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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总以为， 农民出身的
军事干部都是一介武夫，其实不是这
样的。在我看来，会打仗的军事干部
不但要勇敢，还要有智慧，曾听妈妈
说过：战争时期，爸爸接到作战任务，

如果时间紧迫，立马就会在简单的地
图上用拳头丈量出距离，很快算出需
要以什么样的速度才能在规定时间
赶到目的地，每一步都不能算错，否
则后果可想而知， 而当年他们的计
算准确率是极高的。 我爸爸很能打
仗，也很勇敢，他任团长的时候，他
们团是主力团，特别能打攻坚战、运
动战……” 这是叶道友将军的女儿
叶萍在回忆父亲时说的一段话。

常受地主欺凌小小年纪投奔
革命

1914

年， 叶道友出生在河南新
县郭家河土门村一个贫农家庭，父
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留下
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叶道友
10

岁那年， 他便开始到地主家做工
贴补家里。

叶道友干活非常勤快， 也很懂
事，白天他在地主家干活，晚上就帮
家里干活。 为了减轻母亲的家务负
担，每到晚上，他就一个人到附近的
山上去砍柴，为此，家里的柴火从来
没有短缺过。

虽然叶道友勤快懂事，依然摆脱
不了被命运捉弄。有一次，地主家的
儿子仗着自己是地主的儿子，就欺负
叶道友，叶道友虽然出身贫寒，却有
着强烈的自尊心，所以气不过就和地
主的儿子打了起来。这事很快被地主
知道， 地主当然舍不得自己的儿子，

于是就拿棍子把叶道友打了个半死，

叶道友回家很多天以后伤口才恢复。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叶道友幼小的心
灵受到强烈冲击，他决定改变自己的

命运，于是离开了家乡。在
13

岁那年，他来到了湖北黄安麻
城， 当时这里的农民正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发动一场起义，

历史上称为黄麻起义，叶道友参加了“黄麻起义”，加入了
这支农民赤卫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9

年，有红军
经过这里，向他们宣传了进步思想，叶道友于是跟随农民
赤卫队加入了红军，开始了漫长的革命之旅。

作战聪明机灵所带部队常以少胜多
在部队里，叶道友表现得非常聪明机灵，从跑腿的通

讯员、勤务员，渐渐当上了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副
营长， 最后成为一名团长。 参加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
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
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

在战争中，叶道友用他的机智勇敢，打了一次又一次胜仗。

1932

年，在陕西岔河口战斗中，叶道友奉命率一个连
阻击敌人两个团的兵力，掩护全军转移。叶道友提出“有敌
无我，有我无敌”的战斗口号，调动出全体战士的勇气和斗
志，经过两小时惨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七八次进攻，顺利
地完成了任务且伤亡不大，这在当时是个奇迹。接着在陕
北长山战斗中，他又带一个连的兵力攻取盘踞在山头上的
敌人一个营，不但攻占了山头而且歼灭了大部分敌军。

1942

年， 叶道友率领独立团在台儿庄附近打游击，地
处日伪军四个据点之间，不但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武器装
备更是相差很多

,

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灭。但叶道友机智
灵活，善于用兵，声东击西，指挥果断，短短几天就拔除了
敌人的据点，并击毙俘虏日伪军

300

余人，彻底打破了日伪
军的包围圈，全团受到师部的通令嘉奖。不久我军有两个
营在淮北九顶山被日伪军四个团包围，当时我军正处在困
难时期，如果再失去两个营就等于是断了左膀右臂，但又
抽不出部队去营救，硬碰肯定是不行的，只能智取。打蛇打
七寸，叶道友决定率一个营悄悄地直插敌人心脏，包围了
指挥部，很快就消灭了敌人的指挥部，俘虏了敌指挥官团
长及三百余人， 我军一个营就击溃了日伪军四个团的包
围，营救出了兄弟部队两个营。再次受到师部的通令嘉奖。

叶道友带的团以作风顽强、善于攻坚著称，不管是新
四军第

4

师的
34

团，还是华中野战军第
9

纵队的
77

团，都是
军中的主力团队，一次次完成了以少胜多的攻坚任务。

打仗时易红眼常使领导挂记安危
叶道友的上司兼战友饶子健曾经评价他：“打仗很勇

敢，但打起仗来容易红眼，叫人挂记。”

1947

年
5

月中旬的一天， 国民党军整编第
4

师一个团，孙
良诚部三个团，第

60

旅一个团，共
5

个团的兵力，分别从泗阳
众兴、淮阴顺河集等地出动，向我淮泗地区扑来。为了粉碎国
民党军的“清剿”，我军采取了“敌进我进、声东击西、内线坚
持、外线迂回跳圈子”的战术，和敌人不停兜圈子。就这样在
濉河两岸兜兜转转一个多月，战士们都累得不行，有的战士
甚至边走边睡，摔一跤爬起来再走再睡。

6

月
20

日，天刚蒙蒙亮，我军回到了泗阳县朱岗，国民党军
还在屁股后面追，一炮一炮打得慢慢腾腾，看样子也不像是大
股敌人。这条“尾巴”很讨厌，甩又甩不掉，避又避不开，弄得大
家十分恼火。这时叶道友忍不住了，就主动找饶子健说：“司令
员，揍他一下怎么样？”饶子健考虑了一下：“好吧，我带一部分
部队前面走，你在后面打埋伏，打了就撤，我在前面接应你。”

过了一会儿，后面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因为叶道友在战
场上太过勇猛，常常不顾危险往前冲，饶子健就有点担心他
的安危，于是命令部队去接应他们，走了不多时，就听到枪声
停止了，只见叶道友兴冲冲地走过来，向饶子健汇报：“这一
仗打得干净利落，缴获一门六零炮、五挺机枪、一千余发子
弹，毙敌连长以下四十多人，俘虏十多人，把敌人一个连灭掉
了。”有了这一仗的胜利，战士们的士气也大涨，他们高兴地
说：“只要能消灭敌人，再走几百里也不累！”

就这样在和敌人一年多的“拉锯跳圈子”的艰苦岁月里，

广大军民靠着不怕牺牲、团结奋战的精神，终于渡过了重重
难关，在淮北大地上站稳了脚跟。

生活中很细致哪个孩子没吃上水果也记得
女儿叶萍在回忆父亲时说：“像我爸爸这样贫苦出身的

孩子，小时候虽然没认几个字，但其实非常聪明。我们后来曾
经翻到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学习时的数学作业本，发现他的数
学成绩全是满分

5

分， 所以他能在地图上用拳头丈量距离并
很快计算出到达时间，而且还要考虑周边各种复杂环境。”

叶道友在生活上非常细致，特别讲究卫生，衣服总是喜
欢干干净净，笔笔挺挺。叶道友在

1961

年就因胃癌去世了，儿
女们和他在一起的机会虽然不多， 但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

儿女们至今难忘。

叶萍说，父亲很喜欢孩子，也很会关心我们，如果夜里听
到哪个孩子咳嗽，第二天早起会亲自找好病历交给妈妈并嘱
咐她一定要带孩子去看医生，吃饭时要是发现谁少吃了一个
馒头什么的，就会追问原因。记得有一年，父亲术后在杭州疗
养，寒假我们去看他，是晚上到的杭州，父亲为我们准备了一
些水果、糖果。见到父亲我特高兴，兴奋得没顾上吃。当我躺
在床上准备睡觉时，父亲来了，手里拿了一小碗切成丁的水
果说：“小妹妹（父亲一直这么叫我）刚才没有吃。”然后把水
果递给我就走了，我高高兴兴地把水果都吃了，至今想起来
心里都暖暖的。可见父亲的心有多细。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比较严的，大哥叶田小时候出了
名的调皮，父亲对他的管教也更多一些，只要父亲在家，大哥
的作业他都会检查，还经常亲自与学校老师取得联系。父亲
常说，现在条件好了，不能忘本，将来你们都要去农村、工厂
锻炼；还说我们家起码要出三个大学生。父亲希望我们都能
上大学，将来报效国家成为有用的人。

铁汉也柔情对乞丐总是倾囊相助
叶萍说，虽然父亲对我们很严，脾气也非常大，但内心非常

善良。“爸爸参加革命离开家后， 奶奶曾经一个人讨了
８

年饭。爸
爸可能心存深深的愧疚，以至于以后看到讨饭的人，他都会倾囊
相助。有件事我印象很深，住在上海的时候，一天我们家刚准备
吃饭，由于院门没关好，进来一个讨饭的男人，正巧阿姨上了一
盘红烧鱼，只见爸爸毫不犹豫地抓起那盘红烧鱼快步上前，一下
子全倒进那人的碗里。这样的场景我记得好像不止一次。”

叶道友的战友们对他的感觉也是“平易近人、 和蔼可
亲”， 曾经和他在华东军区海军共事过的陈华锋和马国斌两
位老战士就说：“司令员一直都很平易近人， 没有官架子，对
下属也十分关爱。”

叶萍也曾听父亲的战友讲过， 父亲对下属是很关心的。

在舟山，他经常去山上看望战士，对战士很好，对干部就比较
严。当年有一个年轻干部谈恋爱，对方怀孕了，那个年代未婚
先孕是生活作风问题，大家看得很重，部队要处理他复员回
家，但这会给他将来的发展带来不好的影响。报告交到父亲
那里，他说：“年轻人一时冲动。”于是就批了让他们结婚，这
样，那个干部就可以安心在部队继续工作了。

叶萍说：“其实我们做子女的对父亲的生平事迹可以说
知之甚少，他去世时我才十岁，知道的片段都是生活中的小
事，但这些小事至今令人难忘。”叶萍依然还记得父亲查出胃
癌后忍受痛苦的样子。

1960

年，叶道友查出得了胃癌。这个病后期很痛苦，完全
丧失了消化功能，每日剧痛，饭一口不能吃，叶道友住的是隔音
病房，但他痛得满床翻滚也从不哼叫一声。“爸爸是个真正的硬
骨头。”叶萍说，“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有

51

年了，他高尚的品德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对我们点点滴滴的浓浓父爱，永远温暖
着我们的心。” （摘自《现代快报》 戎丹妍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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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叶道友（

1914

—

1961

）：河南省新
县郭家河土门村人。

1927

年参加湖北省红安县赤
卫队大队任勤务员、 通讯员。

1929

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

年
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
农红军第

25

军第
73

师第
223

团排长、副连长、副营
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
队第

1

大队大队长、团长，新四军南进支队第
2

团
营长，新四军第

3

师第
9

旅第
26

团营长，新四军第
4

师第
9

旅第
25

团副团长，新四军淮北军区第
4

师第

34

团团长。参加了反“扫荡”、反顽斗争。解放战争
时期，任华中军区第

9

纵队
77

团团长，淮北军区独
立旅副旅长，第三野战军第

34

军第
101

师师长。参
加了淮海、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华东军区海军第

4

舰队副司令员， 江阴要塞司令
员，海军淞沪基地副司令员，海军淞沪水警区司
令员， 海军舟山基地副司令员。

1961

年晋升为少
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

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61

年
12

月
21

日在上海
逝世，安葬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

河南六旬“讨薪志愿叔”

５赴唐山替４００多位农民工讨薪６００余万元

河南濮阳
６０

岁的农民赵俊方， 今年
８

月以来
５

次奔赴唐山，替
４００

多位农民工讨
回了

６００

多万元的血汗钱。此前，赵俊方同
这些农民工素不相识， 仅是一个求助电
话，他就踏上了助人讨薪之路。

被网民称为“讨薪志愿叔”的赵俊方，

引发了网民的广泛赞扬和敬佩。 同时，网
民也希望政府部门能在此类民生事件中，

更多主动作为，更多承担责任，让“讨薪志
愿叔”也能歇一歇。

一个电话，他就踏上了替农民工讨薪
的道路

今年
８

月
２３

日， 赵俊方在老家接到了
一个求助电话，电话是河南民工马艳伟打
来的。今年

３

月，马艳伟带着上百人到唐山
打工，和来自四川等地的其他劳务队共同
负责唐山一个房产开发项目的基建工程。

今年
８

月，工地停水停电，工人停工，

但是他们的工钱却一直未能兑现，

１８０

多
名工人被困唐山。无意间，马艳伟从网上
看到了赵俊方以前帮助人的事迹，走投无
路之下，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赵俊
方的电话打了过去。

令马艳伟没想到的是，打过电话第二
天，赵俊方就赶到了唐山。核实欠薪事实
后， 赵俊方和几名民工代表就找到开发
商、建筑商讨要说法，奔波几天，事情没有
明显进展。为这事，赵俊方前后跑了

５

次唐
山，与民工同吃同住，伙食就是清汤面条。

在老赵的努力下，事情引起了唐山市委市
政府的重视，并成立了调查组解决欠薪问
题。

今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经过赵俊方多方奔走

和唐山多部门的共同努力， 来自河南、四
川等地的

４００

多名农民工终于拿到了共计
６０６

万元的血汗钱，其中，包括马艳伟带领
的
１８０

名河南农民工的工钱共
２１６

万元。

１１

月
６

日， 马艳伟和四川劳务队的负
责人杜军同赵俊方相约在郑州见面，专门
送来一面锦旗，不少农民工兄弟也给他写
了感谢信，上面写道“会永远记着你的名
字”。

“我就是农民， 深知农民工打工挣钱
不容易。”赵俊方说。

一副好心肠，“好人老赵”善事足迹遍
全国

接过农民工送的锦旗，赵俊方并没有
返回濮阳老家，而是马上乘坐火车赶往了
四川遂宁。他说，那里有一个村子曾因为
道路不通，水果卖不出去，村民向他求助，

他
２００９

年的时候去看过一回，后来通过一
些渠道把情况反映给了当地政府后问题
基本得到了解决，这次是政府邀请他过去
看看问题解决的情况。

在家乡， 人们称赵俊方为“好人老
赵”。身为普通农民，赵俊方用自己在窑场
等地打工挣的血汗钱资助了

１９

位贫困生，

这些贫困生中的
１４

人已考上清华、北大和
人大等知名学府， 他也因此成为

２００５

年
“感动中原十大新闻人物”；又因千里护送
素昧平生、 在异乡去世的老人“叶落归
根”，成为

２０１１

年“感动吉林十大人物”；还
因汶川震后赴灾区抗震救灾入选了首批
“四川好人”。

事实上， 他也曾因做善事引发过争
议。他的孙子小时候因不慎掉进油锅烫伤

需多次植皮， 他却将好心人捐来给他孙子做
手术的钱拿出去资助了贫困学生。 他的这一
举动，不仅引发了网友的争论，也招致了家人
的不满。所幸，后来有医院免费为他孙子做了
植皮手术。

争议过后， 赵俊方继续着自己做善事的
脚步。他到洛阳为年过九十，却无人赡养的老
人洗脸、洗脚，希望能感化老人的孩子；汶川
震后， 他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成为一名救灾志
愿者，为官兵和当地群众义务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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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等灾害发生后，

他都是第一时间赶赴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赵俊方说，他是凭着自己的良知做事，一
步一个脚印，不掺一点假，也没有一点包装，

问心无愧。

一声追问，如何让“讨薪志愿叔”歇一歇？

关于老赵的诸多义举， 网民们毫不吝啬
地给予了赞扬。网民“小马喜羊羊”说，中国需
要更多这样的好人。网民“调查实习生”说，赵
俊方的善举让我们又一次收获了来自社会底
层的感动，坚定了对良知与爱的信仰。

不过， 也有网友在表达对老赵“志愿讨
薪”之举钦佩的同时，也发出追问：农民工本
来正当的权益，却要如此才能维护，有关部门
是否应该做得再多一些，好让六旬的“讨薪志
愿叔”好好歇一歇？

采访中，马艳伟告诉记者，虽然他们的工
钱已经发放，但目前还有上百万元的保证金、

误工费、材料费等没有拿到手，唐山市相关部
门仍在继续追索剩余欠款。

赵俊方说， 他也还在关注着唐山那边的
讨薪进程，将尽其所能提供帮助。

（摘自新华网李亚楠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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