
日伪“清剿大队”，这是敌人“扫荡”以来所遭受的
一次大惨败。

3

月
19

日凌晨，日伪军
600

余人挟新式
武器，利用晨雾沿废黄河西岸堤南下，妄图寻机报
复。

22

团侦悉敌情后，在童世明的指挥下，迅速占
领制高点构筑工事、严阵以待。

19

日
11

时许战斗打
响，童世明指挥部队利用有利地形，扼守要点，予
敌迎头痛击，连续击退日伪军两次冲锋。下午

1

时
许， 童世明从望远镜中发现对面西岸堤上停了几
辆日军汽车，便果断调集重机枪排，悄悄摸到敌军
附近，集中火力突然袭击，一下子把日军打得晕头
转向。下午

3

时左右，日军大量调兵增援，在浓密火

力和烟幕弹的掩护下， 向
22

团阵地发起第三次反
击，战斗愈打愈烈，部分阵地失守，直至展开白刃
战。鉴于大规模杀伤日军目的已达到，为避免与敌
人拼消耗，童世明经请示旅、团首长后，带领部队
主动撤出战斗。在前沿阵地组织火力防御、掩护部
队安全撤退和群众转移时， 胸挂双筒望远镜的童
世明不幸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头部， 两名警卫员立即
将他背到撤退地，黄昏时分，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
效，壮烈牺牲。

1943

年
6

月
1

日， 为悼念和表彰童世明等烈士
的革命功绩， 新四军三师和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
隆重举行公祭大会，张爱萍副师长亲临祭奠，黄克
诚师长亲题挽联：“单港永留名，典籍流芳，抚墓碑
追怀故旧；黄河长饮恨，烽烟尚炽，闻鼙鼓痛失忠
良。”

先烈不朽，精神永存。

抗
日
英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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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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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峰

岁月

特殊的生日
王磊

自打我结婚后，每年
7

月
1

日就与家人一起为
岳父贺寿。 哪知道岳父的真实生日不是这天，去
年除夕之夜岳父才揭开这个谜底。

岳父名叫宋文彬，

1932

年出生在淮滨县赵集
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八岁时母亲就抱病而去，

父亲靠给一个酒坊烧酒拉扯着几个孩子，日子过
得异常艰辛。

1949

年正月，息县解放了，解放区的
新思想也慢慢地传播到了他那个偏僻的村庄。当
时岳父只有

17

岁，读过几年小学，他和村里几个
年轻人都心生萌动，铁了心要参加革命，去当共
产党的兵。临行前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去找大姐借
盘缠，大姐家也穷，一时拿不出钱，岳父就住在大
姐家赖着等，最后大姐举全家之力给了他一块银
元。他怀揣着一块银元，徒步走了两天，终于和小
伙伴们到了息县县城，经过几番打听，得知息县
工农培训班正在招学员，同去的几个伙伴都报上
了名，他因为年龄小被拒之门外。

眼睁睁地看着同去的伙伴分了班、 发了碗
筷、进了教室，岳父情急之下谎称自己虽然个头
小可也已经二十岁了， 招生老师问他二十岁属
啥？他当时傻了眼。就这样他还是死也不回，白
天去食堂吃饭， 他就用别人吃过的碗去盛饭，

夜里睡觉就蹭在别人床边。几天过去了，时任班
主任倪静兰看他一股执着的劲，勉强同意岳父入
了班。

时值
1949

年
6

月，麦收时节，酷热难耐，岳父
虽然有了吃饭的工具，但穿衣成了问题，他离家
时只穿了一套单衣单裤和一双布鞋，衣服一天不
洗就异味难闻，怎么洗呢？岳父就想了个点子，趁
别人午睡时洗上衣，夜里再用上衣裹着下身洗裤
子，第二天裤子干不干也得往身上穿；布鞋也毁
得快，没几天就破得只能用细麻绳缠着穿，最后
布鞋都变成了草鞋。到了

7

月份培训班结业，岳父
被分配到了息县公安局，刚入职的他穿着公安制
服，住着集体宿舍，带着配发的手枪，恨不得睡觉

都能笑醒！

1950

年，岳父调到潢川行署公安处任便衣侦
查员，为破获一起抢粮的案子，组织上决定让岳
父打入抢粮团伙内部充当卧底。 为把这场戏演
得真实，在公捕大会上，岳父被宣布为反革命分
子，并与几个抢粮的罪犯关在一个牢里，通过与
该团伙人员交流， 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岳
父完成卧底任务后被放了出来， 为掩人耳目，他
的公开身份成了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回到老家见
了父亲也不能讲实情，父亲见儿子沦落成了一个
罪犯，伤心地流下了眼泪。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岳父的先前亲事也因为这事黄了，因为女方的哥
哥是村里的民兵连长，他们不能容忍妹妹嫁给一
个渣男。 好在岳父后来牵手了我的岳母史法英，

当时的一位美丽而且多才多艺的师范生，才赢得
幸福生活。

1952

年，岳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岳父从
1949

年
7

月在息县公安局任警员，

1950

年
12

月在潢川公安处当便衣，到
1973

年任淮
滨县公安局副局长、 教导员，

1993

年享受副县级
离休干部待遇。历经公安、教育等多个工作岗位，

每个岗位都离不开党的关怀和培养。由于岳父出
身贫穷，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因此，解放后
他就把自己的生日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天。

追忆特殊的岁月，岳父特别感慨。他告诫子
女们，要懂得感恩，共产党让他们那一代人改变
了贫穷的命运，特殊的生日是为了表达对党的永
远感激之情。要保持淡定，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
要愉快地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踏实做好份内的工
作，不患得患失，这样对工作和身体都有益。要时
刻自律，私心太重，害人害己，共产党人要遵守党
的规矩。

除夕的春晚节目接近尾声，岳父的讲述也告
一段落。我们由衷感慨，像岳父这样的离休干部
逐年都在减少，但是他们爱党、护党、为党的精神
我们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故乡的无名溪
朱家明

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叫沟角子的小村庄，坐
落在丘陵上，面向东，当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的
一霎那，喷薄四射的红光第一时间便映在了我家
的窗户上。村子对面是一条大冲，从北往南，缓缓
而降，绵延好几十里。祖先们依照地势，修建了一
层层梯田，那便成了世代取之不尽的粮仓，紧傍
着大冲边沿的，是一条蜿蜒而下的小溪。上游浅
而窄，下游宽而深，当到达即将注入淮河的石婆
堰湾湖时几乎成为了波涌浪卷的河流。

经过我家前面的那段， 约有二三公里长，最
窄处五六米宽，最宽处也不过二十来米。两岸是
随地势起伏的土埂，各种杂草随意而生，没有人
去修剪，更没有人去培土。春夏远远望去，土埂上
野花烂漫，混杂在绿草丛中，别有一番景象，丝毫
不比城市公园里那些经过人工精心造出的花海
逊色半分。秋季来了，站在高处俯瞰，两边的稻田
一片金黄，随风摇动，此起彼伏，宛如阳光照耀下
的大海波浪。稻香随风飘来，满满吸一口，沁人心
脾。曾经的挥汗如雨，曾经的风吹日晒，种种的辛
苦之状刹那间遗忘得烟消云散。

严冬季节，最好是一场大雪过后，清晨听着
北风的呼啸，陡然间打开房门，映入眼帘的是浑
然一体的白色世界，整条大冲连同如腰带一般缠
绕其间的小溪全都失去了平时的井然有序，厚
厚的雪把它们一股脑地拥压在身下。 瞬间的惊
愕过后，当你静下心来细细地聆听，远处似有隐
隐约约的潺潺流水声传来， 节奏均匀， 极为清
脆。你起初会误以为是凛冽寒风的余音，可那连
绵不绝似无疲倦的音节，让你马上判断出那是雪
下面溪水的呤吟唱。酷寒寂寞的乡村因此平添了
些许生机。

小溪不知成于何年何月， 看那随弯就弯、深
浅无序的模样，不像人工挖凿，或许先民们曾经
有所疏浚，大概也只是在能架水车的地方临时打
个坝，挖个深点的坑，以方便灌溉之用。小时候我

曾经目睹过天旱之年，人们抬着如龙骨模样长长
的木制水车，架在溪边水稍深的地方，一群男人
们爬上高高的脚手架，唱着黄色小曲，使劲蹬着
下面的踏板， 于是溪水便经过车厢流进了稻田。

车水的场面滑稽而又壮观，有时几架水车同时启
动，相互比赛，粗犷的嗓门吼出的腔调杂乱无章。

孩子们站在不远处看热闹，女人们被黄色的歌谣
逗得绯红着脸，喘着粗气，嘴里骂着“该死的活鬼
们”，双脚却像被粘住了一样，不愿挪开半步。乡
野一隅， 越荤的歌似乎越能提起男人们的精神，

顶着暴日，一头一脸水汪汪的，谁也说不清是汗
水还是溅起的溪水，但他们的脚下一点也没有减
慢蹬踏的速度。

丰收的季节， 整条小溪变成了孩子们的乐
园。一场雨过后，天气晴朗起来，小溪里的水大部
分已经无存，只有那几个如缀在丝带上明珠一样
的深池里还是水波荡漾，于是几个伙伴结队拿着
自制的鱼网、鸡罩，赶去捉鱼摸虾。能够网住的是
浮在水面的白鱼条；蹲在水里慢慢用手紧贴着滑
溜溜的淤泥往前摸去，逮住的一定是欢蹦乱跳的
鲫鱼； 水边的杂草下是黑鱼的理想藏身之处，倘
若岸边有洞，你壮着胆子把手伸进去，抓到的必
是鲇鱼或者鳝鱼。鲤鱼是最狡猾的，很难捉到。一
番折腾，午饭时一个村子里都飘满了鱼香。

岁月悠悠。 小溪两边的人们一如沉默的小
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衍传承，享受着它的
恩赐。平和、厚道、内敛、互帮互让也就成了小溪
两岸人性格的主调。千百年来，虽然偏僻、贫穷，

但乡风淳朴，日子过得宁静祥和。十里八乡，田陌
相连，非亲即友，往来热闹，一家有难，四方援手。

虽无显宦硕儒载诸史册，谦谦君子之风却源远流
长。如果世间真有桃花源，或许就是这里吧！

我家门前的无名溪呵， 从你生来就默默无
语，自由自在；天地厚待你，春秋记得你，还要何
名兮？

驶向明天
周其磊

南湖（外一首）

李玉洋

长征

忆抗洪
杨世初

党啊，

请你听我诉说
李永海

在血雨腥风的七月，

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

悬挂着镰刀斧头的旗帜，

革命的红船从南湖启航扬帆。

九十五年的风雨艰辛，

党带领人民砸枷锁、驱外寇、改天地，

一穷二白的国家旧貌换新颜，

胜利的旗帜在神州大地漫卷。

因为追求真理信仰“主义”，

自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我们庄严举起右手宣誓，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一员。

一日千里的世界多彩光鲜，

社会主义航程中暗藏着激流和险滩，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惨痛，

警示我们要牢记入党誓言。

不忘入党誓言，

人生的信仰永不改变，

学习科学理论补充精神之“钙”，

始终将理想的明灯高悬。

面对大风大浪大是大非，

站稳脚跟保持定力正确判断，

不被假象蒙蔽不为浮云遮眼，

自觉在摔打考验中把党性锤炼。

不忘入党誓言，

一心为民的宗旨牢记心间，

争做新时期的雷锋焦裕禄，

让人民的笑容更加灿烂。

民族复兴的蓝图宏伟壮观，

目标的实现定在“两个百年”，

老骥伏枥当加劲耕耘挥汗，

全面建成小康也有我们的贡献。

不忘入党誓言，

本色绝不褪淡，

讲党性重品行照镜子正衣冠，

优良传统不能失传。

新形势下良莠并存真伪难辨，

精神家园面临诸多挑战，

扎紧“篱笆”守住“底线”，

革命思想永不蜕变。

奋进的中华生机盎然，

伟大的祖国气象万千，

梦想成真要靠实干，

党的儿女任重道远。

我们不忘初心也无悔志愿，

百尺竿头要再谱新篇，

乘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巨轮，

迎风破浪驶向明天！

党啊，请你听我诉说
你经历了

95

年风雨兼程
1921

———

2016

熠熠生辉
沐浴七月灿烂的阳光
满心欢喜迎来你的

95

岁生日
生命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喜看鸽群飞过长空
掠过多彩的城市和村落

党啊，请你听我诉说
跟着你从未想过如果

信仰永远是燃烧的思想之火
忠诚如山铁骨巍然
信念如炬生生不息
绝不辜负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身份
这一切都源自灵魂深处的声音
那一刻我热血沸腾

党啊，请你听我诉说
95

年峥嵘岁月
95

年砥砺前行
在你的生日里
深情凝望那面高高飘扬的鲜红旗帜
我多想再一次依偎在你的身边
重温一次那庄严神圣的入党誓词
“七一”让我们再出发吧

一座湖，容纳了一卷历史
浩瀚的开端
一条小船，承载着一部史诗
铿锵的序言
心怀向往的人
努力扒开沉重的夜色
透出一缕激动人心的黎明
胸涌热血的人
将满腔豪情书写丹青
他们奠定了一杆旗帜
与七月一同绚丽如虹
炽热似火
铁锤砸碎所有枷锁
镰刀收割光明
一面旗帜，神州的容颜
析出红色之真灼
缔造大爱之纯净
耸立理想之崇高
展现境界之高远
南湖，殷红血脉不竭的源头

民族不屈的精魂
铸造起巍巍华夏巨龙

今年的阳光格外温暖
绚丽的颜色格外滋润
我们眺望远方
牢记住曾经壮丽的画图
牢记殷红的记忆
万里的脚步就是万里的长城
万里的长城就是万里的丰碑
万里的丰碑就是万里不屈的脊梁
万里脊梁耸起巍巍大中华
今年的阳光格外温暖
我们享受安康幸福和谐
牢记先辈们血染的风采
1935

年离我们并不遥远
脚步声还在耳边回荡
抛洒下的热血至今仍温暖似火
1935

年是一杆飘扬的大旗
鲜红逼目，永不退色
永远熏陶代代人的灵魂

四十八载思故园，

注雨倾落起白烟。

堤毁房倒财产失，

洪水泛滥史无前。

船筏救生浪里巡，

军机投粮空中旋。

废墟重建展新貌，

歌颂党恩至今传。

(

作者
74

岁，退休干部。亲历
1968

年
7

月中旬淮河遭特大洪
水侵袭潢川。）

天下归心 （篆刻）杨允勃

惩治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