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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胡正元，1919年出生，1945年
参加革命，1947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胡正元今年已 97岁高龄，因为年事已

高，他不能很好地回忆起自己当初所在的部
队和一些战斗经历，只零星地记得一些事情。
采访中，胡正元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一名私
塾先生，属于文化人，在共产党部队里，有文
化的人都很吃香，在部队很受重用。”

出生在天山的胡正元在 3兄弟中排行老
二，是一名私塾先生。胡正元说，自己档案里
记录的是 1945年参加革命，但实际上 1944
年他就在老家断断续续地参加了抗日活动，
一直到 1945年正式加入地方游击队。

胡正元说，鬼子不熟悉乡下的情况，他们
的驻扎地点多选择在镇上或是城里，扬州城
就曾驻扎过许多鬼子。鬼子经常趁白天下乡
扫荡，因为游击队与鬼子军队相比力量悬殊，
只能跟他们打“游击战”。“那时候打仗奉行毛
主席提出的 16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
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胡正元说，敌人
人数多，游击队就会隐蔽起来，不让他们发
现；待敌人松懈时，游击队便会派人去城里袭
扰敌人。为了了解敌人的情况，防范敌人来
袭，每个乡、每个村都有情报员，也叫治安员，
他们每天都会去打探军情，每当有鬼子下乡，
他们都会提前敲锣打鼓通知大家。知道鬼子
下来，老百姓都非常害怕，特别是青壮年男子
会外出躲避，因为鬼子下乡除了抢粮外，只要
看见青壮年男子就会抓去当兵。
胡正元不仅会教书，遇到敌人时，打起枪

来也毫不含糊。胡正元说，一天，鬼子下乡，因
为人数不多，他们便与鬼子正面交战。当时，
胡正元躲在坟墓旁，有的战友躲在沟子里，鬼
子一靠近，他们就拉响了地雷，紧接着便开枪
射击，鬼子们摸不清头脑，也不敢贸然前进，
只好转身逃走。“那次，我开了好几枪，有一枪
打中了一个鬼子。”胡正元说。

因为能识文断句，参加革命没多久，胡正
元便进入扬州甘泉县政府接受培训，重点学
习革命理论。1945年至 1946年期间，胡正元
在扬州甘泉古井任乡长、区员、副区长。抗日战
争胜利后，胡正元又随部队北撤到山东。1948
年至 1958年，他先后在扬州公道、仪征、太仓、
高邮任职。回想起当初参加革命的理由，胡正
元说：“弃笔从戎，只是不想做亡国奴。”

胡正元 私塾先生弃笔从戎打鬼子

个人简介：周济群，1929年出生，1945年
1月参军，同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
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2年转业到地方。
“我当兵第一天，打了第一仗，打坏了第

一支枪。”得知记者的来意后，87岁的抗战老
兵周济群立即笑着说。虽然周济群年事已高，
听力有些下降，但精神矍铄。

出生于安徽凤阳的周济群自幼家庭贫
困，参军之前，他一直在地主家做苦力。在此
期间，有两件事让他印象深刻，也激发了他参
加革命的热情。周济群说，1940年的一天，他
正给地主家放牛，突然看到婶娘慌慌张张地
躲进屋里，并告知有鬼子来了，让他也躲一
躲。他刚躲好，便看见有 3个鬼子进了婶娘的
屋子。当时他年纪小，非常害怕，等鬼子都走
了，他走进屋子发现，鬼子不仅轮奸了婶娘，
而且还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杀死了她。还有一
件事，他的姨表兄自幼学武，一次鬼子们下乡
扫荡，又开始强奸妇女，表兄趁机拿起鬼子的
枪杀死了鬼子。“这两件事至今让我印象深
刻，亲眼目睹了鬼子的残忍，也激发了我参加
革命的热情。”周济群说。

1945年 1月，周济群加入了区队，没想

到，当兵第一天就和鬼子、伪军打了一仗。那
天，班长带着他们 5个人扮成老百姓来到鬼
子、伪军的据点刺探军情，谁知伪军的队长是
叛变者，认出了班长，对他们展开了追杀。他
们一边跑，一边与敌人对抗。周济群的枪是老
式枪，只有 3颗子弹，打出第一颗子弹后，枪
栓拉不开，一用劲，没想到把枪上的一个钩子
扳断，枪坏了。后来，他们跑到一个村庄里，驻
扎在村里的部队前来支援，打跑了敌人。

周济群说，抗日战争中，区队打了一场漂
亮仗。那是 1945年 5月份的一天，队长扮成
了鬼子军官，周济群和其他 6名战友扮成了
伪军，还有 3名战友扮成了鬼子，一起来到鬼
子的另一个据点。看见站岗的伪军正在刷牙，
队长上前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说了句“八格
牙路，死啦死啦的”，吓得那名伪军立即找来
了班长。在伪军班长的带领下，队长带着 3名
假扮鬼子的战友来到鬼子的住处，发现鬼子
正在床上呼呼大睡，他们的枪搁在一旁，3名
战友上前一人一个解决了睡梦中的鬼子，周
济群与战友也一起俘虏了据点内的 10多个
伪军。因为没有换下衣服，他们押着伪军在回
区队的路上，被老百姓误以为是真鬼子。后来
知道了真相，看到他们押着的伪军，老百姓又
气又恨，有的还上前踢几脚泄恨。“那时候，伪
军非常可恨，帮助鬼子欺负老百姓，老百姓非
常痛恨他们。”周济群说，那场仗打得如此顺
利，他们的功劳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那个
带着队长去鬼子住处的伪军班长是一直潜伏
在鬼子的据点里刺探敌军军情的，正是他传
来了准确的信息，他们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济群所在的区队被
编进了新四军二师五旅。后来，周济群随部队
南下、北上，参与了解放战争，在一次战斗中
负伤。周济群在医院接受治疗时被选中，后来
进了卫校学习半年，并一直从事医疗卫生工
作。1952年，周济群转业到了地方。

周济群 扮伪军混入敌区消灭敌人

个人简介：朱超，1926年出生，1942年参
加革命，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来到朱超位于南海社区的家中时，朱超
正坐在沙发上看着抗战剧。虽然已 90岁高
龄，但朱超耳不聋、眼不花，思维非常清晰，对
于当年的事仍记忆犹新，甚至许多战友、首长
的名字都记得非常清楚。

1926年，朱超出生在革命老区涟水县，
由于家庭条件还不错，他上了学。朱超说，由
于是革命老区，老家的附近驻扎着许多部队，
有国民党部队，也有共产党部队。1942年之
前，老家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名日军少校军官
掉队后迷路，民兵发现后将其打死并埋掉。鬼
子们知道后前来寻找尸体，也想捉拿那名民
兵，但没找到。一气之下，鬼子杀死了一些无
辜的村民。“正是这件事，让我目睹了鬼子的
残忍，萌发了参军的念头。”朱超说，小学毕业
后，他进入共产党办的一所中学，接受了不少
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知道共产党的部队才是
真正为老百姓的。

中学毕业后，作为家中的老大，父母希望

朱超承担起家庭的事务，不让他参加革命。而
参加革命心切的朱超，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趁
着家人熟睡的时候，翻墙出去参加了革命。朱
超说：“我参军后没回过一次家，不是不想，也
不是因为离得远，其实部队经常从我家附近
经过，我是不敢回，当时的环境很复杂，一旦
暴露了身份就会连累家人。直到 40年后，才
跟家里联系上。”

进入部队第二年，朱超就当上了文工团
分队长，由于工作突出，1944年，18岁的他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朱超说，文工团活跃在各个
连队，随时跟大部队一起参加战斗，对宣传抗
日救国、丰富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都起了
很大的作用。

亲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过不少
战役的朱超提起当年的战斗场景，至今记忆
犹新，最让他念念不忘的是淮阴城第一次解
放。朱超回忆说，1945年 9月 6日下午 2时，
新四军三师向在淮阴的伪军潘干臣部队发起
总攻前，朱超所在的文工团的同志在前沿阵
地为特务团突击排的全体勇士戴上了大红
花。战斗打响后，他们又冒着枪林弹雨抬伤
员、运烈士、宣传鼓劲、了解敌情，同时负责随
时加入战斗或者阻击来自淮阴一带的日军援
军。
“这场战役打得很激烈很艰苦，6日中午

吃了一点干粮，之后就滴水未沾，直到第二天
战斗结束。”朱超说，为了让大部队顺利登城，
战斗连连长徐佳标高举红旗登上云梯，舍身
堵枪口，封死了伪军重机枪的火力。最后，我
军活捉了伪军队长潘干臣。

回想起当初的战争情景，朱超感慨地说：
“在那个年代活下来的人都不容易。现在的好
生活是当初想都不敢想的。国家给了我们不
错的待遇，现在我正享受着四代同堂的幸福
晚年生活，跟着共产党走一辈子都不会错。”

朱超 跟着共产党走一辈子不会错

个人简介：欣林，1928年出生，1944年参
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1963年转业
到地方。
“在部队，我是一名通讯兵，我的任务就

是要把每一封信都安全送到位。”虽然抗战岁
月已过去 70年，但 88岁的抗战老兵欣林仍
牢记自己当初的使命。

欣林出生在金湖农村，家中兄妹 8人，他
排行老七，因为出生地是一个老革命根据地，
周边参加革命的人非常多。在参军之前，欣林
上过 2年私塾，后又在共产党所办的学校里
读书，接受教育。1944年，17岁的欣林参加革
命。由于能识文断句，参军后，他便被选进新
四军正规部队，成为了一名通讯兵，并配了

枪。“如果文件形成文字记录，被敌人发现后，
容易泄密。”欣林说，那时候，为了怕泄密或途
中出现意外，送信大多数是通过口述来完成，
很少用笔和纸记录。送信最大的困难除了中
途遇见敌人外，就是找不到部队。战争时期，
战局瞬息万变，部队驻扎地也会经常有变动，
而那时送信都要靠两条腿走，往往有时候接
到命令，等到达目的地后，发现部队已经离开
了。记得有一次，部队领导让他到另一个部队
去送信，他连夜走了 10多个小时，跑了八九
十里路，到达那支部队所在地后，部队已离开
了。没有把信送出去就是没有完成任务。后
来，他边走边打听，终于赶上了正在行军的那
支部队，将信送达。因为这件事，他回到自己
的部队后还受到了表彰。

欣林说，他们送信时走的都是敌人不容
易出现的一些小道。尽管如此，也不可能万无
一失，送信途中遇到敌人在所难免。1945年
6、7月份，虽然那时候鬼子的气数已尽，但有
的地方仍有鬼子出没。有一次，欣林他们班
10多人去安徽送信，途中遇到了逃跑的 100
多个鬼子、伪军。他们立即隐蔽起来，并与鬼
子、伪军交战。没多久，四周传来了枪声，我军
的部队追来，敌人便缴械投降了。
在团部，欣林由于工作出色，当上了连级

干部，没多久，又被选中进入师部。欣林说，
在师部，他仍从事通讯工作，但一般情况下不
再参与送信。解放战争时期，师部里的电讯工
具相对先进许多，他更多的时间是和领导待
在防空洞里，通过电讯工具接收、传达信息。
解放战争胜利后，他又随部队奔赴朝鲜，参加
了抗美援朝。回国后，他一直在部队工作，直
至 1963年转业到地方。

欣林 要把每一封信都安全送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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