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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越抗美战友情

今年 !"岁的施德华，出生于嘉定
区安亭镇陆象村一个普通农家。由于父
亲身体不好，弟妹又小，家里还有一个
残疾的妹妹，他初中一毕业，就参加了
生产队劳动，在生产队里，他样样农活
抢着干，与母亲一起撑起了家。

#$"%年，&'岁的施德华得知镇里
招兵，当即报了名，成了一名光荣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这年，
美国借“北部湾事件”出兵越南，战火
迅速扩大到整个越南北方，威胁到我
国边境的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
部队分批参加了援越抗美斗争。#$"!

年 # 月，施德华所在营编入中国后勤
部队 (& 支队 "% 中队，奔赴援越抗美
战斗的前线，驻扎于越南河北省布下
地区，负责保卫工厂、铁道、公路、
桥梁、码头、火车站等重要设施。

部队进驻不到一周，就迎来了首
次空战。那天上午 )时 %'分左右，我
方阵地突然响起警报声，只见 #"架美
国战斗轰炸机分批偷袭我方阵地，我
方立即转移火力向敌机群炮击。

当地气候极为恶劣，一会儿骄阳似
火，一会儿电闪雷鸣大雨滂沱，还有蚊
子、毒蛇肆虐。战士们相互帮助，克服了
种种艰难困苦。“在第二次向‘钉子阵
地’转移时，我和战友邱训章负责把加
固工事拆下装车。夜间不能点灯，只能
摸黑干。我个小，抬重物时邱训章总让
我扛小头，他扛大头。”施德华回忆。

战士个个士气高涨，许多人写下遗
言、立下血书，决心在战斗中不怕流血
牺牲，勇歼敌机。战斗中，施德华所在的
中队先后有王德清等 &"位官兵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在“钉子阵地”对敌空战
中，施德华在掩体搬弹药向外冲时，突
遭敌机轰炸。他发现班长倪振华身受重
伤被埋土中，赶忙去拉，倪振华一把推
开他，说不要管我，快去救其他战友。第
二天，班长倪振华因伤势过重牺牲了。

牺牲战友也有家

回国后，施德华继续在部队服役。
#$!) 年 $ 月转业回沪，到嘉定县粮食
局工作。

作为那场战争的幸存者，施德华无
时无刻不在怀念曾经一起共同战斗和牺
牲的战友。他也时常想起老班长生前的
话：“我们参加援越抗美战斗，是与敌人
进行一场殊死搏斗，随时都会有牺牲，
大家要牢牢记住，牺牲的战友也有一个
家，活着的同志要在有生之年代牺牲的
战友去看看他们的亲人。”

施德华始终没有忘记班长的嘱托，

他除了寻找慰问烈士家属，还想收集
和整理烈士的生前资料和照片，汇编
成书，表达对烈士的缅怀之情。

工作之余，施德华除了积极联系
各地昔日战友，邀请他们共同撰写回
忆录。此外，他还经常抽出时间看望
四位上海籍的烈士家属。当年的老班
长倪振华是嘉定娄塘镇人，小名阿松。
在部队时，他不仅是一位好班长，还
写得一手好字，会拉二胡，吹口琴、
打篮球。自他牺牲后，施德华一直与
其哥哥倪建华及家人保持着联系。倪
振华母亲病故后，施德华还专门前往
看望并吊唁。

一波三折寻烈属

退休后，施德华历时 #'年，开始
了在各地寻找另外 &&位烈士家属的征
程。这 &&位烈士的家属在辽宁、河南、
湖南、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
地域跨度大，路程远，有几位烈属的寻
找难度很大。

施德华通过联系和电话查询，先确
定烈士家属的所在地。为了节省费用，他
每次临行前都会自备大包干粮，一路上
就着白开水啃馒头，乘最便宜的车子，住
最便宜的旅馆。为了寻找原一连指导员
王德清烈士在辽宁盘锦市的家属，施德
华克服路途颠簸，仅单程就花了 ('多个
小时。

当地政府部门、战友和烈士家属的
亲朋或邻居得知具体情况后，都纷纷给
予施德华热心的帮助。&'#!年，施德华
前往广西柳州市寻找黄绍英烈士家属
时，失去了“目标”。后来，他辗转联系到
了广西籍战友覃日常、李子目，在他们的
陪同下，施德华前往广东信宜市经口镇，
终于找到了黄绍英烈士的大哥黄琼英。

尽管自身家庭条件并不好，但施德
华在每次寻访烈士家属时，总会送上慰
问品、慰问金。烈士黄绍英的大哥黄琼英
家共 #'口人，生活拮据，当施德华千里
迢迢看望他们一家并送上 #'''元时，老
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对收集整理 &"位烈士生平资料这
件事，施德华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
上门亲自拜访，还经常通过写信、电
话，与昔日战友、当地民政部门、烈士
陵园等多方联系。经过近 #' 年努力，
在各方支持下，由施德华主编并自费出
版的 #"万字《烽火劲旅》一书于 &'#"年
底终于问世，全书分 ('多个章节，再
现了 "%中队 !!!位全体官兵在援越抗
美战斗中的真实场景以及可歌可泣的英
雄事迹。

施德华说，《烽火劲旅》一书的出
版，终于圆了他的梦，也兑现了倪振华
班长生前嘱托，完成了原全营战友的共
同心愿，自己所有努力没有白费。

! ! ! ! !据德国一项统计显

示! 到 "#"$年! 全球 %&

岁或以上的人口! 将首

次超过 & 岁或以下的儿童" 这表明!

世界人口正在老龄化"

老龄化社会的迅速到来! 令人恐

慌"

然而! 英国专栏作家和记者卡米

拉#卡文迪什在其新著 $不退休% 十条

献给老龄化社会的建议& 中! 引用日

本人近年提出的老年新概念'''(年轻

老者) 的概念! 提醒人们% 我们并没

有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快速变老! 而

且比你想象的要年轻" 她认为! %$ 岁

到 '$岁甚至更老都不应该算真正的老

年人! 人们需要改变对 &$多岁* %$多

岁和 '$多岁人的态度! 认识到延长的

不是老年! 而是中年" 她呼吁提高这

一年龄群体的社会价值和参与感"

我很赞成卡米拉+卡文迪什 (延长

的不是老年! 而是中年) 的观点"

其实!国外所谓 %$岁到 '$岁的(年

轻老者)! 在我国被形象地称作 (小老

人)"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小老人)的

生活状况实际上比(年轻老者)来得严

峻!令人不安"

施德华，1967年参加
援越抗美战争，7个多月里
先后参加战斗44次，与兄
弟部队一起击落敌机 60
架，击伤46架，俘虏美机驾
驶员数名，多次受到嘉奖。
为了老班长倪振华生

前的嘱托，退休后的施德
华，历经多年奔赴各地，艰
难寻找 26位烈士亲属，
记录和收集当年牺牲战友
的生平、照片，组织邀请部
分参战人员撰写回忆录，
出版了《烽火劲旅》一书，
缅怀50年前在那场战争
中献身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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