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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元琪/文
李英平/图

上身白背心，下身黑短裤，从
外表上看，邵开源就是一个普通的
老头儿。只有熟悉他的人才知道，
这是一位有着丰富经历的老革
命。从一名叱咤战场的小战士成
长为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半个多世
纪的洗礼在他脸上留下了岁月的
烙痕，更在他心里铸就了坚毅的忠
魂。近日，记者有幸和邵开源坐下
聊一聊，听他诉说一段尘封已久的
历史。

“小鬼”立志当八路

7月 13日，入伏头一天，天气
出奇的热，记者来到新华路南段明
珠城市花园邵开源家，老爷子穿着
短裤背心从里屋出来，虽然年近九
旬，但精神矍铄，腰板挺得笔直，坐
在沙发上也不弯腰，说起话来铿锵
有力。

邵开源今年87岁，1928年出
生于河南省滑县前赵湖村。在他
的童年里，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暴行
令他立志要为民族解放而奋斗。
1941年，日军入侵前赵湖村，当时
正值敌人野蛮推行“三光”政策的
顶峰，到处烧杀抢掠，一夜之间，这
个小村子就成了一片废墟，邵开源
家也未能幸免，老宅被烧成了残垣
断壁，全家上下十几口人流离失
所。日军扫荡过后，八路军进村，
有一天八路军干部在村里进行抗
日宣传，邵开源和几个玩伴也凑了
过去。“八路军领导指了指我们说

‘小鬼，来前面’。我们几个就挤到
第一排了，第一次听到了‘不当亡
国奴’的呼号。”邵开源说，八路军
进村后帮老百姓挑水、干农活，号
召大家共同抗日，而且态度和蔼，
受到群众拥护。翌年，河南闹灾
荒，正当邵开源饥肠辘辘之时，八
路军游击队员给了他一个烧饼，从
这以后他立志要参加八路军，洗雪
家仇国恨。

寻着枪声去参军

1943年麦收后的一天清晨，
邵开源正在地里干农活，东桃园
村那边突然传来了枪炮声。“是时
候了，我该走了。”邵开源说他想
都没想，把锄头交给同村人让其
捎回家，自己寻着枪声就走了，这
也是他头一次出村。由于不是大
规模交战，枪声时有时无，邵开源
摸索了近一个上午，跑了十几里
地，终于找到了八路军游击队，并
向领导表明自己要参军。“就你，
小娃娃还想参军。”邵开源说他那
时只有15岁，虽然个子不低，但面
相稚嫩，加之部队为了保密，不轻
易接纳新成员，领导不同意他参
军。邵开源软磨硬泡，并找来了
同村的炊事兵柳江亭，在其作保
下，他终于如愿加入八路军。后
来，邵开源让人捎话回家交代近

况，不料几日后老母亲竟找到了
部队，看着儿子决心已定，老母亲
只好忍着泪水回家。

“头上缠一条毛巾，发了四颗
手榴弹，连枪都没有，这就算是参
军了。”邵开源说，他当时参加的部
队是滑县一区联防队，也就是老百
姓常说的“土八路”。没过多久，邵
开源有了第一把枪，是一把比他年
龄还大的“汉阳造”，没有背带，还
经常卡壳。为此，邵开源总要随
身携带一截柳枝，卡壳时用来疏
通枪机。“后来我在战斗中缴获一
杆‘水连珠’（莫辛-纳甘步枪），这
才正儿八经算是把好枪。”说到
此，邵开源有些兴奋，他告诉记
者，所在的抗日队伍虽然算不上
八路军正规部队，但在滑县当地
却是出了名的“硬骨头”。1944年
春，有一天岳庄村民兵被敌人包
围在村中，邵开源所在部队知悉
后决定进行救援，全连兵分三路
迅速出击，向外围的日本鬼子和
日伪军发起进攻。此时，邵开源
凭借其良好的身体素质已被任命
为传令兵，要在阵地上冒着枪林弹
雨在连、排、班之间传递作战命
令。这一仗，邵开源所在部队以少
敌多，以阵亡一人的代价解救了岳
庄村民兵，还在战斗中缴获了一门
日制山炮。

当上首长警卫员

由于作战勇猛，1944年5月邵
开源被批准入党，入党仪式上连长
王玉堂说：“入了党就要不怕牺牲，
不当叛徒，打仗时不怕死，投敌就
要被打死。”邵开源至今仍记得连
长当时说的每一个字。

后来，邵开源所在部队被改编
为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特务连，
负责司令部的保卫工作，军分区司
令员李静宜，政委赵紫阳。1945年
秋，邵开源被调到警卫班给时任军

分区副司令员的赵遵康当警卫员，
后又被司令员李静宜要去当警卫
员。

据邵开源回忆，1947年秋，赵
紫阳率地方干部随晋冀鲁豫野战
军第十纵队南下，强渡黄河、淮
河，挺进大别山根据地。临行前，
赵紫阳点名要邵开源做他的贴身
警卫。

1947年 10月的一天上午，部
队正在急行军，目的是突破平汉铁
路向桐柏、南阳方向挺进。当时邵
开源紧随赵紫阳快马加鞭一路奔
驰，刚穿过一个小村庄，突然遭到
敌人埋伏，只听身后有声响，邵开
源根据经验判断有炮弹袭来，立刻
飞身跳下战马，一把拉下马背上的
赵紫阳，将他压在身下，刹那间，两
发炮弹从头上“嗖嗖”飞过。邵开
源说这件事一直令赵紫阳记忆深
刻并多次提起，直到1981年10月，
他受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
总理的赵紫阳和夫人梁伯琪之邀
前往中南海时，赵紫阳还向身边人
员说起这件事。

一腔赤诚报家乡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南阳当时
缺少地方干部，邵开源就转业留在
了南阳，被组织任命为南阳原吴集
区组织部长，很快升任为区委书
记。后来，邵开源被调到平顶山工
作，出任原矿务局五矿、十矿党委
书记。后又出任南阳市委书记、平
顶山卫东区委书记等职。1991年
被省委提拔为副地级干部，1992年
光荣离休。2005年荣获了由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
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纪念章。老爷子当兵时没负过伤，
倒是下井时遇到过一次事故，留下
了伤痕。

1972年5月23日，作为十矿党
委书记的邵开源带班乘坐罐笼下

井，孰料开绞车的工人一时疏忽造
成“蹲罐”，罐笼里13个人都不同程
度受伤，邵开源伤到了腿和腰，一
时间无法行动。当时矿上决定严
肃处理这名马虎的工人，但被邵开
源拦了下来，他说：“小伙子刚上
班，再给个机会吧。”就这样，这名
工人保住了工作，只是调换了岗
位。

邵开源保住了下属的饭碗，但
身上的伤总也治不好，北京的专家
说要开刀、夹钢板，就这也不一定
能治好，这让他很失望。后来一次
偶然的机会，邵开源听说京郊有一
位老中医，精通骨伤治疗，他立刻
前去拜访，没想到还真给看好了。
现在，邵开源虽然年近九旬，但行
动不是问题，只是当年的骨伤后遗
症令他上下楼有些困难。

多年的战场经历还使邵开源
养成了机敏的行事风格。邵开源
在五矿任职时有一次处置井下突
发事故，一名矿工腿部被压无法逃
脱，由于情况紧急需要立即撤离，
这难住了救援人员。邵开源来到
现场，将手伸到被压矿工裤腿里，
感觉还有空隙，立刻将矿工裤带解
下，一把将其拉了出来，紧接着被
压矿工所处的地方就发生了坍
塌。邵开源说，当干部不能总想着
自己享福，要多为群众着想，为群
众多办些实事，这样他心里才自
在。

临行前记者来到邵开源的卧
室，书桌上整齐的码放着报纸，这
是他每天的必读之物。床头柜上
摆着从军时的照片，当年穿军装的
小伙子英俊潇洒。邵开源从柜子
里拿出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
章，说这是他的心爱之物。如今，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纪念章依然熠
熠生辉，邵开源说他自己没什么要
求了，只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和党员
干部能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方向，为
国家和人民多出些力。

邵开源：从小八路到大干部

□记者 李霞 实习生 杨志慧

本报讯“搭把手，就像寒冬
腊月里的暖流，一滴水，也能映射
出四海五洲，搭把手，人生旅途一
起走，和谐家园共奋斗……”这些
贴在卫东区东安路街道鸿翔社区
新设立的“微心愿爱心呼叫站”柜
台上的话语，是温馨的，是对爱心
的呼唤。

“赵某某 母亲有病收入低，
希望社区送一袋面粉。”“宋某 父

亲患精神分裂症，收入低，想要一
个新书包”、“王某 瘫痪在床，生
活不能自理，希望打扫一次卫
生”……7月15日，记者在该社区
居民服务大厅看到，该社区新设
立的“微心愿爱心呼叫站”就位
于大厅一角，呼叫站内墙体上张
贴着许多温馨的话语。大厅的
玻璃大门上，一个心形的宣传展
板上，还醒目地标着呼叫站工作
人员新近整理的居民的各种微
心愿。记者注意到，居民的这些

微心愿都不大，有的已经标明被
人认领。

“我当时只是试着向社区反
映了一下，没想到心愿这么快就
实现了！”该社区83岁的崔大娘
是一位空巢老人，她家客厅的电
灯坏了有一个多星期了，她将修
电灯的心愿通过“爱心呼叫站”反
映后，很快被社区里的热心居民
姚海亮认领并登门帮她实现了微
心愿。

该社区工作人员张桂花告诉

记者，该社区的“微心愿爱心呼叫
站”成立于今年的6月中旬，它是
以“点亮微心愿 温暖你我他”为
主题，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征集社
区困难家庭、孤寡老人及留守儿
童等弱势群体的微心愿，每季度
一次，组织动员辖区广大居民，尤
其是党员们带头自愿献爱心，尽力
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微心愿的“暖心
服务平台”。截至目前，该“爱心呼
叫站”已经收集了居民的10多个微
心愿，有3个已经实现。

□通讯员 毛思周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7 月 14 日，12 名大学生走
进卫东区敬老院，与老人亲切交谈，向
工作人员了解老人的生活情况。这是
郑州大学大学生魅力化工社会实践“三
下乡”团队在卫东区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

据了解，郑州大学魅力化工实践团
成立于今年6月。7月10日，12名大学生
在学院团委书记党敬川、辅导员王玺的
带领下来到卫东区，开展为期一周的社
会实践活动，主要对卫东区社会养老、农
村留守儿童等方面进行调研。

据了解，该团队大学生先后来到东
高皇街道上徐村、小店村，深入农村家
庭，同留守儿童进行交流，倾听他们的
心里话，对留守儿童的学习状况、身心健
康、发展方向进行全面调研。当得知今
年3月卫东区被授予省养老服务社区化
示范区后，该团队到卫东区敬老院、万年
青养老院、鼎龙银龄老年公寓进行了专
题调研。最后该团队还对卫东区的社区
建设进行了调研。

“通过深入农村、深入敬老院和企
业一线，与这些留守儿童、老人、工人亲
密接触，我感触颇深。回去后，我将努力
奋斗，将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大
学生郭辉扬说。

鸿翔社区设立“微心愿爱心呼叫站”
每季度为困难居民献爱心

郑大学生到卫东区
开展社会实践

□记者 李霞 实习生 杨志慧

本报讯 “车棚再也不漏雨了，真
是太感谢了，这让我说啥好哩！”7月14
日上午，在卫东区五一路街道繁荣街社
区贫困居民蔡兴仁的家中，蔡兴仁指着
刚修葺一新的小车棚，高兴地说。

据了解 ，今年 47 岁的蔡兴仁曾
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妻俩经营着
一家小饭店，生活还不错。后来，她的
丈夫不幸患了肝癌，为给丈夫治病，12
年里，她变卖了房产，还欠下了十几万
元的债务。丈夫去世后，身患肺气肿，
不能干重活的她和儿子一直居住在该
社区一小车子棚里。母子两人靠每月
数百元的低保金及儿子打零工来维持
生活。

该社区党总支书记朱淑珍告诉记
者，了解到蔡兴仁家的情况后，在该社
区开药店的爱心人士刘国俊无偿捐给
了蔡兴仁价值3500元、专门治疗肺气
肿疾病的药品。社区爱心人士杨亚伟
代表其所在单位，给蔡兴仁捐助了
4000 元钱，一周前，还找人对蔡兴仁
母子居住的车棚进行了维修。

□记者 李霞 通讯员 何洋

本报讯“政府主动上门了解实际
情况，实打实地解决企业困难，解除了
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真是我们的贴
心人啊！”7月17日，平顶山老兵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振中谈及卫东区

“跟进服务”活动时，激动地说。
据了解，平顶山老兵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是一家股份制小微企业。今年
年初，公司在购置设备时资金周转不
灵。东安路街道纪工委书记张艳军了
解到情况后，帮其争取了50万元无息
贷款，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这只是卫东区“跟进服务”活动的
一个缩影。今年5月，该区开展了“重
点项目跟进服务”活动，采取引导重点
项目与企业对接，积极为企业申请贷
款、利用闲置楼房进行选商招商，对新
入驻的企业抽调专人为其办理各项联
审联批手续，为辖区企业实打实解决实
际困难。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该区共
走访辖区40多家企业单位及60个重点
项目，收集4大类82个问题，已解决企
业发展热点难点59个，剩余23个问题
正在积极协调解决中。

爱心人士真心帮扶
贫困居民备感温暖

重点项目跟进服务
实打实解决企业困难

邵开源向记者展示他获得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