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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戎装，意气风发的侯克。

手捧纪念章，侯克精神矍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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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南征北战 初心不变
———河南西华籍 103岁老战士侯克的故事

������一位慈祥的老人推着老年手推车，步履稳
健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扶着楼梯扶手，自信
地从二楼下到一楼……这是记者日前看到的
视频内容。谁能想到，视频中身体健康、精神矍
铄的老人， 就是原旅大警备区后勤部部长、河
南西华籍 103岁的老战士侯克。

这段视频是侯克的二女儿侯筱婷 2024 年
5 月 31 日为他录制的“儿童节”专辑，祝愿这位
“老龄童”节日快乐。

“虽然远在大连，但是父亲走得再远，从来
没有忘记来时的路。 他爱讲当年在河南西华，
沈东平、王其梅、胡晓初带他走上革命道路的
经历，讲老首长彭雪枫抗日血洒沙场的故事。 ”
侯筱婷告诉记者。

追求理想 、舍命报国 、枪林弹雨 、热血忠
诚……沉淀在侯克心中的那段红色记忆 ，让
大家看到了他光辉的足迹， 感受到了革命信
仰的力量。

遇上革命领路人

1921 年金秋十月，侯克出生于西华县艾岗
乡陵头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儿时 ， 缺衣少食 ， 生活中的艰难困苦
如同一块巨石 ，重重地压在侯克羸弱的肩
膀上 。

家中一贫如洗， 侯克和弟弟只得长年忍
受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 疾病来临，
并不是每次都能幸运地挺过去， 侯克的弟弟
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生病无钱医治， 导致双耳
皆聋。 看着可怜的弟弟，侯克时常以泪洗面，
又无能为力。

一声霹雳震天响，西华来了共产党，侯克
的命运因此发生了转折。 1933年秋，共产党员
沈东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指派到西华一带宣

传革命思想，播撒革命火种，组织抗日武装。沈
东平到西华后，在西华“三岗”（艾岗乡陵头岗、
都城岗、苗里岗）、屈庄一带开展革命活动，陵
头岗成了红色村庄。

为了普及马列主义，1935 年，沈东平、胡晓
初等人将陵头岗学校改名为普理学校。

“学校要向工农开门， 要让贫苦子弟免费
入学……”普理学校成立后，宣布与众不同的
办学方针。消息传开后，附近群众欢欣鼓舞、奔
走相告。

普理学校就在侯克家门口。 1936 年 9 月，
侯克走进普理学校学习，那时他 15 岁。

侯克是幸运的 。 在普理学校读书期间 ，
沈东平 、王其梅 、胡晓初等人为他讲革命道
理、指明前进方向。 他阅读进步书籍，接受共
产主义思想 ，拥有了可以为之奋斗终身的崇
高信仰。

接受抗日干部培训

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共产主义、抗日
救国在侯克这位热血青年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革命信仰就像黑暗中的光芒，引导着他奋不顾
身、一往无前……

1936年 10 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中
共豫东特委在普理学校成立， 沈东平任书记。
为尽快解决豫东地区缺少抗日干部的问题，豫
东特委于当年 11 月在普理学校举办第一期抗
日干部训练班。 在训练班学习期间，侯克在沈
东平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按照豫东特委指示 ，侯克和同志们深入
农村，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张贴 “反对日本侵
略”等标语。 各村相继组建青年队 、壮年队 、
姊妹队、老头队、老婆队 、儿童团等群众性抗
日团体 。 经过侯克等一批党员的宣传发动 ，
当地群众逐渐有了觉悟 ，积极参与到革命斗
争中。

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战火烧到了
侯克的家乡。1937 年，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很
快，广袤的豫东平原燃起战火。

豫东特委积极行动，在“三岗”创建抗日根
据地，共产党和老百姓亲如一家的关系，经受
了血与火的考验。

日寇入侵，狼烟四起，山河失色。侯克渴望
能用手中的枪杆子，对抗入侵家乡的强盗。

随部队进行游击战

“当年参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抗日。日本鬼
子一进中国，就到处抢、到处杀，进哪个村子哪个
村子就遭殃。 我们平时训练尽量节约子弹，力争
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人人争做神枪手……”
候克说起当兵时的经历，仿佛还历历在目。

侯克参军入伍 、 保家卫国的机会来了 。
1938 年春，日寇进犯中原，西华成为抗战前线。
按照豫东特委意见， 全县迅速组织起 3000 多
人的抗日武装， 番号为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
（俗称西华部队）。

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还。 西华部
队于 1938年 7月发布了东征布告。出发前，侯克
和全体东征将士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部队分
两批东进睢（县）杞（县）太（康）地区，深入敌后开
展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遗憾的是， 沈东平在这次东征中不幸牺
牲，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

谈起沈东平， 侯克感慨万千：“山河破碎、
民族危亡之际，正是他和王其梅等人让我有了

坚定的信仰，能够在战火中击杀倭寇，保家卫
国，为群众报仇！ ”

东征加入新四军

战旗猎猎，迎风飘扬。 1938 年 10 月，彭雪
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从确山竹沟出发来到西

华，与吴芝圃、萧望东率领的部队“杜岗会师”，
重组新四军游击支队。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彭
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后， 留在豫东
坚持抗战的西华部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

中钉。 危急时刻，西华部队决定遵照上级关于
“部队必须东进抗日 ”的指示 ，寻找机会突围
东进。

1939年 11 月底， 侯克跟随部队经 8 个昼
夜急行军来到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游
击支队会合。西华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
队（后改为六支队）二总队，侯克光荣地加入新
四军。

面对日寇“烧光、杀光、抢光”的野蛮行径，
他和战友们毫不退缩，打响秋季反“扫荡”和反
“清剿”战役。

侯克随部队驰骋于豫皖苏大平原，多次参
加在新兴集等地进行的战斗，同日伪顽军进行
英勇顽强的斗争。 他敢打敢拼，逐步成长为新
四军四师九旅二十五团二营六连连长。

跟日寇拼刺刀时，他被刺中腿部，伤疤至
今可见。 尽管如此，伤好后，侯克立即返回战
场，和战友们用巨大的牺牲和代价，粉碎了日
寇扼杀根据地的企图。

惊心动魄肉搏战

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侯克穿梭于枪林弹
雨中，大小战伤不断，有时险些牺牲。

1943 年 6 月，麦收时节，苏北大地一片金
黄。 一天，侯克率连队战士在豫皖苏根据地宿
县大张庄与日伪军进行了一场浴血战斗。

当天拂晓时分 ， 经过一夜急行军的战
士们悄悄来到大张庄附近 。 按照上级指示 ，
此次行动的任务是阻止日伪军抢掠 ， 保卫
群众麦收 。

侯克和连队战士吃早饭时 ，侦察员前来
报告：几百名敌人正凶神恶煞般赶往大张庄
一带打算抢粮 。 敌众我寡 ，侯克立即要求侦
察员向上级汇报 ，同时和战友轻装跑步追上
敌人。

上午 9 时许 ，战士们接近敌人 ，乘敌不
备 ，突然发动攻击 。 晕头转向的敌人 ，不明
我军实力 ， 吓得来不及开枪就仓皇向大张
庄西北的一块坟地撤去 。 狡猾的敌人依托
坟地 ，用歪把子轻机枪向我军射击 ，一时间
枪声大作 。

交战中，侯克和战士们发现地上有许多带
钉眼的皮靴印，知道这次来了很多日本兵。 在
严峻的形势面前，大家没有胆怯，决心不管是
多么凶恶的敌人，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

敌人的武器先进，不可与之硬拼。 富有战
斗经验的侯克立即带头向村外冲，同时利用村
落有利地形进行反击。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 敌人仗着人多势
众，向村里反扑，欲对侯克等人进行分割包围。

随后， 狭路相逢的战斗变成近距离肉搏 。
厮战中 ，一个鬼子用步枪瞄准了侯克……

“连长，快卧倒！ ”说时迟，那时快，距离鬼
子十多米远的连队通信员耿文法眼疾手快，抽
出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结束了鬼子的狗命，
救下了侯克。

这时，冲锋号从远处响起，是火速赶来增
援的六连和五连。 敌人不敢恋战，丢下几十具
尸体仓皇逃跑，从此不敢再来抢粮。

打扫战场时，侯克和耿文法的手紧紧地握
在了一起。 战场上的生死相依，让他们结下深
厚的友谊。

身经百战的侯克性格豁达 、 善良忠厚 ，
在战场上英勇无畏 、杀伐果断 ，多次获得部
队嘉奖。

林海雪原浴血剿匪

在侯克的书房里，有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
《林海雪原》，没事时他就爱翻看这本书。 看书
时，他会想起当年寒冷的冬天，自己深入林海
雪原，与敌人血战的往事……

日本投降后，东北合江、牡丹江地区的政
治土匪猖獗。 国民党为抢占东北地盘，给他们
冠以“先遣军”“保安旅”等番号，助长了其反动
气焰。他们无恶不作、为害四方，瓦解我基层革
命政权，屠杀我党政干部。

剿灭政治土匪，是我党我军建立巩固东北
革命根据地的首要任务。1945 年 11 月，侯克所
在部队被调往牡丹江地区。他先后任牡丹江东
安分区警卫团 3 营营长、作训参谋，东北独立
8 师 2 团（后改番号 160 师 49 团）作训参谋，参
与东北剿匪。

侯克回忆，随着剿匪战斗的胜利，地方基
层革命政权得以建立和巩固，广大城镇和农村
已无土匪立足之地。 残存的顽匪，特别是一些
罪恶深重的匪首，纷纷分散逃窜，隐藏于深山
老林之中。 侯克所属部队及时调整战略战术，
进山搜剿残匪。

在两年的剿匪战斗中，侯克和战友纵横数
千里，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一个个山头……

侯克说，自己之所以对东北剿匪记忆深刻，
是因为当年和他隶属同一个部队参加剿匪的战

友，就有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曲波
根据亲身经历进行文学创作，写出了有名的“杨
子荣智取威虎山，消灭座山雕”的故事。

“我们部队是在合江、 牡丹江这个剿匪主
战场， 经过两年浴血奋战成长起来的主力部
队，涌现出一大批像杨子荣一样的战斗英雄。 ”
侯克说，战士们心中都有一团火，就是要解放
东北，救人民于水火。正是有了这种信念，大家
不惧危险、牺牲，进山剿匪，留下诸多可歌可泣
的战斗故事。

参加保卫开国大典

“参加开国大典保卫工作，让我永远难忘，
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 ”侯克说，这也是他
常给晚辈讲起的经历。

为保证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1949 年 9 月
5 日，党中央决定成立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
体的新型人民武装———公安中央纵队。

侯克被调入中央纵队一师 2 团任副参谋
长，与公开的、隐蔽的敌人进行了一场场惊心
动魄的斗争。

随着开国大典的日子越来越近，2 团派出
大批战士控制前门及天安门广场周边 13 座高
大建筑物制高点，以应对突发事件。

10 月 1 日凌晨 5 时， 天安门周边全部戒
严。 侯克在检查天安门周边警卫情况时，突然
发现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广场，沿着警卫路线详
细察看。 因为庆典时间较长，为保证毛主席的
安全和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保卫部门在天安门
城楼上给毛主席安排了一个休息室。周恩来走
进休息室检查，还仔细查看了沙发底下。 周恩
来检查了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并叮嘱警卫战士
不准任何人进入、靠近。 周恩来细致的工作作
风令侯克终生难忘。

侯克回忆，10 月 1 日下午 2 时许， 参加开
国大典的代表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时，一
位身穿土布长衫、脚穿旧布鞋的人引起警卫战
士的注意。 警卫战士查看他的证件时，大吃一
惊，原来他是著名民主人士、中央人民政府副
主席张澜。警卫战士马上扶张澜一步一步登上
天安门城楼。 张老没有一点架子，还对战士们
深表谢意。

“下午 3 时，首都 30 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
场， 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神圣时刻。
我们执行特殊而光荣的警卫任务，个个精神饱
满、毫不懈怠，不放过任何可疑的情况。毛主席
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当时，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红旗漫卷，群
众高喊着口号穿梭于闹市街区……”侯克清楚
地记得，群众游行结束后，毛主席走到天安门
城楼西头，挥手向站立在天安门前的警卫战士
高喊：“同志们辛苦了！ ”

那一刻，侯克和所有战士激动万分，因为
这是领袖对他们极大的鼓励和关怀。

其实，早在开国大典前一段时间，侯克和
他的战友便开展了一系列肃特反霸斗争，抓获
大量特务、土匪，有力地保障了开国大典顺利
进行。

关于张澜 ，侯克还讲了一件趣事 。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 ，张澜的家暂由侯克所
在的部队负责警卫。 张澜对这些年轻的警卫
战士十分喜爱。 当发现战士们文化水平不高
时，他亲自当教员 ，给战士们上课 ，希望他们
健康成长 、增长知识 ，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
大贡献。

“参加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 是我一生中
打过的最大的硬仗、胜仗。 尽管经过时光的洗
礼， 但那些记忆在我心中依然熠熠生辉……”
侯克说，这是一段鲜活的历史，更是一份沉甸
甸的家国记忆。

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

革命军人四海为家，党叫干啥就干啥。
1950 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 在唇亡齿寒

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决定 “抗美援朝 ，保家卫
国”。1950 年 11 月上旬，公安中央纵队撤销后，
侯克所在部队改为沈阳公安一师（后为志愿军
公安一师）开赴东北地区，执行城市、工厂警卫
和物资押运任务，担负志愿军出国作战和后方
基地保卫工作。

听说要进入朝鲜打美国鬼子，大家都兴奋
异常、热血沸腾。 侯克和战友时刻关注着前方
的消息：战火烧到哪里了？ 部队驻地离鸭绿江
还有多远？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952
年，为加强我军后援力量，侯克所在部队奉命
入朝，担负防空护路保运输等工作。

一进入朝鲜，侯克就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和无情。目之所及，皆是被敌机炸毁的房屋、树
木、公路，这使他对美国侵略者恨之入骨。

在空军力量不及敌人的情况下，怎样对付
美军的狂轰滥炸？侯克回忆，斗争中，他们部队
的官兵发明了“防空哨”这一办法，即不论白天
黑夜，在公路上只要有防空哨点哨兵的“哨响
旗指”，汽车就可以放心通行。 这种以劣对优、
以土制洋的办法，保证了战场前后方运输的畅
通，使敌人吹嘘的所谓“绞杀战”成为泡影。 每
次敌机过后，战士们还要检查公路路面，发现
定时炸弹、三角钉等要立即排除。 防空哨点的
战士除完成本职任务外，还热心为志愿军部队
司机服务，哨点成为“司机之家”。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朝人民打败美帝
野心狼，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1953 年 7 月
27 日，美方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鸭绿江水，滔滔碧波，奔流不息；中朝人民
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我们胜利了！志愿军陆
续告别朝鲜要回家乡，车站上人山人海，红旗
飘扬。

同样是在花样年华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侯
克的战友有的回来了，有的却将青春融入朝鲜
的山山水水。 每当谈起那场残酷的战争，侯克
总是告诫大家，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
空、历久弥新，青年人一定要倍加珍惜来之不
易的和平，将国家建设得更强大。

人生底色是对党忠诚

从朝鲜归国后，侯克被派到南京政治学院
学习，后调入某守备二师、旅大警备区。 工作
中，他严谨务实、雷厉风行，机关干部对他的评
价都很高。 1979年，侯克改任旅大警备区后勤
部部长，1983年离职休养。

生活在和平年代， 战争离我们很远很远，
但在侯克的记忆里，却很近很近。 无论是战争
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始终心怀信仰，用实际
行动诠释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作为党的同龄人，侯克寄情笔墨，特意写
下书法作品“国策英明千业振，党风纯正万事
兴”悬挂于客厅显眼处，用以告诫世人。

“老首长从军多年，在作战部队中成长，长
期负责警卫工作， 从来没有出现一丝一毫差
错。 后来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又安排他负责
部队后勤工作。 他二话不说立即赴任，投入工
作中。 任旅大警备区后勤部部长时，他心细如
发、一丝不苟……”这是多年的老同事对侯克
的评价。

“参加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战争，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独立功勋荣誉奖章，离休前曾任原旅大警备区
后勤部部长……”如今，西华县艾岗乡中共豫
东特委纪念馆里关于侯克的简介，勾勒出侯克
投身革命、戎马一生、矢志报国的奋斗历程。

冲锋的号角 、 挥舞的刺刀 、 无畏的拼
杀……在每个重要历史关头，这位钢铁战士跟
随党的大旗矢志不移， 他用战斗经历昭示，对
党忠诚是他的人生底色。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父亲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 经常告诫我
们要爱国报国，不搞特殊化，保持严以律己、勤
俭朴素的作风，踏实做人、认真做事……”侯筱
婷告诉记者，她和大姐听从父亲教导，先后参
军入伍，在艰苦环境中摔打磨炼。

女儿们继承了侯克的光荣传统，努力在各
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大女儿在部队期间积极
下基层、上海岛，为官兵服务；二女儿侯筱婷对
工作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被评为省级“巾帼建
功标兵”；三女儿刻苦钻研，成为大学博士生导
师……提起女儿，侯克老人的脸上总会露出欣
慰的笑容。

“父亲平时爱听京剧，爱看书、看报，人随
和开朗、 宽宏大度。 我们爱听他讲过去的故
事，从他身上学到更多东西。 ”侯筱婷说，父亲
在不同历史时期荣获的一枚枚军功章， 成了
时代的红色烙印， 也成了他留给后辈最珍贵
的“传家宝”。

人生百年，沧海桑田。 尽管已是 103 岁的
高龄，侯克依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时刻关注
着祖国的大建设和大发展情况。每当从电视上
看到祖国的变化日新月异、 党的事业蒸蒸日
上，他都倍感高兴。

“现在的生活好了，大家要好好珍惜，时刻
铭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要弘扬革命传统，传
承红色基因，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让红色
江山永固……”侯克发自肺腑的心声，是对党
的感恩，更是对后辈的期望。 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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