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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交这笔党费也是教
育我的子女，听党的话，时刻不忘我们的党。”22日上
午，90岁高龄的扬中市离休老干部陈醉云坐着轮椅，将
一万元特殊党费交给扬中市卫健委党委。扬中市卫健
委党委书记周春燕从陈老手中接过这笔特殊党费，并
送上鲜花，祝他生日快乐、健康长寿，感谢他为卫生健
康事业操劳一辈子，为党和革命奉献一生。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90岁高龄的扬中市离休老干
部陈醉云家。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
援朝战争的陈老告诉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也逢自己90岁生日，“我要过一次‘政治生日’，以
教育子女和家中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跟
党走。”

抗战老兵缴纳万元特殊党费
90岁寿辰不摆宴席，而是用特殊方式教育子女“听党的话”

京江晚报讯 今年72岁的王
荣是一名文保志愿者。从 2015
年至今，他已走访了我市 300 多
处文保单位。近日，他向记者介
绍了一些可以坐公交达到的革
命遗址。

坐 K220 路公交车到宝堰站
下，就来到了革命遗址“四抗
会”。当年陈毅欣闻韦岗大捷，
特地赋诗一首：“镇江城下初遭
遇，脱手斩得小楼兰。弯弓射日
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坐 601 路到小衣庄纪念塔
下，可以到韦岗伏击战遗址。这
里有高高矗立的韦岗战斗胜利
纪念碑。

坐上 220 路公交车，到前煌
村下车，就来到了新四军一支队
驻地旧址，这是市级文保单位。

从市区到丹阳，乘上丹阳 2
路车到大泊转乘339路车到新丰
站下，就来到了新丰车站抗战旧
址。

在万达广场坐212路公交车
到大路，再从大路坐上扬中 202
路公交车转209路车到油坊镇长
旺村东 3 组，这里有培根师范旧
址。这是省级文保单位。1945
年秋，为了纪念扬中抗日民主政
权缔造者之一、扬中县抗日民主
政府第一任县长李培根烈士，在
此创办了“扬中县培根简易师范
学校”，简称“培根师范”。学员
为乡村基层干部及社会知识青
年，到当年11月初新四军北撤时
结业，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旧
址保留完整，为砖木结构四合院
式平瓦房。

在市区坐公交到市一院内，
可以到原镇江“五三”图书馆。
这是民国时期的建筑，也是市一
级文保单位。

王老还探访过丹阳的新四
军江南指挥部旧址、位于丹阳贺
甲村的贺甲抗战烈士墓、扬中市
八桥中学校园内的“挺进”“江
抗”会师纪念碑……

王老的足迹在三四年间遍
布 300 多处文保单位，他说作为
一名老镇江人，他为镇江丰厚的
历史文化觉得自豪。 （孙霞）

镇江革命遗址不少
坐公交就能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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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1938 年 6
月 16 日，粟裕将军召开了连以
上 干 部 会 议 ，部 署 韦 岗 伏 击
战。”21日，一名茅山新四军纪
念馆讲解员向丹阳市某单位青
年干部团介绍新四军挺进江南
第一仗“韦岗战斗”。不少散客
走上前，认真倾听讲解。带着
孩子的张先生表示：“带着孩
子，来了解这段抗战史，要让他

们忆苦思甜，不要忘记这段抗
战史。”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
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茅山成为南京都市圈红色
教育首选目的地之一，许多单
位组织党员干部前来探寻铁军
足迹，寻根红色文化，弘扬铁军
精神。

连日来，南京、镇江、扬州、

常州、马鞍山等地干部群众到
茅山风景区接受红色革命传统
洗礼。据工作人员介绍，红色
教育是茅山风景区一大特色，4
月份以来，红色教育一直饱和
状态，每天要接待 4 个以上团
队，有的团队多达 100 人以上,
主要来自南京以及其周边地
区。

近年来，茅山风景区依托丰

富的红色资源，以纪念馆、纪念
碑、革命遗物、红色家书等为载
体，通过充分挖掘和开发红色资
源，运用声、光、电等现代化技
术，搭建党性教育大课堂，使学
员超时空，与历史事件、革命人
物、革命精神的对话中，不断进
行触及思想、深入灵魂的反思与
感悟，增强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徐小丁 竺捷）

茅山成南京都市圈红色文化高地

陈老共有四个子女，一个
大家庭里有八个党员、四位军
人，可谓是红色家庭。

“在我们这里，90大寿一般
都去饭店庆祝，但我父亲说不
铺张，在家中庆祝一下就好。”
陈阿江说，当提出要为父亲摆
宴席的时候，父亲一口回绝了，
并提出，想交一万元的特殊党
费。“父亲提出这个想法后，我
母亲立马就去取钱支持他。”

陈老说，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也是淮海战役胜利
70周年，在90岁生日时，向党组
织缴纳一笔特殊党费，一来是

为了感谢党，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二来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希
望人民都能富裕安康；三是为
了教育子孙后代听党话，跟党
走，艰苦奋斗，砥砺前行。

不仅如此，在自己 90 大寿
之际，陈老特地将子女孙辈们
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提出了六
个“想一想”：想一想红色政权
是怎么得来的？想一想新中国
是怎么成立的？想一想今天的
幸福生活从何而来？想一想当
初入党为什么？今天为党干什
么？将来为党留什么？

“我生在鸭绿江边，父亲给
我取名叫阿江，以纪念抗美援
朝的胜利。父亲希望我弟弟当
兵打仗，给他取名希胜。”陈阿
江回忆，父亲对子女教育非常
严格，从小教育他们爱党爱国
爱家乡，艰苦朴素，吃苦耐劳，
好好学习，不断进步。

上世纪七十年代，老人把
儿子送到部队服兵役，响应党
的号召把女儿从部队大院送到
老家插队务农。“我在油坊新华
村一干就是五年，不仅磨练了
意志，学会了劳动技能，我还用
父亲传授的医术为社员看病，

当上了赤脚医生，田间地头从
不懈怠。由于我表现突出，十
八岁就入了党。”陈阿江说。

“1978 年父亲从部队转业
到扬中市人民医院当了 4 年的
院长兼书记，再后来当了卫生
局副局长，但他从不利用手中
的权力谋私，母亲一直在工厂
工作直至退休。”陈阿江说，父
亲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家人的
品质为后代树立了榜样，我们
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和
自豪。

（孙富民 黄维 朱美娜）

传承好家风，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爱党的情怀

陈醉云作为一名战地军
医，不怕苦，不怕流血牺牲，经
常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和飞机
大炮的围堵，奋勇战斗在抢救
伤员的第一线。他先后参加过
豫东战役、孟良崮战役、鲁南战
役、淮海战役、苏中战役，解放
上海和抗美援朝战斗等大小战
役，荣立三等功两次，嘉奖三
次。

“我有这样的父亲，我很自

豪。”陈醉云的大女儿陈阿江
说，父亲真的很不容易，也很幸
运，在炮火中活了下来。

1945年8月，在黄桥沈庄遭
遇战中，陈醉云右眼被炸伤，几
近失明，被评为三等甲级残疾
军人；1948年，在参加豫东战役
时，左腿被敌人的刺刀刺伤，留
下了深深的刀疤；老人清晰地
记得，在一次战役中，他和两个
支前民兵抬着伤员时，敌人轰

炸的飞机突然来了，一瞬间两
名担架工被炸飞了，伤员还在
担架上，陈老一个人冒着炮火
将伤员背下火线。这位伤员经
过精心救治转危为安，后又重
上战场。

由于在战场上负了伤，国
家给陈醉云颁发了残疾军人
证，每年可以拿到现金补贴，然
而他却将这笔补贴捐给了国
家，这一捐就是26年。

说起捐献残疾军人补贴这
件事，陈老坦然淡定。他说：

“1952年抗美援朝，国家号召捐
款捐物支援前线，当时我每个
月只有1块钱生活津贴，就把残
疾军人补贴捐给了国家。我
想，虽然我作为军人已经参加
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我还
要出些钱来支持国家，用每年
的残疾补偿金支援国家买飞机
大炮和社会主义建设。”

战场上多次负伤，他将残疾军人补贴捐给了国家

陈 醉 云 出 生 于 1930 年 5
月，参军时他还是一个只有 14
岁的“放牛娃”。1947年4月，他
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有 72
年的党龄。

陈醉云的爱人、82 岁的王
桂芳告诉记者，那时，每次放牛
途中路过扬中油坊包家埭小学
时，陈醉云就趴在教室窗外听

课，渐渐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原来，这位任姓老师是位

地下党。看到孩子经常伏在窗
台一听就是半天后，他让陈醉
云进入教室上课，并鼓励学生
们去找新四军，参军保国。

在任老师的鼓励和帮助
下，陈醉云瞒着母亲加入了新
四军扬中游击队。开始任扬中

县独立团四连文书，后任独立
二团副班长，1945 年被组织选
送到华东医校学医，成为了一
名军医。

据陈老回忆刚参军那会
儿，他人还没有枪杆高，急行军
时累得打瞌睡，几次滚到山沟
里。排长怕他掉队，叫他抓住
马尾巴前进。

“我的战友许多已经牺牲
了，长眠在战场上，我还活着，
与他们相比，我很幸福。”说起
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友，陈老满
含眼泪，“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定不移跟党走。”

14岁“放牛娃”去参军，至今已有72年党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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