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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家鞋铺：一名新四军老兵栖身处
□记者 梁照曾 文 / 图

������在南寨古老的高墙深院之间， 有一条狭窄悠长
的红石小巷，东连老街，西接新街，是当下周口的一
条网红小巷。 位于小巷东头北侧的庄家鞋铺曾是新
四军老兵王德熙栖身处。 近日，记者走进小巷，寻访
红色印记。

“父亲戎马生涯 19 年，参加过大红山战役 、淮
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因伤残退伍后，他居住在庄家
鞋铺 23 年，为家乡的手工业发展殚精竭虑。 ”70 岁
的王素美说起父亲王德熙，眼里满含热泪。

王素美说， 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西寨茅草市街
人，新中国成立前，祖父、外祖父家里都非常贫穷。
她的祖父兄弟六人，大祖父做生意，祖父排行老二，
在沙河南渡口以卖茶为生，三祖父在渡口以摆渡为
生， 六祖父在新街做竹器生意。 父亲王德熙生于
1918 年。

据介绍，1935 年， 王德熙被国民党部队拉去当
挑夫，在跟随国民党骑兵连前往安徽的途中生病，以
养病为由脱离国民党部队。 1938 年，王德熙加入新
四军，在豫鄂皖参加游击战争；1939 年，参加湖北大
洪山战役，抗击日军，并在老红军吴大胜介绍下，火
线入党； 解放战争时期， 参加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
等。 上海解放后，部队接管黄浦江畔的一个油库，王
德熙任油库管理员。 1954 年，王德熙因伤残退伍，回
到周口，先后在原周口镇手管局、原周口市金属线材
厂等单位工作，1999 年病逝，享年 81 岁。

“安徽省定远县的小郭家村曾经是父亲所在新四
军部队的驻扎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和小郭家村的
一个大娘还有书信往来，父亲曾多次看望她。 ”王德
熙的小儿子王守华说起父亲时，内心充满自豪。王素
美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和母亲相聚，从此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 1952 年， 王素美的哥哥王守见出生。
1954 年，王素美出生。

“1958 年，为了方便在小南街的手管局工作，父
亲领着我们搬进老街的庄家鞋铺， 住进后院北半坡
瓦房内。 ”王素美说，庄家鞋铺为东西走向的两进古
建院落，大门在老街，门面房为 3 间木楼，中间为过
厅瓦房，后院主楼为两层木楼，前后院两侧是半坡瓦
房，主楼后面是白彦章家。 那时，庄家鞋铺已归政府
管理，院内住满人家，都是租客。 政府房管部门的收
租员每月都会来收房租，大约是每月几毛钱。

“后院住了 7 户人家，大家相亲相爱，犹如一家
人。我们小时候到处蹭饭吃。”王素美说，那时还没有
自来水，父亲工作太忙，母亲残疾，他们兄妹年龄小，
所以平时都是买水喝。 后来，他们长大了，能挑动水
了，便到河里挑水喝。

王素美和哥哥弟弟在庄家鞋铺长大， 在文化街
的文化小学读小学，在西大坑的周口一中读初中、高
中。 庄家鞋铺古建风格的小院落和狭长的红石板路
承载着他们美好的回忆，踢毽子、跳皮筋……仿佛一
切还在眼前。 ②22

王素美手持王德熙的钱夹。

王德熙和妻子的证件及照片。

王德熙退伍前的照片。

王德熙（第二排右五）与同事的合影。

王素美所指地曾经是庄家鞋铺后院。

庄家鞋铺西屋主楼现翻建成两层楼房。王素美所指为庄家鞋铺后院主楼的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