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5

年
5

月
20

日，李德生将军莅临羚锐公司视察工作。 新玲摄

家乡人民敬献的花圈。景 摄

李德生子女忆父亲

一生三次“深入虎穴” 视学习如生命

我们的父亲李德生
14

岁参加革
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等血与火的
考验。但是，父亲从不争功诿过。

1942

年
5

月，正值日军对太行山的根据地进
行大扫荡，他任

129

师
769

团一营营长，

仅率一营之众（还少一个连）在南艾铺
抗击数万精锐的日军合围， 成功掩护
了八路军总部突围。上甘岭战役中，在
战役成败的关键时刻，他临危受命，统
辖指挥

12

军、

15

军，以及战场上的其他
部队， 取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多年
来，他从不提自己指挥了上甘岭战役，

连我们子女都不知道。

父亲一生三次“深入虎穴”。抗战
时期，为了制订严密的作战计划，攻克
友军两战未下的扼制晋中交通要道的
具有战略意义的日军马坊坚固据点。

身为团长的他化装成农民亲自进入据
点侦察敌情，之后，他亲自率领

82

名战
士一举端掉该据点。此战被延安《解放
日报》称为“典型的歼灭战”。

父亲出身于贫苦雇农，他的心里，

无时不在惦念着人民的疾苦。 三年自
然灾害时期， 他拒绝领取机关按标准
给军首长补助的主副食。 我们家人口
多， 粮食不够吃， 作为一军之长的父
亲，他经常以豆饼、豆渣及南瓜（自己
种的）等充饥，结果有时腹泻，又有时

解不下大便，以致落下病根。父亲任
12

军军长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为解决
部队吃饭问题，他跑遍华东三省，亲自
勘察选址在安徽省全椒县的荒草圩，

开发出数万亩水稻田的农场。 父亲一
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基层，在任
沈阳军区司令的十几年里， 他跑遍了
白山黑水的所有大小边防哨卡， 解决
了边防部队武器装备抗寒保暖、 巡逻
设伏等诸多困难及有关问题。 他任国
防大学政委、党委书记时，把教职员工
和学员的办公室、 宿舍、 教室都走遍
了， 他常说， 国防大学虽是大军区一
级，但要采取团一级的工作方法。从军
长到总政主任、 从北京军区到沈阳军
区，从部队到国防大学，他不但关心部
队的干部、战士，而且关心部队的随军
家属。每到一地，他都要挤时间到家属
区挨家挨户探视， 到每一个干部家里
走访， 问寒问暖， 对了解到的营房保
暖、托儿上学、用煤用水、购物储菜、烧
火做饭等问题， 无不指示有关部门一
一及时加以解决。 公务员吴新泉住在
楼外平房，上世纪

60

年代，苏北的冬天
异常阴冷，部队发的棉被很单薄。一天
晚上已是深夜

12

时，父亲看完书，信步
来到小吴的宿舍， 一进门就感到寒气
逼人，只见小吴在床上缩成一团，他转
身上楼， 把自己的军大衣拿来盖在小

吴身上……

父亲对自己要求甚严，近乎苛刻。

他惜粮如金， 我们至今吃饭总是把碗
中的米粒刮得干干净净， 把掉在饭桌
上的饭菜捡的无一漏网， 这都是源于
父亲的言传身教。大哥李和平结婚时，

向家里提出要
500

元，被从未给他写过
信的父亲知道后， 为此专门写了一封
信给他（也是给他写的唯一一封信），

不但批评还剖析了他的贪图虚荣和特
殊化的思想，结果，他没有从家里要到
一分钱， 只是母亲在家中操持办了一
桌酒席……

父亲一生视学习如生命。 从红军
时期起，他就为了革命事业，养成了孜
孜不倦刻苦学习的习惯。 无论是战争
年代， 无论是和平建军时期， 无论是
“文革”的动乱岁月，无论是改革开放
的日子，从战士到军委领导，从普通党
员到中央副主席，从少年到老年，他无
不是抓、挤、插，利用一切点滴时间，如
饥似渴地学习政治、思想、军事、科技
乃至文化、经济、社会、生产等各方面
知识。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依然抓紧一
切时间学习。我们去看望他时，经常见
他拿着红蓝铅笔在看书， 不时地写写
画画。 夏日炎炎，

80

多岁高龄的父亲，

也经常是一边扇着扇子， 一边专注地
看书。

我们的父亲———李德生， 就是这
样一个从大别山走出来的， 既普通又
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儿子！

亲爱的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李和平李南征李远征李雅
雅李晓沪李优优

（据《北京晚报》）

一棵大树的传奇

———怀念李德生将军
陈有才

一棵麻栗树
长在大别山一个
叫金龟山的岭头上
这是李德生将军的诞生地
将军小时候在这儿放牛
牛儿去吃青草去了
童年的将军攀上大树
在像一只手掌的树桠上睡觉
谚语说
人是一盘磨
睡倒就不饿

将军就是从这树桠上下来时
同红军一路下江南的
转战几十年麻栗树未动
将军却走遍了全国
每当家乡乡亲去看望他时
他都要问那棵麻栗树还在吗
乡亲们回答他还在呢
将军此时总像在自言自语
它是在盼望我回家呢

乡亲们都把这棵麻栗树
看成是将军本人了
他代替将军站在故乡的山头
期望家乡年景一年好似一年

民间传说
1958

年大炼钢铁时
也有人想把这棵大树搬进小高炉
一斧子砍下去
雷鸣电闪
砍树的人吓跑了
至今树上还留下一个
电闪雷鸣般震撼人心灵
的疤痕

一棵大树
永远矗立在故乡人民心中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河南
文史馆馆员、信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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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将军，您永远活在家乡人民心中！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共
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
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原委员，总政治部原主任，北京
军区原司令员，沈阳军区原司令员，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德
生同志因病于

2011

年
5

月
8

日
15

时
20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6

岁。

当中央电视台在
5

月
8

日的新闻联播中播出这条消息后，李
德生将军的家乡———信阳新县的广大干部群众、亲友乡邻、曾经
获得李将军帮助的家乡企业、学校以及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连日
来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缅怀追忆
李将军，感念李将军一生为国家、为家乡做过的那么多事情。

家乡干部：

化悲痛为力量把家乡建设的更加美好
获悉李德生同志逝世的消息后，市委书记王铁，市长郭瑞

民，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王道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姚铁璜
等市领导先后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哀痛之情，王铁、郭瑞民、姚铁
璜等市领导还专程赶赴北京，看望慰问李老家属，参加李德生
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

在李德生同志的家乡新县， 在得知老将军逝世的消息后，

县委专门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在全县以不同方式组织纪
念会、座谈会、开展悼念活动，以多种方式缅怀李老的丰功伟
绩，寄托家乡人民的哀思；在新县烈士陵园设立悼念灵堂，悬挂
李老遗像，在陵园门口悬挂横幅———李德生同志永远活在家乡
人民心中；县级领导冒雨前往灵堂悼念，县委、县人大、县政府、

县政协、县武装部主要领导赴京悼念李将军，并参加遗体告别
仪式，看望慰问李老亲属。

“李老是家乡人民的骄傲和自豪， 他生前一直关注着家乡的
发展，关心家乡人民生活，惦念着家乡的建设，为家乡办了很多好
事、实事。京九铁路经过新县，羚锐制药成功上市，新县一些医院、

学校、道路、粮库等重大项目的建设乃至信阳一些重大项目建设，

都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他还非常关心新县下一代的成长，

生前多次过问、联系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捐资捐助，建设图书馆，

扶持贫困学生等，都凝聚着李老对家乡人民的深情和厚爱。”

在北京参加李德生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之后，新县县委书记
詹玉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话语几度哽咽：“连日来，家乡人民
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李老对家乡人民的关爱和帮助，永远铭
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学习李老崇高的革命
精神，继承发扬李老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认真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把老区新县建设得更加美好，让将军之光永远辉煌
新县，不辜负老首长对家乡的期望。”

家乡亲邻：

没顾上吃一口俺煮好的荷包蛋
李德生将军去世了，家乡的很多人在悲痛之余，都在回忆

将军返乡时的情景。

李德生从参军离开家
乡直至去世， 总共回过

4

次
家，分别是

1936

年、

1948

年、

1993

年和
1995

年。

“

1993

年那次回家，李
将军很精神，自己爬山来到
父母、爷奶坟前，而

1995

年
的最后一次回家，老将军身
体已不太好，是在两位警卫
人员的搀扶下， 上山祭拜
的。在坟前祭拜后，老将军
又回到村里，来到曾经住过
的牛棚前， 表情很沉重，只
说了一句，样子变了。”

陈店乡胡子石村村支
书李德意介绍说：“李将军
当年住过的牛棚，在

1994

年
因发大水冲掉了，县、乡有
关部门在原址靠后部位，重
新建了一座。把以前的土坯
瓦房改建成了青砖瓦房。建
成后李将军觉得已经不是
当年的那个牛棚，找不到那
种感觉了，所以才会神情茫
然地说出那句话。”

李德生的同村邻居陈
店乡胡子石村李洼村民组
组长李念国向记者介绍说：

“李洼村出了这么一位将
军， 是我们全村的光荣，将
军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

也为家乡做了大量的贡献，

得知老首长逝世的消息，乡
亲们都流下了眼泪。我们按家乡的风俗自发地在老首长故居布
设了灵堂，举行了追悼会，怀念老首长光辉的一生。故乡的人民
以老首长为荣！”

陈店乡党委书记胡峰介绍说，近年来，陈店乡争取上级建
设项目资金

5000

多万元，离不开李老的帮助，这些建设资金用
于兴建水利设施，修桥筑路，建设新农村。家乡面貌焕然一新，

改革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如今，家乡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
们永远不忘李老的关怀和帮助，我们将以百倍的努力建设更加
美好的明天！

虽是自幼离开家乡，但老将军对家乡的感情，对家乡后代
的关爱丝毫不减。

据介绍，新县陈店乡中学、胡子石村小学这两所学校的建
设， 都与老将军有着很深的渊源。 陈店乡中学建设资金

600

万
元，是老将军争取来的上级资金和社会捐款，而胡子石村小学
是老将军几个子女捐款建设的。老将军还亲笔为这两所学校题

写校名。 后来老人还想为家乡建一座图
书馆。为此，老将军捐出了自己的

2

万册
藏书， 而他的子女也都领到了一个任
务———为图书馆建设筹集资金。

李洼村村民李念强则向记者念叨以
前老将军为家乡做过的事情： 上世纪

70

年代，村民打米还是靠人工推磨。时任安
徽省革委会主任的老将军知道后， 给村
里送来一台打米机。当时附近几个村，包
括箭厂河公社都没有打米机， 听说李洼
村弄来一台打米机， 方圆十几里的农民
都挑着稻子前来打米， 确实方便了不少
乡亲。

老将军的弟媳胡永秀在得知李将军
逝世后，多次痛哭不已，她一再说那年将
军回来没有顾上吃她做好的荷包蛋，让
她十分过意不去。 据胡永秀回忆说，在
1993

年，她第一次与老将军见面，是老将
军回李洼村。第二次一走进屋里，老将军
立刻认出了她，主动上前问好。然后就和
闻讯赶来的乡亲们攀谈， 老将军情绪很
高，给大家讲起了当年吃树皮、啃皮带的

艰苦生活，他说着说着就哭
了， 给大家讲了两个多小
时。在这期间，胡永秀跑进
厨房， 下了两锅荷包蛋，但
是端到老将军面前后，他却
都分给了乡亲们。 临走时，

老将军对胡永秀的孩子说，

他喜欢吃家乡的白花菜，让
他弄点带过去。后来，胡永
秀的儿子专程去北京，给老
将军送去他最喜爱的新县
白花菜。

家乡企业：

李老是羚锐公司
的大恩人

“惊悉李老因病辞世的
消息，我一下子懵了，如果
不是荧屏上的讣告滚动播
出， 我真不愿相信这是事
实。” 羚锐制药董事长熊维
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悲痛
地说。他告诉记者，羚锐制
药从当初的作坊式小厂，发
展成为一家资产逾

10

亿元
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凝聚了李老太多
的关怀和厚爱。

据熊维政介绍，

1995

年
5

月
20

日， 李老回到家乡新
县视察工作，在随行人员的
陪同下深入羚锐制药生产
车间参观、指导工作。熊维

政当时任公司的总经理，李老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后，非常高兴，

勉励企业加快发展，成为带动新县脱贫致富的龙头企业，并书
写了“羚锐制药、再创辉煌”的题词，使企业员工大受鼓舞，坚定
了把企业做强做大的信念。

虽然时隔多年，但对于熊维政来说犹如昨日。“在李老的支
持和关怀下，羚锐制药于

2000

年
10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
功上市，发行

A

股股票
4000

万股。如今，羚锐制药没有辜负李老
的厚爱，在北京、上海、武汉、郑州、信阳等地控股、参股

10

余家
企业，拥有多个科研、生产基地，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的产业
链条，成为带动老区新县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企业。”

“李老是大别山的儿子。他的逝世，我们深感悲痛，李老的
卓越功勋和光辉的人格魅力，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永远激
励着我们，永远为我们所缅怀。”这是记者采访熊维政时，他反
复说的最多的话。

5

月
11

日上午，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主管以上
管理人员赴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将帅馆，沉痛哀悼李
德生将军。

家乡各界：

为国为家李将军德高望重
家乡各界人民在惊悉李将军逝世的消息后，分别通过不同

形式表达对将军的哀思。

5

月
12

日上午， 新县法院
63

名干警在新县鄂豫皖革命烈士
陵园举行悼念活动，沉痛哀悼李德生将军。

1998

年，在李德生将军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新县法院争
取到中央国债和省财政专项资金

260

万元，建成一座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的七层审判综合楼， 解决了多年来制约法院发展
的硬件难题。在新楼落成之际，李德生将军亲笔题写了“清正
廉洁，为民服务”八个大字，寄托了将军对家乡法院的深厚感
情和殷切期望。如今，镌刻在法院门墙的“清正廉洁，为民服
务”已成为新县法院的院训，它像一面镜子时刻警醒和激励着
广大干警。

一位叫清风两袖的信阳网民特书挽联，以表对老将军的哀
思之情：“参军家乡，过雪山草地，战太行，进军西南，赫赫奇功
上甘岭，保家卫国，名垂千古；报答桑梓，修京九铁路，跑项目，

上市羚锐，焕然一新新县城，激励后人，风范长存。”

清名誉时长，正气流芳远。

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信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陈有才在惊
悉李将军逝世的消息后，当晚夜不能眠，辗转反侧，饱含深情地
写下了一首小诗“一棵大树的传奇”，以怀念李德生将军，诗中
写道：一棵麻栗树，长在大别山一个叫金龟山的岭头上，这是李
德生将军的诞生地……一棵大树，永远矗立在故乡人民心中！

在
８０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 李德生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
耿，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社会主义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事业。李德生
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
献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革
命精神、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为党
和人民事业建立的卓越功绩将永载史册！

李将军为国为家，堪称德高望重，他永远值得包括家乡人
民在内的全国人民所敬仰和爱戴。

敬爱的李德生老首长，您永远是家乡人民的骄傲！

敬爱的李德生老首长，您永远活在家乡人民心中！

数千群众赴八宝山送别李德生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景癑）今天上午

10

时
30

分，共和国
上将李德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
公墓举行。数千名各界群众从四面八方赶
来送别李德生同志。送行人群中，不乏坐着
轮椅、带着助听器的耄耋老人，不少人眼中
含着泪花。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
事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
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
席，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
军委原委员，总政治部原主任，北京军区原
司令员，沈阳军区原司令员，国防大学原政
治委员李德生同志，因病于

2011

年
5

月
8

日
15

时
20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6

岁。

记者上午
9

时到达八宝山革命公墓时，

已有不少群众在门口排队，排在第一位的
吴宏先生，昨晚特地从山西长治赶来，他
说，自己的奶奶和李老的妻子是亲戚，因此
和李德生将军有过一些接触。在他的印象
里，李将军就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
爷爷，没有丝毫官架子，但当自己犯错时，

他也会变得非常严厉讲原则。

在送行人群中，有一群老人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他们大都满头白发，有的已经步
履蹒跚。据了解，这些老人都是李德生在抗
美援朝战争时任中国志愿军

12

军
35

师师长
时的部下。曾任

35

师团长的谭笑林老人今
年已经

91

岁高龄，他告诉记者，李德生给他

留下最深的印象是， 老首长对工作非常细
致，在指挥作战时，会不顾危险，亲自去前
方实地察看地形， 然后征求意见进行战略
部署，好几次都差点送命。曾经

35

师的侦察
科参谋周导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告诉记者：

“这种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可能就是李将
军具备超强作战指挥能力的秘诀， 任上甘
岭战役前线总指挥， 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
国克拉克和范佛里特将军， 这是非常了不
起的。”说到这里，周导老人情不自禁地竖
起了大拇指。

记者发现，在人群中，还有不少戴着红
领巾的少先队员，

他们来自河南、河
北、 天津等各地小
学的英雄中队。据
悉， 这些全国少年
英雄中队是由中华
爱国工程联合会组
织成立， 这个联合
会是李德生亲自创
立的全国性民间团
体。作为驰骋沙场、

戎马一生的老将
军，李德生认为”将
军之志岂止在战
场”，应该深入贯彻
中央的精神， 有责
任广泛团结海内外
的爱国团体和人

士，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努力。于是
他坚决表示要创办一个伟大的爱国事业，

当时，耿飚、王光英、雷洁琼、程思远、迟浩
田等德高望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各民主
党派领导人、 及一批著名的爱国人士积极
发起和参与这一筹备工作。目前，中爱联已
走过

16

个年头， 在社会各界激起了爱国报
国热潮。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今天约有两三
千人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送别， 尽管天
气炎热，许多群众顾不上

30

摄氏度的高温，

早早到现场排队。在门口的留言簿上，大家
纷纷留言， 表示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思念之情， 诗人牧青现场作诗表达对李
老的缅怀之情：李桃满天帅星高照，德高
九重文武天骄，生死为国上甘风铎，龙盘
虎踞名耀神州。李主席功儒将风将，德韵
九重龙吟虎啸，生当人杰人民爱戴，仁厚
乾坤红色云涛。

□

本报记者赵雪峰向炜

198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的李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