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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9 日，秋高气爽。 鹿邑县马铺镇
民政所的韩所长来到我家，把一枚金光熠熠的“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佩戴在我
父亲胸前。纪念章上镌刻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字样，还有编号。父亲欣喜异常，爽朗的笑
声在院子里回荡。 随后他饶有兴致地给我们讲起
当年参加革命的故事。

父亲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1947 年，
根据豫皖苏边区的指示，在商丘、亳县、鹿邑、柘城
四县交界地带，成立了商亳鹿柘县，领导豫皖苏边
区的解放斗争。那年正月至二月间，村里选举农会
会长，群众一致推选父亲。 要知道，一旦当上农会
会长，若被联防队抓住，只有死路一条，附近村子
已有几位农会会长惨遭杀害。但父亲毫不退缩，毅
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他跟地下党员老王密切联络，
秘密召开会议， 积极组织发动群众， 开展革命活
动。 由于形势严峻，父亲不敢待在家中，常常东躲
西藏。

当年 6 月，骄阳似火，正值解放开封的关键时
期。 老王找到父亲，嘱托道：“前线急需物资支援，
你带领担架队立即上前线， 确保物资顺利送达部
队。 ”父亲毫不犹豫地应下，迅速召集人员，马不停
蹄地奔赴前线。完成任务归来，父亲还没来得及好
好休息，乡里传来消息，急需人手协助工作。 父亲
顾不上疲惫，即刻前往乡里投入新的工作。

在乡里工作不久，一天，父亲突然接到去区里
开会的通知。会后，秦区长对父亲的工作能力和干
劲十分赏识，对他说：“留下来吧，在区里工作。 ”父
亲答应了。随后，他领到一套军装、一杆枪和子弹，
自此跟随区队行动，开始了更加艰巨的武装战斗。

那时，解放战争在各个战场激烈展开。 商亳鹿
柘县作为新解放区， 地处敌人战略据点商丘的南
大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敌人为确保商丘安全，
不断对商亳鹿柘县进行“清剿”和“扫荡”。 当地军
民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 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
对的武装斗争。他们巧妙运用“麻雀战”、游击战等
灵活多变的战术，白天分散隐蔽，夜晚集中出击，
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打击敌人，让敌人疲于奔命、不
得安宁。这种“拉锯战”异常激烈且频繁，以至于父
亲后来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战斗。

淮海战役于 1948 年 11 月 6 日打响， 至 1949
年 1 月 10 日胜利结束。 战役期间，父亲积极响应
县区号召，全身心投入支援前线的工作中。他先后
3 次带领担架队，将物资运到永城的泉城、白庙一
带。当时正值寒冬，冰天雪地，道路泥泞不堪，每前
进一步都充满了艰难险阻。 从商亳鹿柘县高口区
到永城，路途长达 200 多华里。 起初，他们用太平
车、拖车运输物资；接着，改用骡、马、驴驮运 ；后
来，由于天气愈加寒冷，雨雪交加，道路湿滑难行，
加上沿途食宿困难，他们不得不改为人力扛运。父
亲后来回忆道， 那段日子他们时常遭受饥饿和干
渴的折磨。但他们没有退缩，像钢铁战士一般坚守

着这条运输线，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淮海战役胜利后，解放大军挥师南下，国民党

残余势力被彻底清除， 人民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解
放。 父亲因表现突出，先后担任乡党委委员、群众
代表， 全身心投身于查粮定产和土地改革运动之
中。 他还经常到县里开会， 因工作出色被评为模
范。

父亲身高力壮，手指修长且灵巧。 农村的各类
活计，他样样精通。 无论是犁地、耙地、摇耧、撒种、
扬场、 放磙等农活儿， 还是做门窗家具的木工活
儿，或是脱坯、砌墙的泥水活儿，他都手到擒来，不
在话下。 他还擅长用白蜡条编筐，用高粱秆皮或芦
苇编席，就连果树嫁接等技艺也十分精湛。 母亲曾
半开玩笑地说他：“百巧百能百受穷， 阎王爷嫌你
瞎翻精。 ”父亲则常说：“生意不如手艺，手艺不如
口艺。 学会一门手艺就多一条谋生的门路，正所谓
艺多不压身。 ”得益于父亲的悉心指教，我也学会
了编席手艺，还曾为大伯、大叔编过席子。

大集体时期，生产队安排父亲从事副业，做木
工活。 父亲每日辛勤劳作，挣得的钱交给生产队记
工分。 其间，他多次参与公社和县里的修桥筑闸等
大型工程，也曾被派往各村的大食堂修补蒸笼。 在
修建鹿邑县玄武大闸时， 他在那里干了一整个春
天。 父亲干活向来踏实认真、负责到底，从不偷奸
耍滑，无论在哪儿干活都深受大家欢迎和好评。

我家姊妹 5 个， 仅靠父母两人劳动， 收入微
薄，生活十分困难。 父亲为了支持我上学，总是想
尽各种办法挣钱。 他时常鼓励我：“不管生活有多
艰难，只要你愿意读书，我一定会供你上学。 ”我牢
记父亲的教诲，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高
中毕业后，我担任过初中民办教师，后来又到淮阳
师范大专班深造，在祖辈都不识字的家庭里，这也
算为父亲争了光。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业生产
改为分户经营，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家家户户生活
逐渐富裕起来，盖新房、添家具的需求日益增多。
父亲的木工手艺终于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许
多人家纷纷邀请他去制作桌椅板凳等家具。 看到
木工手艺这么受欢迎， 不少家庭困难的男孩前来
拜父亲为师。 父亲总是热情接纳，毫无保留地将各
种木工技术传授给他们， 耐心指导他们练习基本
功，教导他们“要记住三年的徒弟二年的锛这个道
理”。 父亲先后收徒 10 余人，这些徒弟后来个个学
有所成，都顺利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父亲热心公益事业，凡是对大家有益的事，他
总是积极主动地去做。 我们村西边的明镜沟是惠
济河的支流，沟上的桥是 1970 年修建惠济河孙营
闸时的配套工程，因年久失修，桥面多处破损。 父
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主动拾捡碎砖头，自费
购买铁丝水泥，对桥面进行修补。 哪里坏了就修哪
里，这一修就是好几年。 有人问他这样做图啥？ 他
笑着回答：“图大家走着方便。 ”

有一次，一辆拉煤的货车压断了一块桥板，恰
逢我回家看望父亲，他便让我想办法解决。 我到县
里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 很快， 桥就得到了修
复。 后来鹿邑县水利局对桥面进行了加厚处理，并
重新加固了两边护栏，使桥梁通行更加安全便捷，
父亲这才不用再去修桥。

我们村后的道路是交通要道，来往车辆繁多，
路面容易损坏。 父亲一旦看到路面破损，就会及时
进行修补，被群众称赞为“义务护路员”。 在修建村
村通公路时，他带头捐款集资。 修村内路时，除带
头集资外，他还主动帮助收缴和管理集资款，对收
支账目张榜公布，做到公道明白。

他心怀怜悯，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总是毫不犹
豫地伸出援手。 有一次，高口集街头有一个男子衣
衫褴褛，精神失常，父亲看到后，立刻回家拿了一
套自己的衣服给他。 父亲常说自己心软，看不得别
人受苦。

教师节时，他会购买作业本、铅笔和糖果送到
村小学，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
的人才，做革命接班人。 村小学的桌椅坏了，他会
带上木工用具和木料，前往学校维修，且不收任何
报酬。 校长戴华亭为此专门撰写稿件，鹿邑县电视
台随后宣传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父亲的善举。

韩所长离开时，专门用手机为父亲拍照留念，
并在笔记本上郑重地记下了他的名字：“戴彦坡”，
表示要向鹿邑县民政局作专题汇报 。 父亲生于
1929 年，18 岁投身革命， 如今享受着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退伍军人待遇。 我家大门口挂着河南
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军属光荣”牌匾，县镇有关部
门领导也时常前来慰问。

父亲始终满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

情，坚定拥护改革开放政策。 虽然他未曾读过书，
不识字，但他爱看电视、听广播，每天收看《新闻联
播》，时刻关心国家大事。 他常说：“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 ”他谆谆教导子孙后辈要听党的话，
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 我和爱
人、儿子、女儿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历经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阶段， 对新旧
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真

切的感受。 他常常将小时候的贫苦生活与现在的
幸福日子作对比， 越比越觉得满足， 总是感慨地
说：“现在吃穿不愁，我真是太有福气了。 这么好的
日子，怎么都让我赶上了呢？ ”

我的父亲
■戴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