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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正少年，雄赳气昂把敌歼。为了正义不怕
难，奋勇杀敌历艰险。粉身碎骨把功建，凯旋而归心喜
欢。忆昔追今时代变，革命红心代代传……”这是抗美援
朝老兵陈华民晚年所写的一首小诗。他一生从军，为我国
的国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在艰难困苦中顽强成长在艰难困苦中顽强成长

1928 年 7 月 8 日，一个幼小的生命降生在洛南县云蒙
山区麻坪河畔娘庙村的一户陈姓人家。他的降生并没有
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喜悦和欢笑，因为他已经是家里的
第 5 个孩子了。看着家里破旧的门窗、四处漏风的土墙以

及屋顶随风飘动的茅草，满脸皱纹的父亲长长地叹了口
气：“这以后的日子该咋过呀？”

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时期，各种苛捐
杂税多如牛毛，穷人的日子本就艰难，现在又多了一个孩
子，父亲白天要干繁重的农活，晚上总是愁得睡不着觉。
有一次，他和妻子商量：“能不能把老幺送给别人？”善良的
妻子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小不点似乎知道自己不该来
到这个贫穷的家庭，显得十分乖巧，大人喂他就吃，不喂他

也不闹，晚上睡觉总是十分安静。慢慢地，他学会了走路，
学会了说话，在同龄的孩子中显得特别机灵。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像风雨中的小树一样顽强地成
长。9岁那年，在亲友的劝说下，父亲送他和四哥陈华龙一
起去学堂读书，从此他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陈华民。陈
华民在学堂里乖顺听话，学习勤奋认真，每次背课文都很
流畅，字也写得漂亮，常常得到先生的夸奖。但是，仅仅上
了 3年学，他就不得不回家帮父母干农活。

1948 年冬天，父亲通过媒人给他说了一门亲事，没管
他同意不同意就娶进了门。那位叫吕凤琴的姑娘也是穷
苦人出身，一点也不嫌弃他家，一进家门就帮着婆婆浇菜
种瓜、养蚕搓麻，家务活拿得起放得下，得到邻里的夸赞和
公婆的喜爱，家里的日子依然贫穷但多了许多快乐。

在解放战争中英勇杀敌在解放战争中英勇杀敌

1949 年 5 月洛南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穷苦百姓翻了
身，他家也分到了田地，一家人倍感欢喜。为了响应政府
的号召，父亲让老三陈华锋和陈华民参军入伍，从此他成
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跟随部队南征北战。

陈华民刚一入伍，就被编入了战斗部队，因为没有经
过任何训练，打仗的时候全凭自己的
机智勇敢猛打猛冲。那时候行军打
仗特别艰苦，有时候会突然遇到敌
情，好多次战士们正在吃饭，发现有
了敌情，就赶紧丢下饭碗迎击敌人。
晚上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常常在野
外露宿，很少睡过囫囵觉，由于过度
疲累，在行军的路上都有人打瞌睡。
遇到阴雨天追赶敌人，衣服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连雨啥时间停的都不知
道。就这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
泥，他们连续在关中地区战斗了数
月，解放了 10 多座县城，在“打倒蒋
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呼喊声中，将红
旗插上了一个个城头。

1950 年 1 月，陕西全境解放，陈
华民随部队南下，被编入了粟裕的部
队，去解放一些偏远的县城，期间也
打过不少的大仗。1950 年初秋的一
次战斗中，为了阻击敌人，他所在的
连队占领了一个山头，敌人连续不断
地发起攻击，他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
进攻之后，机枪手不幸牺牲。在这个
紧要关头，他随手抱起机枪向冲上来
的敌人一顿猛射，打死了不少敌人，
虽然自己也负了伤，但最终保住了阵
地，赢得了战斗的胜利。为此，1950
年 9月上级为他记大功一次。

在抗美援朝中淬炼成钢在抗美援朝中淬炼成钢

1950年 10月，东南各地相继解放，陈华民所在的部队
接到命令赴朝参战。由于是首批入朝部队，他们是静悄悄
地从丹东跨过鸭绿江大桥秘密进入朝鲜的。进入朝鲜以
后，部队随即与当地军政部门取得联系，积极部署兵力，随
时做好战斗准备。

当时的志愿军战士来自祖国各地，对朝鲜的气候很不
适应，地形不够熟悉，加之语言又不通，给开展工作带来了
很多困难。由于文职人员比较缺乏，陈华民曾经上过学，
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部队就把他安排在警卫团
一营营部，开始担任文书、书记等职务。

接到工作任务后，陈华民就和战友深入到朝鲜的乡村，
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观察各地的地形地貌，同时虚心向当
地的阿玛尼学习朝鲜语言，及时向指挥部提供有价值的信
息，为营部及上级作出正确军事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战地宣传。”我们的军队历来
重视思想宣传工作。战斗打响以后，作为文书的陈华民虽
然不是战地记者，但在“到一线去，到战壕去，到火热的战
斗生活中去”的精神感召下，经常深入战斗前沿了解战士
们的战斗生活，为战士们说快板、讲故事、唱军歌，有时也
会唱上一段不太地道的秦腔，鼓舞战友的士气。

1950年11月25日，我三十八军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夜里
涉水过河，抢占阵地，当敌人看到满身冰块的志愿军战士时，
一个个惊得呆若木鸡，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成了俘虏。我军顺
利地占领了德川南面的遮日峰，切断了德川和宁远之间的联
系，消灭了大量敌人。对此次战斗，他做了全面的报道，同时
还采访了许多战士和战斗英雄，写出了一系列生动翔实的军
情通讯，在《军情战报》上刊发，并在志愿军中广泛传阅，对激
发志愿军战士的战斗豪情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每次战斗结束，他都会联系并组织战地文工团为战士
们进行慰问演出，以缓冲战士们的精神压力，以更加饱满
的激情投入下一次战斗。由于在工作中表现积极，成绩突
出，1951 年陈华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
产党员。1952年 7月，他荣获三等功一次。

深入前线的采访中，也会遇到危险。1952 年冬天，水
瘦山寒，满眼银装素裹，营部接到命令，要把一支小分队带
到三所里前线去。熟悉路线的交通员不在，任务又十分紧
急，他就自告奋勇为小分队带路。刚刚翻过一座山梁，他
们就被对面的南朝鲜军队发现了，陈华民急中生智，用自
己刚学到的朝鲜语向对方喊话，迷惑了敌人，从而让志愿
军小分队顺利到达指定区域，因此被上级授予三等功。

朝鲜战场上战斗频繁，情况多变，他始终牢记自己的
职责，一手拿枪一手握笔，穿梭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战
斗打响时，他是一名勇敢的战士；战斗间隙，他是一名宣传
员；回到驻地，他就是一名尽职尽责的文职人员。每到一
处，他都给战士们讲战斗英雄的故事，也揭露美帝国主义
的罪恶及其虚伪、狡诈的本性，激发战士们的战斗热情，受
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在战场上磨炼，在战斗中成长。陈华民在枪林弹雨的
战斗岁月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被提拔为作战参谋和
副政委，虽然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总能出色地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

在国防建设中鞠躬尽瘁在国防建设中鞠躬尽瘁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以美
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宣告结束，1954 年 11 月陈华民和战
友们满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祖国。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他
们又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军事训练之中。

1955年春天，组织安排陈华民到南昌某炮兵学校学习。
他勤奋认真，善于钻研，经常泡在图书馆里翻阅各种军事技
能方面的资料，遇到问题及时向教官请教。学习期间，他的
仪器观测项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两科考核获得了满分，其他
各科成绩也很优秀，1957年毕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

毕业以后，陈华民被分配到上海某野战部队担任连

指导员。开始组建空军时，他又带领修建总队从上海到
江苏、安徽、云南、贵州等地负责修建军用机场。在机场
建设过程中，他事必躬亲，从选址、规划设计、资金预算到
具体施工，都要全程参与。他常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

“修机场是千年大计，关系到祖国的安全和民族的兴旺，
我们来不得半点马虎和疏漏。”就连钢筋的捆扎和水泥的
搅拌，他都要仔细询问。凭着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每处
工程都获得了全优的评价，他也多次受到上级嘉奖，并于
1968 年 10 月在北京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1969 年 1 月
返回南京时，看到数月前还在紧张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
已经通车，他的内心十分激动，觉得在党的领导下各行各
业都在突飞猛进，自己在国防建设上的劲头更足了，步子
迈得更大了。因此，他让自己唯一的儿子也参了军，成为
一名出色的炮手。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1969 年 4 月，陈华民和一批老
干部被下放到南京军区空军“五七”干校学习锻炼。这段
时间里，他并没有消沉，依然苦心钻研毛主席军事理论，期
望在毛主席军事理论指导下建设我们强大的国防，再不受
外国列强的欺凌和侵略。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反党集
团覆灭以后，“五七”干校的老干部得到解放，陈华民被安
排到安徽省蚌埠市革委会任军代表。1975年，他又回到部
队担任团副政委，直到 1978年因身体健康原因离休。

离休以后，陈华民坚持每天读书看报，关注社会经济
的发展。当他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社会欣欣向荣、各行各业
快速发展时，内心十分高兴，经常勉励儿女要勤奋工作，多
为国家作贡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陈华民一生从
来没有以自己曾经是革命功臣而自居，在他人面前从来不
提自己的功绩和辉煌历程，即使在晚年生病住院期间，依
然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只希望组织对他的子女
严格要求，让他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干好本职工作。
1983 年 11 月 29 日，陈华民因病去世，在弥留之际，他提出
后事从简，并再三叮嘱女儿一定要按时交纳自己的党费。
他的言行充分体现了一位革命前辈和老党员立党为公、立
党为民的高风亮节，堪称共产党员的人生典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建设强大的国防无疑是国家安
全、人民安康的前提和保障。“斯人已去，精神犹在。”我们
要牢记革命前辈们的丰功伟绩和奉献精神，在工作和学习
中奋发进取、勇于创新，不负韶华、不辱使命，为祖国的强
大、民族的振兴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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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时的陈华民抗美援朝时的陈华民

19681968年年1010月月，，陈华民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陈华民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

本报讯 （彭建文）为 及 时 解 决 春 季 果 园 管 理 中
的 各 类 技 术 难 题 ，近 日 ，市 农 业 生 态 与 资 源 保 护 中 心
科 技 特 派 员 林 娟 、张 乐 及 单 位 技 术 干 部 一 行 ，前 往 丹
凤 县 棣 花 镇 核 桃 主 题 公 园 开 展 产 业 调 研 、春 季 核 挑
果 园 科 管 与 土 壤 环 境 检 测 服 务 等 实 用 技 术 指 导 培 训
活 动 。 科 技 特 派 员 和 农 业 技 术 服 务 人 员 走 进 果 园 开
展 技 术 指 导 服 务 ，针 对 核 桃 产 业 园 提 出 的 产 业 发 展
技 术 需 求 ，从 核 桃 品 种 改 良 、核 桃 增 产 增 收 、核 桃 品
质 提 升 等 方 面 进 行 了 现 场 指 导 培 训 ，同 时 在 园 区 开

展 土 壤 环 境 采 样 检 测 工 作 ，为 园 区 进 一 步 提 高 科 管
水 平 ，提 升 产 品 品 质 、果 品 丰 产 丰 收 提 供 技 术 保 障 ，
力 争 核 桃 的 产 量 翻 一 番 、产 值 翻 两 番 ，实 现 果 业 强 、
农 民 富 的 目 标 。

科 技 特 派 员 林 娟 说 ：“ 我 们 通 过 现 场 培 训 、课 堂 授
课 、微 信 公 众 号 发 布 信 息 等 方 式 ，常 态 化 开 展 农 业 技 术
理 论 和 实 践 培 训 ，让 广 大 果 农 进 一 步 掌 握 核 桃 、葡 萄 、
大 樱 桃 等 果 树 的 综 合 管 理 技 术 ，提 高 果 品 的 科 技 含 量 ，
增加果农收入。”

科技特派员助力果园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