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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请99位位长长征征老老兵兵后后代代回回忆忆父父辈辈爬爬雪雪山山、、过过草草地地

“父亲在带领战士翻越党岭山的时候， 发现了很多冻僵的红军战士
遗体， 这时天上下着大雪， 这些遗体已经被雪覆盖住了。 他们发现， 在
一个雪包当中， 有一只高高举起的手臂和紧攥着的拳头。 父亲上前， 把
紧攥着的拳头掰开， 里面有一个党证和一枚银元。 这时， 父亲明白了，
很多红军战士也流下了热泪。 父亲说， 同志你安息吧， 你交的最后一次
党费， 我们一定帮你转交给党组织……”

这是安贞街道出版的长征老兵后代口述史 《记忆中的长征》 书中记
录的一个故事。 2016年10月21日， 在为这本书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 老兵
吴先恩中将的女儿吴雨鹭， 还被邀请到现场， 讲述了父亲在长征中的经
历， 引得现场观众唏嘘落泪。

将长征老兵后代口述编
写成书

为抢救长征时期发生的鲜为人知
的历史故事， 安贞街道宣传科编写组
成员历时两个多月， 摸底辖区长征老
兵情况， 先后多次上门采访、 搜集相
关资料 。 根据老兵后代的口述资料 、
相关档案以及有关史料整理成口述史
文稿， 并经长征老兵后代审阅定稿。

最终汇编成120多页 ， 5万余字的
书籍 《记忆中的长征》。 此外， 编写组
成员先后收录了烈属1000余分钟的口
述录音及多份珍贵的文字、 图像资料。

9位长征老革命英雄中， 既有12岁
就参加红军而为保护机密守口如瓶的
战士， 也有智保口粮、 巧辨野菜的兵
站部长； 既有靠草根充饥三过草地的
勤务兵， 还有长征中充当首长耳朵眼
睛的纵队司令员； 毛泽东的亲侄女也
在书中讲述了养母长征路上的感人
故事。

“我们的初衷是想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安贞地区落地， 也是希望尽
可能地留存住这些宝贵资料， 做些有
意义的事情， 于是产生了出这本书的
念头。” 说起这本书的由来， 安贞街道
宣传科科长陈静超向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 安贞地区有许多军
事机关， 而且军队和地方的沟通工作
有着很好的基础。 当接到宣传科提出
这个想法时， 就得到了街道办事处领
导的大力支持， 书记倪遥远亲自审稿，
逐字逐句为文本校对。

“毛主席说过， 长征是宣言书， 长
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 这种力
量和精神， 感染了那时候的人民。 对
于我们做宣传工作的人来说， 纪念的
同时， 更多的目的是传承。 在现在意
识形态多元化的情况下， 我们更要坚
持这种长征精神， 并且把它应用到实
践的工作中去。” 陈静超说， 对宣传工
作者来讲， 要身体力行， 在坚持和发
扬的同时， 想办法创新。

采访过程艰辛 看到结果
开心

“曾经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都觉得
这本书应该是出不来了。 这些红军后
代的身上都普遍具有 ‘低调’、 ‘不张
扬’ 的气质， 因此联系采访的过程非
常不易。” 说起采写的过程， 编写组成
员胡海佳笑着说。

就拿采访红军战士王祖臣的女儿
王冀英来说， 胡海佳形容自己一度心

惊胆战， 甚至有点不敢进王冀英家门
的感觉。

最初， 王冀英不愿意宣传 ， 只同
意在电话里讲讲老父亲长征中的故事。
然而， 这样的方式和时长难以满足采
访需要， 在多次沟通后， 胡海佳终于
得以面对面聆听王冀英讲述 。 可是 ，
讲述的内容并不多， 而且出于种种原
因， 王冀英不愿意被录音、 录像。

采访当晚， 胡海佳就连夜写好了
稿件， 并通过邮件的形式发送给王冀
英， 请她审阅， 并提修改意见。

“可能是被我们的真诚打动了， 觉
得我们行动的非常迅速， 而且是写到
她心坎上了 。” 胡海佳 笑 着 回 忆 说 。
通过后来的多次沟通 ， 王冀英从内
心 里 接 受 了 她 ， 还 把 她 的 老 伴 肖
竞 ， 同样也是长征战士的后代介绍
给她采访 。

肖竞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一名医
生， 虽然已经退休， 但是工作仍然繁
忙， 很难抽出时间接受采访。 在这种
情况下 ， 王冀英充当起了胡海佳的

“内线”。 肖竞一回家， 她就给胡海佳
打电话， 说 “现在可以来采访， 你们
要是有时间就快来吧。”

这天晚上七点， 胡海佳接到电话，
饭都没来得及吃就赶去肖竞家， 一聊
就是两个小时。 同样， 她当晚就把稿
件写出来了。

最终， 书籍出版了 ， 王冀英和其
他长征老兵后代都非常满意， 她还主
动提出如果这本书再版， 她愿意提供
更多关于父亲的故事和照片。

“可以说我受了一次洗礼， 人性的
光辉无论在哪个时代、 哪个场景下都
是共通的。” 胡海佳说， 这次的采写工
作让她受益匪浅。

让朋友当托儿刷脸刷出
9位被访者

中将吴先恩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
员、 北京军区顾问等职， 在长征过程
中三次过草地， 两次过雪山， 为红四
方面军胜利走过长征作出贡献。 采访
他女儿吴雨鹭的过程同样充满故事。

安贞街道民政科工作人员秦正彦
从事了30年民政工作， 地区内的军队
退休职工、 优抚人员她都熟悉。 接到
这次出书任务后， 她先把手头所有烈
属的档案都翻了遍， 挨个打电话邀请
他们接受采访。 平时走在路上遇见熟
人， 她都要问有没有这样的人物推荐。

就是在逢人就问的过程中 ， 她听
一个朋友说起吴雨鹭前不久搬回安贞
地区居住。 于是她多次央求这位朋友，
希望她帮忙引荐。 由于没有吴雨鹭的
手机号， 这位朋友在她家门前等了一
个多小时， 才把外出买菜的吴雨鹭等
了回来。

这天下午， 秦正彦招呼来了编写
组成员王娜， 在朋友的陪伴下一起走
进吴雨鹭的家。

“去的时候就是说聊聊天， 没敢说
采访， 怕她拒绝。 到现在， 她还说我
这个朋友是托儿呢。” 秦正彦捂嘴笑着
说。

新书发布会那天 ， 不喜欢抛头露
面的吴雨鹭还经秦正彦再三邀请， 到
现场讲述了一小段父亲的故事。 “小
秦啊， 你可真不容易， 能把我这块石
头搬出来。” 发布会结束， 吴雨鹭拍拍
秦正彦的肩头， 开玩笑地说。

书中的9位讲述者都是秦正彦负责
联络的， 用同事们的话说， “都是秦
姐刷脸刷来的。”

“书出版以后， 跟我要书的人特别
多 。 对这些人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
很敬佩他们， 愿意帮助他们办点好事。
现在得到他们的认可 ， 我也特别高
兴。” 秦正彦告诉记者。

安安贞贞街街道道结结集集出出书书《《记记忆忆中中的的长长征征》》

胡海佳 （左一） 采访长征老兵张尚义的儿子和儿媳

老兵后代获赠鲜花和书籍吴雨鹭 （前排） 与编写组成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