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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小小的战役中，老人记忆最深
的就是上甘岭战役。每次说到这里，老
人都有些情绪激动。“这场战，打得太惨
烈了，很多战友都牺牲了……”在他断
断续续的讲述中，还原了一场真实的上
甘岭之战。

1952年，夏兆根所在的志愿军39
军接到命令，向上甘岭集结，当年他只
有23岁。

“因为时间紧迫，他们几乎是日夜行
军，战士们实在困了，就一个拉着一个，生
怕掉队。有的不小心打瞌睡了，额头直接
撞在前一个人的枪膛上，一撞一个包。”
夏国光说，以前听父亲说起，当年他们到
上甘岭时，当地气温是零下20多摄氏
度，有些战士来不及换冬装就开始投入
战斗，战场缺水缺粮。

以前看电影《上甘岭》时，夏兆根常
说，真实的上甘岭战役要比电影惨烈得
多。“飞机在轰炸，机枪在扫射，每天都是
嗖嗖嗖的声音，子弹就像是下雨一样落
下来……”虽然老人说话有些含糊不清，
但“嗖嗖嗖”的声音却表达得格外清晰。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持续了整
整43天，而夏兆根鏖战七天七夜，最后
是被战友用担架抬了出去。

对面炮火猛烈，强烈的冲击波震荡着
坑道，有的战友活活被震死。连日的轰炸，
让志愿军伤亡惨重，山头被削低了整整两
米，高地上的土石被炸松，成了一片焦土。
战场上硝烟弥漫，连枪栓都拉不开，于是双
方开始互扔手榴弹。夏老不幸被弹片炸
伤，右眼完全失明，被转入后方治疗。

“这场战役打得太不容易了，很多
战友都回不来了……”老人说着说着，
眼角又泛起泪花。三年后，他回到宁
波，在泗门棉花加工厂当普通工人，那
段烽火岁月就尘封在他的记忆里，对谁
都没提及。

“他常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都是流血牺牲换来的，他的爱国之
心从未改变。”夏国光说，老人在上甘岭
的英勇故事从未和别人提及，但他们会
把这种爱国精神传承下去，和平年代更
要铭记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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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老人
回忆惨烈的
上甘岭战役

七天七夜鏖战
右眼被弹片炸伤

“老爷子，这辈子当兵打仗，后悔吗？”
“不后悔！我那么多战友都死了，我还活着，已经很幸运了！”老人

颤颤巍巍抬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
这场对话的主角叫夏兆根，今年 91 岁，南征北战，曾七天七夜鏖

战上甘岭。但上甘岭这段烽火岁月，老人鲜少提及，60多年深藏功
与名。

摸着纪念章，老人动情落泪
因为两个月前从楼梯意外跌

落，夏兆根至今还躺在床上，身体
状况大不如从前，连说话都不太利
索了。记者走进房间采访时，老人
正在看央视《军事频道》。妻子陈
四妹解释说，“老头子就爱看这个，
特别喜欢看战争片。”

10月29日上午，慈溪市老干
部局的工作人员手捧鲜花来看望
老人，并送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
章。老人颤颤巍巍伸出手，摸着纪
念章，动情落泪。

担心老人触景生情，大儿子夏
国光准备把纪念章收起来，他却伸

手示意：“把这个挂那里！”儿子将
纪念章挂在床前的镜框上，老人点
点头，心满意足地笑了。

1949年的“解放东北纪念章”、
1950年的“华北解放纪念章”、1950
年的“解放华中南纪念章”、1951年
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大大小小
十余枚纪念章记录了老人的烽火岁
月，虽然有的已失去往日的光泽，但
都被老人小心翼翼收藏着。

“这些都是拿命换来的，都是他
的宝贝。以前身体好的时候，他总
要拿出来看看！”陈四妹说，这次工
作人员拿来了抗美援朝70周年纪
念章，他一定要挂在看得到的地方。

南征北战，全身有不少伤

1929年，夏兆根出生在丽水
缙云县的贫困山区，从小就生活艰
苦。7岁那年，父母撒手人寰，留
下他和弟弟相依为命。为了维持
家里的生计，他小小年纪就挑起重
担，在地主家当放牛娃。

1946年，夏兆根被拉壮丁进入
军队。1947年，他在战场起义加入
解放军，那时他年仅18岁。老人参
加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
役等，身上大大小小的伤更是不计
其数。

“以前，他常说，他是从南打到
北，再从北打到南，大大小小的战
役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场。”夏国光
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里，父亲为
人低调，从来不把这些事挂在嘴
边。小时候，夏天乘凉的时候，他
们最喜欢围坐在父亲身边，缠着父

亲讲当年打仗的事。
战场上炮火纷飞，很多老兵都

经历过九死一生。解放锦州时，夏
兆根就在炮弹轰炸中死里逃生。有
一次，一颗炮弹直接在他身边爆
炸，炸塌了旁边的一堵墙，他被埋在
了废墟里。战友们大声哭喊着他的
名字，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挖出来。

“小腿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
耳朵有些失聪，现在看电视声音都开
到最大，不然听不见……”说起这些，
陈四妹总会偷偷抹眼泪。

陈秋云是慈溪市绿马甲老兵
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去年她无意
间得知夏老的英勇事迹，特意到家
里慰问。“很多老兵都很低调，不愿
意多说当年当兵打仗的事，他们对
现在的生活都很知足，但我们不能
忘了他们。”

鏖战七天七夜，右眼在战场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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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纪念章记录了老人的烽火岁月这些纪念章记录了老人的烽火岁月。。

“计算机能上网”“计算机能让我认识
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东西”。在重庆市綦
江区永城镇黄沙小学，一场题为“计算机能
做什么”的辩论会如火如荼地进行，抛出问
题的是来自中信银行重庆分行的信息技术
课支教老师。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在我校的支教活
动起始于2010年，今年已是第十个年头，
中间从未断过。”据黄沙小学的龙校长介绍，
10年时间里，该行共计400余名员工参与
支教，累计支教超过1.2万小时。“10年了，
爱心助学我们会坚持下去，给孩子们带来
更多关爱。”中信银行重庆分行行长陈以平
的话给黄沙小学的师生吃下了“定心丸”。
2020年5月8日，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员工丁
立和段永恒如约来到黄沙小学，“丁老师”教
信息技术，“段老师”教外语。

还没上课，同学们就坐得笔直，等待
“丁老师”的到来。课前，为了更好地适应同
学们的学习基础和接受能力，他将课件改
了很多遍；课堂上，他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拉近和学生们的距离；两天后，这位城
里来的支教老师成了同学们课后了解信息
的“宝库”。为何会选择教信息技术这门
课？在丁立看来，“孩子需要全面而深刻的
教育，信息技术的认识和运用能让孩子更
进一步了解他们生活的世界。”对于平时只
有语、数、外的同学们来说，信息技术课无疑
是一门新课程。但这门课程的内容极大地
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他们一个个都提出
了心中的疑惑。

“I have a green bag，来，跟我再读
一遍……”“段老师”在教四年级的同学们
学习外语。黄沙小学共有6位老师，但没有
外语老师，日常的外语课都是由3位永城镇
中心小学送教下乡的外语老师在教授。同
学们求知若渴，一有时间就缠着“段老师”在
图书室补习英语。

教育扶贫，师资力量是关键，学生要学
习新知识，老师们更要时常“充电”。为了提
升教学质量，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为学校捐
赠了台式电脑和手提电脑，老师们可以更
便捷地上网查阅资料、办公，也可以随时随
地备课。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将扶贫与扶智、扶
志相结合，持续10年助力黄沙小学教育事
业的发展。10年的助学积累，中信银行在
黄沙小学结出了“中信爱心图书馆”、接力

“爱心支教”及“中信大讲堂”等扶贫硕果，铺
就了一条“扶贫要扶智，更要扶志”的教育扶
贫路。

周雁

中信银行扶贫故事:
10年支教12000小时

老人在床前敬军礼老人在床前敬军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