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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老兵陈进福分享战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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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给大家讲述侦察兵的故

事⋯⋯”7 月 31 日，朱长春参加了一场

由少年军营地举办的庆“八一”主题活

动。

作为关爱老兵志愿服务队的秘书

长，朱长春在慰问老兵和采集“红色故

事”的同时，还坚持用宣讲的方式传承

“红色精神”。2021 年以来，朱长春进

行了 23 场类似的宣讲活动。学校、企

业、社区、机关单位、非企社团，都曾留

下过朱长春宣讲的身影，而他也成为

我市有名的“红色故事”宣讲员。

在开展线下宣讲的同时，他还把

自己撰写的“红色故事”发布在微信公

众号上，扩大教育覆盖面。

从听老兵讲，到向一群人讲，朱长

春用自己的方式，在挖掘和宣讲“红色

故事”的路上追寻心中的信仰之光。

“这是我们使命使然。老英雄的今

天就是我们下一代的明天，我们应该和

时间赛跑，把老英雄的‘红色精神’传承

下来，把接力棒交下去。”他说。

融媒记者 李一正

传承“红色精神”，让“红色故事”开口说话

朱长春在少年军营地宣讲“红色故事”

退伍军人
黄桃滞销

志愿者伸出援手
卖出1500多公斤

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东来）“多亏

了你们的帮忙，不然受台风影响，这些

黄桃就损失不少了。”8 月 3 日，唐先镇

唐上村桃农方王震向市益心同行社工

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表示感谢，感谢他

们帮自己采摘滞销的黄桃。

记者了解到，方王震是一名退役军

人，在唐上村和父亲种了 20 多亩黄桃.

这几天，大部分黄桃都已经成熟，如果

不及时销售，受台风影响，黄桃将掉落

摔坏。

市益心同行社工服务中心收到求

助后，立即上门核实情况，并组织开展

“情系桃农，关爱老兵”助农活动。短短

几小时，就在微信群里预售 1500 多公

斤黄桃。

8 月 3 日上午，30 多名志愿者和 5

名退役军人早早来到方王震的黄桃种

植基地帮忙采摘、套袋、打包，以实际行

动关心关爱退役军人，让黄桃成为退役

军人的“致富果”。

益心同行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胡剑

说：“8月1日是建军节，而8月是我们的

‘拥军服务月’。接下来，我们还会帮助

从事葡萄种植的退役军人，希望通过我

们的帮扶，让更多退役军人增收共富。”

“红色故事”激励一代代人奋进
三年多来朱长春采访老兵及家属70多人

“我参加过洛阳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7 月初，
97 岁老兵吕汉清成为朱长春采集“红色故事”的第 52 名老兵。今年 68 岁的
朱长春是龙山镇桥下南村人，他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退役后一直坚持志
愿服务工作。如今，他是市关工委宣讲团的一名宣讲员，也是关爱老兵志愿服
务队的秘书长。三年多来，朱长春走村串户，抢救、挖掘沉寂在乡村的“红色故
事”，采访老兵及家属70多人，其中90岁以上老兵40人。8月4日，记者联系
上朱长春，听他讲述了采集“红色故事”过程中的故事。

抢救“红色记忆”，一群老兵点亮一座城市

朱长春采集“红色故事”，始于《中

国退役军人杂志》给出的一道“命题作

文”。

2021 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起

百名老兵讲百个故事赞“百年党史”活

动。战友得知朱长春正在自发整理老

兵故事，就将其介绍给了《中国退役军

人》杂志主编杨国军。

“杨主编给了我一个题目，叫‘一

群老兵点亮一座城市’。起初，我怕自

己难担此任，后来,在组织的支持下，

就接下了这个任务。”朱长春说，“这是

一份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

尽可能留下更多老兵的记忆，传承好

这些宝贵的‘红色精神’。”

抗美援朝老兵陈进福，是朱长春

采集的第一个完整“红色故事”的主

角。

“记得那年的 9 月中旬，敌机在防

空哨所附近上空,每隔100多米至200

米距离投一颗母子弹，共投了 10 余

颗，整片咽喉要塞布满了蝴蝶雷。换

岗的两位战士触雷牺牲，一辆满载物

资的汽车被炸，司机负伤，上级要求我

们迅速增派力量清除。”回忆起这次难

忘的排雷行动，92 岁的陈进福仍历历

在目。

1951 年 2 月入伍，同年 7 月入朝

作战，直到 1958 年随最后一批志愿军

回国，陈进福亲历了整场战争，这是他

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排雷故事”以其特有的红色基

因，激励着陈进福的孩子及一代代人

成长奋进。

“红色故事”的亲历者，如今都已

是耄耋之年、鲐背之年。为抢救弥足

珍贵的“红色记忆”，为后人留下更多

“红色财富”，今年 3 月，我市成立了关

爱老兵志愿服务队，多方力量的加入，

让采集“红色故事”的队伍不断壮大。

“90岁以上的老兵优先采集，有故

事的老兵要多采集。”朱长春说。

志愿者帮忙打包

采集“红色故事”，远不止听与记那么简单

为力求故事完整准确，朱长春反

复问、反复录，在党史办、新四军研究

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之间来回奔走，

不辞辛苦反复印证。

三年多来，每当发现有价值的线

索，朱长春不论寒暑，走村串户，累计

采访老兵及家属70多人，其中90岁以

上老兵40人，录制音频上百条。

“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我们每

次采集的时间控制在 1 个小时以内。”

朱长春说，“每个故事最少采集两次，

多的六七次。采集一个完整的故事往

往需要投入一星期。”

音转译，工作量大且繁杂，事关

“红色故事”的质量。朱长春对采集的

音频一个个听，一句句记，一字字校，

保证原汁原味。

采集“红色故事”，不仅把老兵口

述的经历记录好，还要把它鲜活地呈

现出来。

朱长春从采集的音频中，整理出

《难忘的排雷行动》《民族砖瓦 乐观英

雄》《村里的千年“老二”，定海神针》

《救人不留名的曹岩青》《“技改能手”

王岩福》等 52 篇“红色故事”。其中，

关于曹岩青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救了 3

名浙东支队解放军战士的故事，帮助

后人完成了自己父亲当年想要找到救

命恩人的夙愿。

事实上，老兵的“红色故事”还远

不止这些。

朱长春介绍，接下来，他计划将老

兵讲故事的画面用视频的形式录制下

来，作为珍贵的史料保存。另外，他还

有出书的打算，希望这些故事能够给

更多人带来鼓舞。

唐先镇葡萄
以“甜实力”
引“八方客”
本报讯（融媒记者 陈宏宇 实习

生 吕钰琦） 火热八月，唐先镇的葡萄

果农们迎来大丰收。8 月 3 日下午，唐

先六泉家庭农场的葡萄大棚里，成片葡

萄架排列整齐，串串饱满、颗颗圆润的

葡萄挂满棚顶，散发着令人垂涎的果

香。农场负责人夏小华正忙着修剪枝

桠，清理坏果。

“我们是来自贵州的新永康人，听说

这边采摘游非常有意思，一家人都来

了。”带着老婆孩子前来体验葡萄采摘游

的新永康人杜先生告诉记者。园内外，

慕名前来采摘葡萄的游客络绎不绝。

“我准备摘满一箱葡萄，这种体验

很开心。”11 岁的新永康人杜克彬说。

由于身高不够，他负责用纸箱接住父母

剪下的葡萄，劳动带来的快乐挂满了他

稚嫩的脸庞。

如今正值葡萄销售旺季，红富士、甬

优 1 号、阳光玫瑰等品种的葡萄陆续上

市。要说唐先葡萄的“当家花旦”，非红

富士葡萄莫属。葡萄品质不断攀升，使

其价格较去年有了一定幅度的提升。“红

富士葡萄去年批发价在四五元一斤，今

年涨到六元一斤了。”夏小华说。

据了解，第十三届中国（永康）红富

士葡萄节将于 8 月 11 日在唐先镇秀岩

村开幕。为了增加游客们的采摘体验

感，十里葡萄长廊内的路引指示牌也在

同步制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