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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在党50年

□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千千万万的党员为了我们现在的幸福
生活抛头颅、洒热血，历史不能被忘记，
革命精神要永远传承下去。”6月29日
临近中午，89岁的孙国谦在电视机前
观看“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后眼睛湿润
了，他又想起了那段峥嵘岁月，想起了
为了新中国而牺牲的战友们。

胸前勋章熠熠生辉

“我很想写一本书，把我的人生经
历都留下来，我有太多的故事想讲给大
家听。”孙国谦神情严肃、正襟危坐，与
老伴儿胡秀珍翻看那泛黄的老照片，他
俩胸前都悬挂着“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客厅里挂着孙国谦当兵时期的照
片，那时的他手握钢枪，英俊威武。

聊了一会儿，老人走进卧室，小心
翼翼捧出一个红色布袋，里面是他在战
争年代及和平建设时期荣获的数十枚
军功章和纪念章。有三级解放勋章、淮
海战役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剿
匪胜利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等。

孙国谦1932年出生于河南省襄城
县，1947年 10月参加革命，1948年 1月
由豫西区二分区政府转入部队工作，
1950年2月入党。1954年转业到地方，
先后在襄城县委、原市钢铁厂、市交通
局、原平顶山矿务局工作，1993年光荣
离休。战争年代参加了豫西拉锯战、淮

海战役、河南剿匪斗争和抗美援朝，先
后荣立省军区一等功一次，军分区特等
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在战
斗中多次负伤，被民政部门评为因战八
级伤残军人。

1949年，孙国谦在豫西参加剿匪战
斗时抓到了西平县伪保安团团长张青
山，在押送张青山上山起枪（收缴武器）
过程中遭遇反抗，与张青山一起滚下山
崖。张青山当场毙命，孙国谦头部受重
伤。后来孙国谦又在一次战斗中受重

伤，双腿折断，被战友轮流背了一个多
月才回到后方根据地。

积极传承革命精神

“不少人劝我歇歇，年纪大了，别再
四处跑了。我说不行，趁着身子骨还算
硬朗，我要当个红色宣传员。”孙国谦书
桌上放着厚厚一沓手写的讲稿，这些都
是他最近几年为进学校、下厂矿、入社
区开展革命历史教育准备的发言材
料。前段时间，孙国谦的女儿接他到郑

州住，没几天他就急着回来，邀请他讲
革命故事的单位太多了。

今年3月初，党史学习教育开始，
孙国谦主动与湛河区马庄街道联系，开
设“红色讲堂”，为辖区的党员干部送上
一场生动的党课。

如今，年近九旬的孙国谦学会了使
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利用先进的传
播设备，他可以更好地宣讲革命故事。5
月17日上午，孙国谦来到湛河区高阳路
街道利民社区，坐在社区的暖心亭下，利
用手机直播讲党史，闻讯而来的居民不
时报以热烈的掌声。直播室里也很热
闹，大家纷纷留言：“给老英雄点赞，您的
经历让我们肃然起敬”“祝孙爷爷身体棒
棒，我们一定会传承和弘扬爱党爱国情
怀”……63岁老党员田福永深有感触地
说：“孙国谦快90岁了，还能用直播的方
式讲党史，与他相比，我有些落伍了，今
后一定加强学习，争取老有所为。”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孙国
谦已经参加20多场革命故事讲座。马
庄街道党工委委员滕芳说，孙国谦是他
们辖区的珍贵财富，平时身体力行为辖
区群众宣讲革命故事。现在，街道正在
大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孙国谦积极参
与其中，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希望后人不要忘了在战争年代牺
牲的革命烈士，不要忘了艰苦奋斗的革
命作风。”孙国谦说，现在生活好了，各
级党委和政府都很关照他们这些老战
士，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做些事情。

一心一意向党 传承革命精神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文/图

市区劳动路市一院家属院里，住着
一位94岁高龄的老太太。她每天下楼
散步，和邻居们聊聊天，看不出有什么
特别。

为迎接建党100周年，卫东区建设
路街道新优社区的工作人员在了解辖
区“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时，老太
太的女儿高素华的一句话震惊了工作
人员：“我母亲韩翠云生于北京，党龄已
有78年。”

6月29日上午，记者在新优社区党
支部副书记申延军陪同下，来到了韩翠
云老人家中。老人头发灰白、面容清
癯，满脸沧桑里透着一股巾帼不让须眉
的精气神。

16岁入党 为革命痛失儿子

1927年，韩翠云出生在北京宛平县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家排行老小。

“在家庭影响下，我从小就参加了
儿童团，在村里站岗。”老人回忆道，她
1943年入党时只有16岁，“当然那时候
都是秘密的”。

抗日战争时期，她在区里做妇联工
作，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帮助转移村民，
把粮食埋起来，因为怕日本鬼子抢粮
食”，或者组织各村的妇女们为前线的战
士做鞋。解放战争时期，她们妇女干部
就组织村民往前线运粮，组织担架队到
前线抬伤员，组织民兵站岗放哨打敌人。

1946年发生了一件让韩翠云老人
一生痛心的事情：那天在北安河，敌军
从四面围攻上来，他们往外突围，山上
有一支共产党的部队接应他们，总算冲
开了一道口子。当时，韩翠云正怀着七
八个月的身孕，后面有敌军追赶，她想
着“哪怕死了，也不能让敌人抓住”。就
从几米高的山崖往下跳，结果，她胳膊
摔断了，孩子也没保住。

“我生了3个儿子，那是我第一个
儿子。”说到这里，老人的眼眶湿润了。

1957年来平 见证鹰城发展

韩翠云的爱人高树存1938年参加
革命工作，1948年，高树存随刘邓大军
来到鲁山，韩翠云夫唱妇随也到了鲁
山。不久，开封解放，他们又到了开封，
韩翠云仍在妇联部门工作。

1957年，夫妇俩响应党的号召，支
援三线建设，又来到平顶山工作。韩翠
云先后在市工业局、被服厂、人民公社
等部门工作，亲历并见证了平顶山的建

设与发展，最终从矿工路街道办事处离
休。

因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
出的贡献，韩翠云老人曾先后获颁抗日
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70周年纪念
章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2016年，河南省委、省政府还为她颁发
了50年以上党龄荣誉纪念章。

韩翠云和爱人后来又生育了4个
子女，如今，大女儿高素华陪伴并照顾
她的生活。

高素华笑着说：“除了耳朵有点聋，
我妈没啥毛病，刚才还在看《平顶山晚
报》呢。”老人关心国家大事，每天必看
《平顶山日报》《平顶山晚报》。

老人说，小时候家里穷，没上过
学。现在之所以能读书看报，多亏解放
后又上了工农干部学校。“我不喜欢看
戏，也不喜欢跳舞。”老人坦言，这可能
和她一生的经历有关。

当天上午 10时许，“七一勋章”颁
授仪式直播开始，老人起身来到卧室，
坐在电视前观看起来。

老人的保姆小代刚来两个月，当天
是第一次听说老人的往事，由衷地说：

“没想到老人的经历这么辉煌，她真是
了不起！”

6月29日下午，新优社区举行庆祝
建党100周年七一表彰大会，社区工作
人员将韩翠云老人请到现场，为她颁发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为她献上
鲜花。

党龄78年 见证鹰城发展
韩翠云

孙国谦

韩翠云（左）和女儿一起看获得过的纪念章

孙国谦和老伴儿展示他们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