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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我们是来了解“打鬼子”的情
况后，老人很高兴。80 年前的一幕幕，
再一次在他脑海中浮现，恍如昨日。

穷苦子弟奔赴战场：“我
们都是拿命跟日本鬼子拼！”

1923 年农历 7 月，刘观明出生于怀
宁县秀山乡。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二。
母亲早逝，家境艰难，兄弟三人只得寄
居在怀宁县小市镇的舅舅家里。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起
了全面侵华战争，不甘屈辱的中华儿女
共赴国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全面抗战
的钢铁长城。刘观明就是其中一员。

1940年8月，刘观明被征丁。“当时
我 17 岁，个子小，排队总是排在最后
面。”老人用手比划着。“我们一行100多
人，10 人一组，用一个绳子穿住各自的
胳膊衣袖连成一个整体，互相牵扯着走
了半个多月，经过潜山、桐城、霍山等
地，来到湖北省南漳县。”

“我们的部队就是在南漳至宜昌一
带打鬼子。”老人回忆着，当时条件很艰
苦 ，吃不饱睡不好，每天两顿饭，晚上
打地铺睡稻草。刚入伍那年冬天，没有
棉衣，夜里就钻进稻草里睡觉，冷了就
跑跑步，暖和了再钻回稻草接着睡。

“我们都是拿命跟日本鬼子拼！”提
及武器装备时，老人回忆说，当时日本
有飞机、大炮、坦克，他们刚入伍时每个
人就一把大刀两颗手榴弹，后来一个班
发了几杆汉阳造步枪，但这步枪开枪往
上蹦，打不准。“1942年以后情况才慢慢
好转。”

“一开始我们不少人都想过离队，
但当我们看到鬼子到处杀人放火，了
解到以前部队在临沂、潢川、襄河东
等作战中英勇杀敌，军长张自忠将军
都牺牲在战场上，我就坚定了要打日
本鬼子的决心，誓把鬼子赶出中国！”
老人说到动情处，眼中闪烁着泪花。

“我狠劲训练了两个月，练习射击、刺
杀、投弹、搏斗。战友们那个大刀，
练得像玩武术一样。我的枪法也练得
好，一枪一个准。”

一年后，刘观明所在部队需要挑
选100多名机灵的士兵集训，培养机枪
手，他被选上了！配备的是捷克式轻
机枪。“这下好了，我可以直接扫鬼子
了。我就是要打鬼子！”18岁那年的笑
容，再次浮现在这位97岁的老人脸上。

抗战英雄奋勇杀敌：“打鬼
子一定要打得准，不能放空枪！”

“我们59军就驻扎在宜昌和南漳一
带，打击日军，策应友军打击日军。”老
人回忆道，尤其是 1943——1944 年间，
部队经常主动出击，袭击驻扎在当阳、
荆门的日军，每个月都要袭击两三次，
每次战斗短则三两天，长达半个月。“我
们每次袭击，都是在晚上八九点之后，
老百姓都睡觉了才出发。一个排或一
个班在前面探路，后面人拄着拐棍，互
相牵着，一步一步挪着走。天亮边上到
达鬼子驻地，给他们来一个突然袭击。
我们就是要让鬼子不得安宁。”

“打鬼子一定要打得准，不能放空

枪！你一开始打死他几个兵，鬼子就怕
了。开始就放空枪，鬼子就不怕了，就
给鬼子涨了气焰。”老人作战非常勇敢，
打的也非常精准。有一次，部队在当
阳与日军作战。“大概在 1943 年初夏，
连日的战斗，第三营第八连100多人全
部壮烈牺牲。为保卫3营营部，接命令
我带了 10 来个人和一挺机枪，夜里进
入阵地。第二天太阳刚起山的时候，
发现一队敌人大概 30 多人，从西边山
边往东斜着通过，我就势趴在一个坟
山高处，利用茂密的树杈作掩护，等
敌人进入一块平地靠近后，就端起机
枪，嘟嘟嘟猛扫，敌人全部应声倒
地。为防止他们装死，我又时不时扫
一遍，把山上的土打的直喷。最后，
看不见人影（动）了。”

刘观明最难忘的战斗发生在湖北

南漳县城西郊凤凰山。南漳是交通
要道，又是日军攻取老河口的外围
必争之地，当时 59 军、77 军就守卫
在南漳县城。

“战前，日军就放出话风，要把59
军、77 军消灭掉。我军在这里与日军
展开激烈夜战，随着敌人红色信号弹
而来的是白色信号弹，白色信号弹将
山上照的如同白昼，日军发起攻击，
拼命往凤凰山阵地冲。我军以山冈为
掩护，伏地不动，等敌人冲进有效射
程内，机关枪、步枪、迫击炮一齐开
火，枪声、喊杀声、手榴弹声混为一
团，甚至以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用
石头砸向山下的敌人，鬼子团长被打
死。凌晨，随着绿色信号弹的发射，
鬼子兵退却；第二天夜里，日军再度
进攻，增加兵力猛扑。在这场作战

中，我军依据有利地形，副团长何京
蔗指挥有方，打退了敌人多次疯狂进
攻，给了日军狠狠打击。日军这两夜
进攻大败而归，伤亡很大，战斗结
束，在阵地前沟底里丢下了很多尸
体。2011年11月，我们重返南漳旧战
场，当地老人说他们盖楼房时，发现
山下面河沟里有很多尸骨。”

抗战期间，刘观明多次遇险。作
为机枪手的他，曾在机枪故障时遇见
近在咫尺的敌军冲锋队。虽然他每次
都能化险为夷，但战争也给他留下了
永久的创伤，有心灵上的，也有肉体
上的。

“1944 年过年夜里，年夜饭还没
吃，战斗又打响了。这一次持续时间
最长，一直没有停，直到日本鬼子投
降。”谈及右手残疾的由来，老人说。

“这是扣机关枪扣的。一次，在南漳县
安家集一带作战，时间长了，枪体发
热，子弹打不出去，子弹的铜质外壳
一下把手指划开了，当时只连有一层
皮。”老人回忆说，战场缺医少药，就
自己涂点牙膏，用布条捆绑。随后伤
情的恶化，让这位杀敌无数的机枪
手，直到如今右手仍是残疾，无法灵
活使用。

抗战老兵殷殷寄语：“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要珍惜！”

“后来，鬼子终于投降了！”老人
开心地笑着说，那笑容让人仿佛置身
于 75 年前的秋天。“日本投降了，军
人、百姓都很高兴，到处敲锣打鼓庆
祝抗战胜利。接着，我们的部队就到
湖北广水城，接受日军投降，后来又
到徐州，接受贾汪煤矿。”

“打鬼子，我不怕死。可打内战，
我们都不愿意。”谈及蒋介石集团悍然
挑起内战，老人边摇头边说。

刘观明是幸运的：在淮海战役爆
发后的第三天，其所在的59军，与77
军一起，在共产党员何基沣和张克侠
等人的率领下，于台儿庄、贾汪防区
举行了战场起义。起义部队随后编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当时是传令兵，传达这个消息
时非常高兴。”老人还兴奋地回忆起那
些骄傲的瞬间。“邓小平同志来我们部
队时，还是我接待的呢。”

1949年2月，老人因右手残疾退伍
回到老家怀宁，并于 1961 年迁居潜
山，生活至今。

“现在日子好着不得了。”这位亲
历过残酷战争的老人对于现在安逸的
生活状态感到非常满意。“每年政府补
贴2万多，儿女们都很孝顺，小儿子在
国企上班，最小的女儿都有两个孙子
了。”特别是 2015 年获得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更是让他
感到无比光荣。

“过去中国受侵略，人民受苦受难，
现在国家强大了，我们每个人都幸福的
生活着，这一切来之不易，你们年轻人
一定要珍惜！”对于生活在新时代的年
轻人，老人深情寄语。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程晓文

97岁抗战老兵刘观明亲述当年抗战经历

“我们都是拿命跟日本鬼子拼”

本报讯 尊重劳动、珍惜
粮食、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8月31日上午，新学
期报名上课第一天，怀宁县茶
岭 镇 中 心 学 校 开 展 “ 厉 行 节
俭，反对浪费”为主题的“开
学第一课”，该校各班老师给孩
子们讲解了“光盘”知识，倡
导勤俭节约，爱惜粮食，珍惜
资源。校长汪满生从“世界粮
食日”的由来讲到疫情下的世
界粮食问题，并动员全校师生
参与“光盘行动”，杜绝舌尖上
的浪费。

爱惜粮食不能停留在口头
上，还要贯彻到行动中。茶岭
镇中心学校把珍惜粮食的“第
一课”贯穿在日常教学的点滴
中，通过班会、升旗仪式、师
生讲座等多种方式，让学生在
日常生活中争做勤俭节约的小
标兵，并通过“小手拉大手”，

带动家人也加入反对浪费的行
动中。“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
现在做起。”汪满生说，希望通
过 开 学 前 的 爱 粮 节 粮 宣 讲 活
动，让学生们在亲眼所见、亲
身体验中，从小对粮食有科学
认知、自觉节约粮食，将爱粮
节粮理念扎根心间。

怀宁县各级各类学校将爱
惜粮食，制止餐饮浪费、文明
节约用餐教育纳入“开学第一
课 ” 教 育 内 容 ， 树 立 浪 费 可
耻、节约为荣的观念，坚决做
到 “ 吃 光 盘 中 餐 、 餐 餐 不 剩
饭”。新学期，该县各级各类学
校将加强爱粮节粮宣传教育，
通过班会、专栏、黑板报、电
子屏幕、微信群、QQ群等方式
加 强 对 广 大 师 生 杜 绝 餐 饮 浪
费 、 文 明 节 约 用 餐 的 日 常 教
育，营造文明节俭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檀志扬）

怀宁
开学第一课，学习节约粮食

本报讯 宿松县下仓镇通
过充分发挥法律宣传平台、干警
下沉网格、强化接诉平台功能的
作用，做到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让温馨和谐成为乡村的主旋律。

下仓镇一直以来都把开展
法律宣传、提升法律知识作为减
少和预防矛盾纠纷发生的重要
手段，镇司法所联合镇妇联、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等单位每月定
期开展法律宣传，将事关群众利
益的法律法规手册送到群众手
里。对于镇村干部，针对性开展

“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等
法律知识讲座，强化镇村干部依
法办事、为民服务的意识。

自5月份开展政法干警进网
格活动以来，下仓镇司法所联
合 派 出 所 定 期 开 展 “ 周 三 有
约”等活动，收集群众的意见
和 建 议 ， 做 好 反 馈 和 处 理 工
作。截至目前，共收集群众意
见建议3条，受理诉求2条。

同时该镇充分发挥好人民
调解员和乡贤作用，积极处理
下仓镇马山村杨棚组、吴屋组
涉及石头埠区域土地山场矛盾
纠纷的调处，镇综治中心组织多
次多轮的调处会、协商会，最终
促成双方达成一致协议；此外还
积极促成社区矫正对象石某某
和前妻余某某就经济纠纷达成
协议，解决了缠绕两人多时的问
题，也消除了矛盾隐患。

该镇还优化接诉平台服务
功能，打造矛盾纠纷化解“终
点站”。对于前来反映问题的群
众，热情接待，耐心解答。对
于在市长信箱、12345热线服务
平台等网上反映的问题，及时
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
在规定期限内予以回复。对不
能尽职尽责、在规定期限内无
正当理由未办理的工作人员严
格按照规定追究责任。

（通讯员 张文斌）

宿松
下仓镇化解矛盾纠纷有“妙招”

本报讯 2017 年望江县鸦
滩 镇 望 马 楼 村 合 理 流 转 孙 家
埠、河石塘209亩山场、帅家中
屋 60 亩旱地，利用农发项目整
平和翻挖，2018年新建了150亩
油茶种植基地和200平米的旅游
客服中心。如何管护好扶贫项
目并使其更好地发挥效益？成
了望马楼村发展的难题。

2019 年，适逢望马楼村因
基础较好成为党建引领信用村
建设试点工作示范村。在外经
营多年的郝军瞄准了家乡发展
的惠民政策，于当年 11 月返乡
创 业 。 经 过 村 两 委 及 党 员 代
表、村民代表协商，郝军与望
马楼村签订了 18 年的承包合
同，一次性交付三年租金 10.8
万元，承包265亩油茶、客服中
心和 30 亩水塘，收益资金大部
分用于开发公益性岗位解决贫
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增收，少部
分用于发展村级公益性事业。

缺少创业资金的难题之前
一直困扰着郝军，是“党建引

领信用村建设”好政策帮助他
解决了融资难题，鸦滩农商行
一次授信 20 万元。经过半年的
经营，他发展了 130 亩白茶种
植、30 亩池塘养鱼、养鸡、养
羊、蔬菜种植、融餐饮休闲垂
钓为一体“绿优家庭农场”。农
场内吸纳贫困户、半劳动力 10
余名，同时还带动孙埠组建档
立卡贫困户郝结林承包帅家中
屋 60 亩油茶基地发展中药材种
植，基地内油茶、白茶郁郁葱
葱，休闲、垂钓的人络绎不绝。

近年来，望马楼村在村委
班子的带领下，在郝军等先锋
模范的带动下，借力国家扶贫
开发各项政策红利，大力发展

“油茶”特色产业种植与精深加
工产业，健全“公司+基地+农
户”经营模式，全村通过改造
低产林、荒山坡种植“油茶”
3500 余亩，进入丰产期后每年
可增收850余万元。

（通 讯 员 金 娟 娟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望江
党建引领助创业 示范带动促振兴

17岁那年的秋天，你是如何度过的？焦急地等待大学录
取通知书的到来？抑或是用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美好的未来做
着盘算？

他的17岁，没有选择。在那个危急存亡之秋，他奔赴战
场，同当时无数刚丢掉锄头就要扛起枪的农民一样，在经历
过血与火的考验后，成长为一名真正的英雄。

他叫刘观明，一位抗战老兵，1940年开始在国民革命军
第59军180师539团担任上等兵、轻机枪手。战斗中，他英勇
顽强，骁勇善战，杀敌无数。

2020年的秋天，抗战胜利已经整整75周年，距离这位老
人走向战场过去了整整80年。这个秋天，记者特意对刘观明
进行了专访，以记录下这位抗战老兵的往事。

8 月 27 日，国网太湖县供电公司
组织党员服务队和青年志愿者主动前
往太湖县新城小学，提前进入校园开
展电力设施专项安全检查，全力护航

“开学季”用电无忧。
各地中小学于7月初开始放暑假，

并将于9月初正式开学。暑假期间，学
校大部分电力设备处于停用状态，再加
上前期的连续强降雨天气，湿气较重，

缺少日常维护，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为保障“开学季”用电无忧，太湖供电公
司第一时间组织党、团员进入校园开展
用电服务。“红马甲”们重点对学校变压
器、高低压进出线、继电保护等电力设
备进行专项检查，对教室、食堂等重点
场地的配电线路、照明灯具、开关插座、
漏电保护器等进行全方位“体检”，仔细
排查各类安全隐患。针对学校配电房

乱堆乱放、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等问
题，能当即解决的“红马甲”们协助校方
立行立改；不能当场解决的提出整改要
求和注意事项，并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跟
踪隐患消缺进度，做好闭环工作。

活动中，“红马甲”们还向后勤保
障处人员和在校老师宣传安全用电常
识，引导其增强安全用电意识，征询
日常用电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给予

专业的意见和指导，着力营造良好的
安全用电氛围。（舒圣焱）

“红马甲”助力“开学季”用电无忧

安庆供电公司在企业提质增效中
创新废旧物资处置方式，从 4 月底至
今，短短4个月,“无害化”处理废旧
水泥电杆 400 余根，为企业增收 30 余
万元。

据了解，在城乡高压输电线路施
工改造中，淘汰下来的水泥电杆因传
统的就地破碎、掩埋等处置方式，不

仅造成资源浪费，还会带来环境污
染。回收困难，处置效率低下，成了
长期困扰企业的“挠头事”。

为破解废旧水泥电杆处理难题，
今年 4 月初，安庆供电公司转变工作
思路，创新废旧物资处置方式，多次
组织物资部门主动与横江集团建筑装
饰公司合作，引进具有资质的巨源环

保公司合作办厂，先行取得当地环保
部门审批后，联合开展废旧水泥电杆
的处置再利用。其中，横江集团建筑
装饰公司负责提供场地和运输，巨源
环保公司负责投资设备进行电杆破碎
和混凝土处理，废旧钢筋由横江集团
建筑装饰公司回收，混凝土由巨源环
保公司回收再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彻底解决废旧水泥电杆粗放处理带来
的诸多难题。

通过“合作化、工厂化、再利
用”的手段，做到物尽其用，有效破
解废旧水泥电杆的回收难题，实现了

“双零一增”（即：零污染、零浪费、
增效益） 的目标，每年可为企业增加
收入100余万元。（李思 胡晓延）

“无害化”处置废旧物资助企业提质增效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经历了无数次生死的抗战老兵刘观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