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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开源在家中对重外孙讲述自己的革命故事

陶世魁（左）与村民一起看获得的荣誉证书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6月 23日下午见到陶世魁时，他正
拿着扫帚在门前马路上打扫卫生。“这段
路他可没少扫。”陶世魁的邻居沈玉国
说。陶世魁今年71岁，家住鲁山县瀼河
乡瀼东村，是一名有着52年党龄的党员，
好事做了一箩筐，受到左邻右舍好评。

参军入伍
1968年，陶世魁被安置到瀼河乡供

销社工作，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陶世魁的哥哥当时在部队当兵，受

哥哥影响，陶世魁1970年加入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挖山洞和唐山大地震，让人
至今难忘。”陶世魁回忆，挖山洞就是挖
火车隧道，他跟随部队在广西整整挖了
两年。那时候没有机械，全靠人力，有些
战友还为此付出了生命。“有一次我们挖
着挖着突然出现险情，大家浑然不知，连
长立即跑过来，将我们全部疏散，结果刚
跑出洞口，后面就塌方了。”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地
震，陶世魁所在部队火速赶往救援。由
于没有机械设备，陶世魁和战友们只能
锨铲手扒。很多人的手磨出了血，但大
家谁都不愿停下，一直坚持了一个多
月。也就在这一年，陶世魁光荣退伍，回

到供销社工作。
退伍返乡工作后，陶世魁把周围人

的冷暖记挂在心间，遇到谁有困难，他自
己购买物品送给对方。由于经常帮助别
人，工作态度又好，陶世魁赢得了众人的
称赞，有的人宁愿多跑几里路，也要到他
所在的供销社购物。

改革开放初期，陶世魁向单位领导
提出单干。单位同意了他的想法，提供
3万元流动资金，他每月必须给单位上

缴2000元利润。陶世魁拿着这些钱在
村里租赁了4间房屋，建了个生活生产
门市部，专门经营化肥、农药、水泥、建材
等，生意很好。他原来所在的单位效益
下滑，将其又召了回去，并收购了新建的
门市部。“付出就有收获，一定要做一个
正能量的人。”陶世魁说。

初心不改
2011年，陶世魁退休。退休后的他

没有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只要看到
哪里有困难，总会伸手相帮，并甘当义
务清洁员，每天把门前道路打扫得干干
净净。

2015年，得知瀼河头道庙小学缺乏
供暖设施，陶世魁一下子购买了10台电
暖扇送过去。2016年，陶世魁又购买了
100个书包和文具盒捐给这所小学。

“他身体不好，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等
疾病，却仍然想着别人。”瀼河乡政府工
作人员刘志远说，去年疫情期间，陶世魁
捐款1万元用于抗疫。他还自己买来消
毒液，一连10多天在街道和附近小区消
毒。

“他做的好事说不完，和他在一起满
满的正能量。”瀼东村66岁的于留聚说，
他没事时就喜欢找陶世魁唠嗑。

在陶世魁家桌子旁边，堆放着一兜
红色的马甲，马甲上打印着“瀼河乡退役
军人志愿服务”字样。“这些马甲是我前
两天专门订做的，打算成立一个志愿者
服务队，为人民服务。”陶世魁说，是党给
了他美好生活，他要尽自己所能，为党和
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020年 12月，陶世魁被鲁山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评为“优秀退役军人”，并被
瀼河乡人民政府授予“最美奉献者”荣誉
称号。

□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我是 1943年参加八路军抗日的，
1944年入党。77年了，我坚定跟党走，
这些奖章是党对我的肯定……”6月23
日下午，93岁的邵开源在家中对重外孙
张景福讲述自己的革命故事，他胸前的
勋章熠熠生辉。

少年立志当八路
一身居家服，面相和蔼，声音慈祥。

邵开源如邻家爷爷，殊不知是一位有着
丰富经历的老革命。

“参加革命那年我 15岁，当时就想
赶紧把日本鬼子打跑，为父老乡亲报仇
雪恨，大家过上安稳日子。”邵开源1928
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前赵湖村，1941年
日军入侵，当时正值敌人野蛮推行“三
光”政策，到处烧杀抢掠，一夜之间，前赵
湖村就成了一片废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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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农活，号
召大家共同抗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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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着枪声去参军
1943年麦罢，一天清晨，邵开源正在

地里干农活，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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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枪声就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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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跑了
十几里地，终于在北柳村找到了八路军
游击队，他表明自己的参军意愿。

“就你，小娃娃还想参军。”邵开源说
他那时个子不低，但面相稚嫩，领导不同意
他参军。邵开源软磨硬泡，领导找来了同
村的炊事兵柳江亭，在其作保下，他终于如
愿加入八路军。邵开源让人捎话回家交代
近况，几日后母亲找到了部队，明白儿子决
心已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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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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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后来我在战斗中缴获一杆‘水连珠’
（莫辛-纳甘步枪），这正儿八经算是把好
枪。”说到这里，邵开源有些兴奋，他告诉
记者，他所在的抗日队伍在滑县当地是
出了名的“硬骨头”。1944年春，岳庄村
民兵被敌人包围，邵开源所在队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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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所在队伍以少敌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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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实事，干好事
新中国成立后，邵开源转业留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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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出任卫东区委书记
等职，1992年光荣离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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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只伤到别人那
肯定要处理，这不是还有我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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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的战场经历使邵开源养成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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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被压矿工所在的地方
就发生了坍塌。

邵开源卧室书桌上整齐摆放着报纸，
这是他每天的必读之物。墙上挂着从军
时的照片，当年穿军装的小伙子英俊潇
洒。卫东区关工委副秘书长古国凡说，邵
开源前辈离开工作岗位后时常走进校园
和社区讲述革命故事，受到广泛好评。

作为一名拥有77年党龄的老党员，
邵开源先后获得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纪念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光
荣在党50年纪念章等。“共产党员就要一
心为人民，要做实事，干好事。”邵开源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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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世魁

不忘初心 乐于奉献

邵开源

坚定信念 一心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