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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记者

峥嵘岁月的回忆
如此动人

小记者 拉堡二小15（4）班 覃向晨

赖依婷赖依婷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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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兵爷爷讲红色故事（中）
在八一建军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和一群小记者走进市城中区党群服务
中心，参加由晚报小记者举办的“听爷
爷讲革命故事”活动。活动对我来说意
义十分特殊，不仅对我进行了一次“红
色教育”，更对我的心灵是一次重大的洗
礼，让我收获满满。

活动开始，我们认真聆听了曾经参
加过20多场重大战役的廖章明、杨星田
两位老战士讲述亲身经历，重温那段艰
苦的岁月。80多岁的廖章明爷爷，一开
口就问到有谁见过一整座高山都不长一
棵小草的吗？大家不要不相信，还真
有。那时候，敌军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
地轰炸，炮弹一直在轰轰隆隆地响个不
停，整座山的草木都被炸飞了。而让我
记忆犹新的不是“不长草的山”，而是敌
军的飞机飞过头顶，能把我军士兵的帽
子吹飞，说明当时的战争是何等的激
烈。敌军很嚣张，又特别猖狂，听到这
里我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我想：以
前的小朋友都能上学吗？是否有大米饭
吃？他们都过着怎样的苦日子啊！

现在我们的优越生活，都是无数个
廖爷爷、杨爷爷这样的革命先辈浴血奋
战创造出来的。一个个红色故事、一幅
幅历史画面，让我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今天的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尽自己最大努
力多给别人带来温暖，帮助别人。

8月1日上午9时，我们晚报小记者
在党群服务中心欢聚一堂，庆祝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我有幸参加了柳州晚报小记者

“听爷爷讲革命故事”活动。现场请来了
两位老兵，分别是廖章明爷爷和杨星田
爷爷。以前，我经常在语文书上读到战
斗英雄的故事，今天能亲眼目睹他们的
风采，我特别激动。

首先是廖章明爷爷给我们分享他的
战斗故事。令我印象最深的故事是“不
长草的山”。山上不都是树木葱郁吗？怎
么会寸草不生呢？原来，当时的战斗非
常激烈，敌人的飞机大炮把山都给炸秃
了。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当年的廖爷
爷和许多志愿军战士们不畏艰险，不怕
牺牲，冲锋陷阵，保家卫国，真是令人
感动。

然后是杨星田爷爷给我们讲故事。
爷爷给我们讲了三个故事，其中最让我
感动的是“妈妈送舅当红军”这个故
事。讲到舅舅用过的那只碗，爷爷不禁
流下了眼泪。当时他的父亲说：“我们希
望我们有一口饭吃，希望你们有一碗饭
吃，希望你的孩子有一锅饭吃。”当时的
环境是多么恶劣，爷爷连一口热饭都吃
不上，心里却想着如何解放受苦受难的
劳苦大众，真是令人佩服。

爷爷们的故事讲完了，我和两位爷
爷分别拍了合照，还获得了他们的祝
福。廖章明爷爷祝小记者健康成长，杨
星田爷爷祝我心想事成！

正如廖章明爷爷所说：“少年强，国
家强。你们是将来的革命接班人，将来
的国家栋梁。”今后，我要认真学习，长
大后报效祖国，为建设更加繁荣的中国
贡献我的智慧和力量！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60名晚报小
记者在家长的陪同下，来到城中区党
群服务中心，听两名老兵爷爷分享自
己峥嵘岁月的故事，感受家国情怀。

第一位老兵是廖章明爷爷，他曾
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
章。如今他已经87岁了，虽然头上已
经布满银丝，可是依然精神饱满，戴
着军帽，身着军装，有着军人顶天立
地的精神风貌。他跟我们讲述了修建
地下长城、不长草的山等故事，一起
回顾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

第二位老兵是杨星田爷爷，他
1953年4月入党，曾荣获一等功，受
嘉奖19次，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

“时代先锋”等荣誉称号。杨星田爷爷
现已86岁，他为我们讲述了“一篮芋
头送红军”“妈妈送舅当红军”等故
事，其中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凤鸣和尚
参军的故事，和尚怎么也参军呢？让
我们来听听杨爷爷的讲述吧！

1936年初，红军奉中央指示北上
抗日。消息传开，男女青年踊跃报名
参军，凤鸣村大进风佛庙弟子也争先
恐后排队应征。红军张连长寻思：“和
尚不杀生，怎么能杀敌？”他便问：

“佛门弟子走路连蚂蚁都不忍踩死，你
为何要当红军杀敌人？”僧侩能和尚
说：“红军是好人，杀的是坏人，我跟
你们杀坏人，保护好人，善哉，善
哉！”连长听了这番话，觉得这个和尚
不寻常，会不会是奸细？就把农民会
长叫到旁边询问：“这个和尚怎么
样？”农民会长说：“长老到庙五六年
了，吃斋念佛，勤劳朴实，对人和
气，助人行善，我可以担保。”后来僧
侩能和尚参加红军的消息传遍凤鸣山
区，在当地掀起了参军热潮。

活动最后是小记者提问环节，我
们和两名老兵爷爷互动，分享自己的
收获和心得感受，同时表达对祖国的
热爱，对家乡的眷恋。大家纷纷表
示，今后要努力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红色是中华民族永不服输的精神
象征，聆听红色革命故事，回忆艰难
革命历程，铭记红色历史，是为了弘
扬革命精神。

8月1日是建军节，上午，我和妈
妈来到城中区党群服务中心，参加柳
州晚报小记者“听爷爷讲革命故事”
主题活动。我们晚报小记者们有幸与
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
章、多次受嘉奖的廖章明爷爷，和曾
获过一等功、受嘉奖19次的杨星田爷
爷近距离接触，聆听了他们讲述的红
色故事，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
因。

87岁的廖章明爷爷讲述了自己亲
身经历的“修建地下长城”“不长草的
山”等故事，把我们带回了那段战火
纷飞、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的历史
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捍卫主权，跨
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为
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86岁的杨星田
爷爷跟我们分享了“一连不敌六红
军”“一筐芋头送红军”“妈妈送舅当

红军”等红色故事。“建设中华，保卫
中华，我愿把青春、生命、智慧献给
中华……”杨星田爷爷铿锵有力、激
励人心的话语仍在我耳边回响。

在互动环节，晚报小记者们争先
恐后地采访两位爷爷，我很幸运地获
得了一次宝贵的采访机会。我问廖章
明爷爷：“请问廖爷爷，您当时参加革
命的‘初心’是什么？‘使命’是什
么？”廖爷爷说：“一句话，就是‘以
党的初心为初心，以党的使命为使
命’，保卫自己的国家不被侵略，保卫
自己的人民不受压迫、不受剥削。希
望大家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历
史。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宁愿牺牲
自己的一切……”

聆听红色革命故事，感受革命先
辈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奋勇拼搏的
精神，让我们更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是
新时代的希望，我们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紧跟时代，一路追梦！

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我穿着属于
晚报小记者的红色马甲，在八一建军节
的早上匆匆忙忙地来到了城中区党群活
动中心。“听爷爷讲革命故事”主题活
动，在这里进行。

两位老兵爷爷都来自四川，都是抗
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上了年纪的他们
说着不标准的普通话，但口中讲述的故
事是如此动人……

“地下长城”
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

功章的87岁的廖章明爷爷分享了好几个
故事，而最令我吃惊的是一个名词——

“地下长城”。
廖爷爷说，这条长城修建在三八

线。这个长城和“不到长城非好汉”中
的长城可不一样，它是一个地下通道，
无论敌人的大炮怎么攻打，只要钻入这
个长城，我们便能与敌人周旋，把敌人
打得落花流水。

多么伟大的工程啊！没有故宫的宏
伟，没有九寨沟的美丽，却包含了一个
动人的故事。

一连不敌六红军
86岁的杨星田爷爷也带来了几个故

事，甚至是几首诗。论最惊心动魄的，
大概就是1935年发生在凤鸣村的“一连
不敌六红军”的传奇故事了。

这六名红军战士是264团侦察连四
班的，一天夜里，他们偷偷来到敌营，
哨兵正在外面打盹。副班长一跃而上，
硬生生地用一只手掐死了敌人。班长赶
紧跟上，带领几个战士，用子弹和手榴
弹，把一个连的敌人打得屁滚尿流，哭
爹喊娘。敌人逃跑后一清点，居然有十
八个人被六个红军消灭了。

不光是我，全场的小记者都在惊
叹，惊叹副班长的勇敢，惊叹红军的意
志……六个人，为什么能打败如此凶神
恶煞的敌人？并非先进的武器，而是永
不畏惧、大智大勇的精神！

凤鸣和尚要参军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名叫僧侩能的

和尚。
1936年年初，凤鸣村大进风佛庙的

僧侩能报名参军。正当连长诧异之时，
僧侩能说了这样一番话：“红军是好人，
杀的是坏人。我跟着你们杀坏人，保护
好人！”

这番话看似平淡，但细细琢磨，便
能读出动情之处。这不光是僧侩能的决
心，也是百姓们对红军的评价——他们
是多么信赖红军、支持红军啊！

尾声
两位爷爷说得口干舌燥，但仍然要

把这些故事动情地说出来，杨爷爷甚至
在结尾处落下了眼泪。

“抗美援朝，我们打出了军威，打
出了国威！而现在，我希望你们好好学
习，好好锻炼，长大后随时为保卫祖国
贡献力量！”廖爷爷这么说。

“幸福不忘毛主席，富裕不忘邓小
平，平安不忘解放军！”杨爷爷这么说。

活动在悄悄流逝的时间中结束了，
而我的笔记本上也留下了两位爷爷的签
名。他们的字和他们一样，潇洒有力。
他们的期望，让我的心中萌发了一个小
小的希望……

一次心灵的洗礼
小记者 银山小学五年级七班 陆星宇

向革命老兵致敬
小记者 驾鹤路小学15（4）班 莫涵宇

聆听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小记者 驾鹤路小学17(2)班 廖子童

“八一”听老兵爷爷讲故事
小记者 十五中19（3）班 赖依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