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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玉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我市小伙谢扬扬通过各种途
径收藏了 20多枚抗美援朝纪
念章，向曾经参加过抗美援
朝的志愿军致敬。

谢扬扬是个“80后”，虽
然 没 有 经 历 那 个 火 红 的 年
代，但他心中却有一种特殊
的红色情结。多年来，他一
直在收藏红色藏品。谈及自
己收藏纪念章的初衷，谢扬
扬说，2018 年的一天，他发
现了一张姥爷穿军装佩戴军
功章的照片。听姥姥讲了关
于 这 枚 军 功 章 背 后 的 故 事
后，他开始热衷于收藏各类
军功章、纪念章，如今已经
收藏了200多枚。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谢扬扬开始寻找关于抗美援
朝的纪念章，目前寻找到了
两种，共 20多枚。虽然是一
些 小 物 件 ， 但 在 谢 扬 扬 看
来，这一枚枚抗美援朝纪念
章弥足珍贵。

“前几天，一个朋友找到
我说，他的爷爷是抗美援朝
老兵，因为纪念章丢失非常
遗憾，想买一枚抗美援朝的
纪念章，我就送他了一枚。”
谢扬扬说，他觉得自己做了
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有参
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
或他们的家人想要这种纪念
章，他可以免费赠送，以表
敬意。

小伙收藏20多枚
抗美援朝纪念章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10月 21日上午，抗美援朝老兵樊培源
家，郾城区委党校工作人员给他送来由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
章。接过纪念章，樊培源老人兴奋不已，亲
自将纪念章别在衣服上，和大家一起合影留
念（如图）。

樊培源老家在龙城镇，1949 年入伍，
当年他 17 岁，入伍后随部队南下参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樊培源又随部队去
了朝鲜。在朝鲜，他和妻子钟敏芳相识相
知，最终走到一起。1954年，他们在朝鲜
结婚。1969 年，樊培源和钟敏芳回到家
乡。樊培源在当时的郾城县委党校工作，
1984年因病离休。钟敏芳 1989年离休。夫
妇二人离休不离岗，继续发挥余热。他们经
常到机关、部队、学校作革命传统报告，以
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樊培源和钟敏芳事迹详见本报2020年
7月29日1版《老兵伉俪相濡以沫66载》

老兵收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0
月19日，记者在阴阳赵镇阴东村采访抗美
援朝老兵赵文远时，这位年近90岁高龄的
老人依然能完整地唱出这首志愿军战歌。

赵文远身材魁梧，面色红润，精神矍
铄。“父亲身体不错，平时走路不仅不拄拐
杖，还不让人扶。”老人大儿子对记者说。
老人听力不好，带上助听器和记者聊起抗
美援朝的经历时依然气定神闲、神采奕奕。

1952年，赵文远作为一名工兵战士随
军入朝。他们初到朝鲜就来到了开城。驻
地山多并有一条河流，团部就在河边。战
士们没有房子住，就在山上开挖山洞，以
班为单位，每个山洞驻一个班。他们还挖
了战壕，把每个山洞口连接起来，组成一

个完整的阵地。平时大家不但要修路架
桥，还要武装起来，以防敌人的骚扰。

那时候，美军将朝鲜的公路、桥梁作
为主要轰炸目标，以切断交通运输线。赵
文远和战友的任务就是去抢修那些被炸毁
的公路。有时候正修着，炸弹就扔下来
了，他们就躲到附近树林中隐蔽起来。

当时，赵文远和战友只有铁镐、铁锨
等简单的工具。公路被炸断，他们就回填
土石。为保证运输线的畅通，工程再难也
要想尽办法尽快将公路修好。如今，赵文
远在电视里看到那些铺路架桥的新机器，
常感慨今非昔比。

每天紧张的战争环境里，赵文远和战
友聊得最多的就是朝鲜战场形势。祖国人
民的支持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更增强了他
们的必胜信心。

“最难忘的就是去看常香玉的演出。”
赵文远说。当时部队战士都是轮流去看
戏。那天晚上终于轮到他，非常激动。天
色擦黑时，他就往剧院赶。“没有车坐，
只能靠两条腿走，我觉得走五六十里路才
到了演出地。”赵文远说。进了剧场，观
众坐得满满的，好多人为了离演员更近些
就席地而坐。常香玉带来的正是家喻户晓
的豫剧 《花木兰》。她动情的演唱和几乎
完美的表演技巧，引来观众一阵阵雷鸣般
的掌声。“当时观众都很激动，好多人都
流泪了。”赵文远说。

看完戏已是深夜，意犹未尽的赵文远
丝毫不觉得累，他轻声哼着曲子往回赶，
到驻地时天已经快亮了。

抗美援朝战争中，工兵在扫除障碍、
修建工事、保证交通畅通等方面做出了贡

献。哪里有需要，他们就赶往哪里。赵文
远老人说，他们不但要修路，还要排雷。
一次，赵文远他们班接到排雷任务，那里
地形环境十分复杂。他操起探雷器一步步
往前推进。不一会儿，探雷器便发出报警
信号，他知道下面就是一颗随时都会夺去
战友生命的地雷。赵文远慢慢地将探雷器
放在一边，俯下身子用手轻轻扒开泥土，
赫然看到一个菜盘大小的铁家伙，他确定
这是一枚压发雷。“我们经常学习工兵知
识，所以一看到这个雷我就知道是压发
雷。”赵文远说。随后他小心地解除了地
雷引信，继续拿着探雷器前进。

在执行任务中，赵文远不知多少次与
死神较量。记者问他当时是否害怕，赵文
远笑着说：“打仗就不能害怕。志愿军不
怕牺牲！”就凭着这股精神，赵文远和战
友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

1955年，赵文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并当上班长。1957年，赵文远复员
回村，成了一位农民。退伍不褪色，岗位
显风采。接下来的这几十年里，他当过大
队党支部书记，还带领乡亲们一起经营面
粉厂和机械厂。“母亲教育我们要爱国，
当兵光荣。俺家三个男孩都参了军。”赵
文远说。两个弟弟参军后都参加过抗美援
越战争。当时大队敲锣打鼓送来三个光荣
牌，在全村都引起了轰动。说到这些，赵
文远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如今退休在家的赵文远尽享天伦之
乐，但是部队的好作风依然没丢。“每次
村里党员开会他都到，为村里建设出谋划
策。他为人正直，在村里威信很高。”村
支书杨要林这样评价赵文远老人。

抗美援朝老兵赵文远

修路不畏难 舍生保畅通

赵文远赵文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