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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自成

我的老家在郾城区裴城村东
头，一处原来三面环水的农家
院。这里走出我的叔叔苏进，我
和儿子苏红军三代军人。叔叔苏
进为开国将军，先是在国民党部
队，后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
争；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入伍，参加
过抗美援越战争；儿子苏红军改
革开放后从学校走进军营。三代
军人经历过不同的岁月，分别见
证了我国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

修缮老宅院

2005 年 春 季 ， 我 已 经 退
休，老家的院子因为长久无人居
住成了危房。一天，我把儿女们
召集到一起说想修缮老宅，大家
一致赞成。我们从西山买来石
料，聘请襄城县红石店村李代红
师傅带领的工程队，沿祖居老宅
北、东、南三面临水地带，筑起
63.8米长、16层高的条石基础，并
在此基础上垒起总长度达 81 米
的红砖院墙。院墙建起后，又聘
请裴城村芮汉正师傅带领的工程
队，将土墙老屋按照修旧如旧的
原则进行修缮，在老门楼前又盖
座新门楼，对原门楼和老屋加以
保护。

老红军、军内著名书法家，
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得
知消息后，亲笔为老屋书写“苏
进故居”四个大字。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漯河市
人民政府将苏进故居定为漯河市
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苏进故居主房门对着
的墙壁正中央，挂着毛主席和苏
进将军亲切握手的巨幅照片。左
右两侧套间的墙壁上，分别挂着
苏进与家人的合影，战争年代苏
进在战场上与高级军事指挥人员
的合影，苏进荣获一级八一勋
章、一级民族独立勋章、一级解
放勋章、一级红星勋章等照片。
主房两侧套间内和厢房里，摆放
着苏进及家人使用过的桌、凳、
床铺等。即使如此，因为场地限
制，苏进生前遗物中，展出者也
不及十分之一。

漯河市委组织部机关党总支
第三支部，郾城区委组织部，裴

城镇党委，裴城村党支部，分别
在苏进故居进行多次党员理想信
念教育活动。裴城村小学及裴城
村周边学校，师生们多次到苏进
故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社
会各界尤其广大青年，到苏进故
居参观后，纷纷表示继承我党我
军优良传统，增强国防意识，在
祖国需要时，争当合格军人。

有朋远方来

进入新世纪，经中央军委批
准，苏进将军被选入《中共党史
人物传》 之高级将领传。2006
年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参谋部派项波逸女士和朱军同
志，到郾城区史志档案局查阅苏
进将军相关历史档案，搜集有关
资料，但郾城区史志档案局并没
有多少苏进将军的相关历史档
案。项波逸女士和朱军同志打听
到我的住处，便上门找我。我陪
两位客人到苏进故居参观，又邀
请本村和苏进生前有过交往的老
人座谈回忆苏进投笔从戎之前的
家境和生活、劳动、学习的情
况。客人临别时，与我在苏进故
居大门口合影留念，我也把郾城
区政协文史资料第6期，登载我
写的有关苏进将军的一篇文章，
交给项波逸女士。

2013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
领传》 第 21 卷上，收录了项波
逸女士撰写的《苏进传》。

此前，西柏坡纪念馆的赵福
山同志，于1998年9月致函郾城
区史志档案局，请求函告“苏进
同志的生卒时间、出生地、生
平”。郾城区史志档案局将此函
转交给我后，我按来函要求事
项，及时向赵福山同志复函。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了西柏坡
纪念馆的工作。

做个拓荒者

1945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
在建立与扩大东北解放区时，开
始接收日伪铁路管理机构。他们
先后在东满、西满、南满地区及
中长铁路等铁路上，组织了武装
护路部队，并于1946年6月，正
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
部。同年 12 月改称护路军司令
部，苏进任司令员，总部设在哈

尔滨。从此，护路军担负着东北
地区约 5000 公里铁路沿线的护
路、剿匪、反特、抢修任务。为辽
沈战役胜利，为新中国铁路建设，
尊定人才、技术、装备物质基础。

1961年，我从漯河应征到铁
道兵（铁道兵对前身即护路军）服
役。在毛泽东主席的故乡，修娄
（底）邵（阳）铁路。1965 年7月，
我部奉命抗美援越，到越南北方
莱州省封土县修筑至我国云南省
老街的10号战备公路。

复员回到原籍参加工作后，
我偶然看原护路军司令员苏进写
的《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的历史
贡献》，以及和郭维城、徐斌等
5 人合写的 《金戈铁马任驰骋》
这两篇回忆文章。心想，我和护
路军前辈，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的
战争环境中，为了人民的利益，都
舍身忘死地修过路。“路”，缩短了
我和护路军前辈的时空距离，也
为我提供了创作的资源，触发了
创作灵感，截至目前，我军描写军
事编制序列的各类作品涉及有红
军、八路军、新四军、志愿军、西路
军、远征军等，唯独护路军这个题
材是未开垦的处女地。

我愿做个拓荒者。下定了决
心，我远赴北京采访原护路军司
令员苏进的警卫员吴松亭老人；
写信、打电话向住在杭州原《护
路报》的编辑吴大中老人求教。
在儿女的陪伴下，我又到东北大
地。沿着护路军前辈们走过的
路，寻觅他们创下的伟业遗迹。
我看到当年由宽轨改准轨的铁
路；触摸到现今岿然屹立的陶赖
昭铁路松花江大桥；和当地群众
座谈护路军施工情况；到哈尔滨
市南岗区，参观护路军司令苏进
与苏联茹拉伏廖夫少将工作过对
地方……又查阅了解放战争初期
敌我双方军事史料。

历经数年，无数个暗夜黎明，
电影文学脚本《护路军》终于在我
这个从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教育
和训练的老军人手下诞生。

写作不是我的强项，但将老
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记录下
来，传承下去，这是我的使命。
正如对苏进故居的修缮和维护，
那不仅仅是对一处农家院的亲情
挂念，更多的是三代军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感念和担当。

祖孙三代军营情

2018年10月24日 星期三 责编：赵娅琼 副刊生活 11
家庭纪事家庭纪事◎

□杨新伟

前几天回老家，看到父
亲正在清理他的自行车，这
辆自行车已经十多年没骑
了，放在家里的角落里，车
上落满了灰尘。父亲看着难
受，就把它推出来擦拭，经
过一番打理，这辆老旧的自
行车又有了焕然一新的感
觉。看着这辆自行车，想起
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艰辛，想
起了它给我带来的快乐，想
起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从我记事起，父亲每天
都要骑自行车上下班。我家
在郾城区商桥镇大杨村，父
亲在孟庙镇中原轧辊厂工作，
有四十多里的距离，每天父亲
往返奔波八十多里，不管严寒
酷暑，刮风下雨。特别是农忙
时节，父亲更要付出辛劳。当
时，我家有十多亩地，家里有
父亲、母亲、大姐、二姐四个劳
动力，我还小，哥哥要上学，
有些活儿母亲和姐姐们干不
了，只能父亲干，每年这个
时候父亲最忙最累。麦收时
节，上午父亲在地里忙了半
天，下午还要去厂里上班，中
午父亲会小睡一会儿。到了
两点半，不管再累，他都会马
上起来，简单擦把脸，急匆匆
地骑着自行车向厂里奔去。
一路上，父亲把车蹬得飞快，
进了厂大门，放好车子，直奔
二门，经常是腿刚迈进二门，
上班铃就响起，晚来一会儿，
就要迟到、罚钱，每天父亲都
是在这种紧张中度过的。现
在父亲的腿经常疼，医生
说，这是以前骑自行车落下
的毛病。

到了锄地的时候，如果
父亲上夜班，在地里干到下
午两点半，直接骑车去厂
里。如果父亲上白班，母亲把
锄带到地里，父亲下班后直接
到地里干活。父亲每天都在
路上奔波，时间不能耽误一
点。因此，父亲对自行车很爱
惜。平常只要有点空闲，就
给车胎打气，给车链上润滑
油，把链瓦和车胎间的泥去
掉，都是为了骑行方便，不
在路上给自己找麻烦。

当 时 的 乡 下 ， 物 资 匮
乏，平常是见不到什么的好
吃的。父亲总是在农闲时节
下班时给我带回来一些好吃
的，这些就成了我向小伙伴
们炫耀的资本。记得父亲下
班回家，刚走到胡同口，就开
始摁车铃，一听到铃声，我就
知道是父亲回来了，就飞奔到
大门口迎接。每年六、七月
份，各种蔬菜、水果上市的时
候，父亲下班回来总要带一些
西红柿、黄瓜、甜瓜，那时候，
我特别盼望听到那熟悉的车
铃声，因为一旦听到铃声，就
意味着有好吃的。

每年的寒暑假，我最渴
望的就是到父亲的工厂玩，
那里有很多好玩的，有画
报、有鲜花，是我儿时的乐
园。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
上，父亲带着我，一路上我
们有说有笑，我给父亲讲报
上看到的新闻，父亲给我说
为人处世的道理。感觉父亲
骑的自行车是那样稳当，这
辆自行车就像一匹骏马，欢
快地飞奔。有时，父亲骑着
自行车带着我到人民公园
玩，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飞
机，看到了老虎、狮子、长
颈鹿。

父亲的自行车给我带来
了很多欢乐，见证了我家的沧
桑巨变，它虽然只是一辆普通
的车子，却承载了很多、很多。

父亲的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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