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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老兵深藏功名65载
一张破损泛黄的喜报，装进相框挂在墙上，无声地诉说着老兵的功勋——因在塔山阻击战中表现英勇，立大功一次。
94岁的张贵斌老人凝视着喜报，思绪回到了70多年前的战场，“七天六夜，我们一步也没有后退，拼了命地把受伤的战友背回来，等打完仗，我们

连只剩仨人了……”
老兵的这段历史，直到今年才为世人知晓。
多少年来，家人、同事和邻居都知道他是个负过伤的老兵，他却从未说起自己的战斗经历和立功受奖的详情。
他把军功章、喜报都压在箱底，把四次大功、四次小功的荣誉埋在心里，整整65年。

11 月 5 日上午，鞍山海城一个普通的居
民小区。一户一楼居民家敞开房门，一位头
发半白的老大娘正打扫着院子，她身后的门
楣上，辽宁省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牌匾
很是醒目。

向老大娘打听老兵张贵斌家在哪，她直
起腰笑呵呵地说：“就是我家啊，我是他老
伴儿，我带你们进去……”说完把笤帚靠在
墙根，掀门帘走进屋里。这是个31平方米的
房子，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客厅，没有厨
房。老两口的女儿住得不远，平日做好饭菜
端过来，陪老两口一起吃饭。

94岁的张贵斌换上军装，佩戴好压在箱
底65年的军功章，和93岁的丁凤珍并排坐在
沙发上。虽已是鲐背之年，但张贵斌耳不聋
眼不花，在场的人见此情景无不感慨“一点
不像90多岁，看起来就像70多岁的人，这老
两口体格真好”！

说起胸前的军功章，张贵斌老人仿佛回
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1948年鞍山刚刚解
放，张贵斌在老家海城西柳毅然参军入伍，
他说妻子当时怀孕不久，“我想让更多人过
上好日子，让人民当家做主。”

“我是四纵41军后勤担架营2连3排12班
战士。”张贵斌记忆清晰，他说入伍不久就
参加了辽沈战役中最为惨烈的塔山阻击战，

“七天六夜守在战壕里，没后退一步，战友
受伤了我们就拼命背回来……打完仗的时
候，全连就剩仨战友了！”

一张破损泛黄的喜报，记录了老人的战
斗岁月——因为在塔山阻击战中表现英勇，
张贵斌立下了一次大功。让老人难忘的是，
北平解放后，他和战友们在西苑机场受到了
毛主席的检阅。

之后跟随部队南下，张贵斌先后参与打
武汉、打长沙，一直打到桂林，因受重伤离
开了部队。老人指着左腿，“让弹片打中
了，当时就抓了一把土撒在伤口上，咬牙挺
着继续战斗。”丁凤珍说，每到阴天下雨，
老伴儿的腿就会疼起来，“我就给他按一按
再热敷。”

对于自己的军功，张贵斌一瞒就是65年。鞍
山供电公司两年前在建军80周年做专题节目时，
张贵斌老人也只表示“我们趴在战友的尸体后面
战斗，我这个新兵活了下来，火线入党”，对自己立
功受奖只字未提。今年退役军人事务局反复核实
老兵立功信息，张贵斌才将压在箱底的军功章和
喜报拿出来，他的事迹才为众人周知。

张贵斌深藏功勋、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
精神令人感动，鞍山市委决定在全市开展向张
贵斌同志学习的活动。

辽沈晚报记者了解到，鞍山市委、市政府，
海城市委、市政府对张贵斌的生活非常关注，

为改善老人的居住条件，购买了一套建筑面积
68.17平方米、价值 31.6万元的住房，以及 5999
元的电冰箱一台，尽最大力量改善老人的生活
条件。海城市中医院聘请了签约医生，为两位
老人做全面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案，每月为
老人体检一次，时刻关注老人的健康状况，确
保老人晚年生活幸福、健康、快乐。

在张贵斌老人的卧室窗台上，放着一摞稿
纸，上面记录着老人从新闻上看到的国家大
事，有时还会记下自己看过新闻的感受。“我只
有小学二年文化，是在部队接受的教育。”张贵
斌老人说，自己和老伴儿很知足，“现在年纪大

了，不能给国家多做贡献，那就不给国家添麻
烦，管好自己的小家。”

面对众人的赞誉，张贵斌说自己是一名党
员，做的这些事不算什么，对比党章做得还不
够。他在十多年前就立下遗嘱，要求儿女不要
为自己操办丧事，“给我盖一面党旗，别的不要
准备，火化之后把骨灰撒河里……”

11月 5日午后，海城阳光明媚，空气清新。
辽沈晚报记者与张贵斌老人道别，老人送到门
外。在“光荣之家”牌匾下，老兵举起右手，面
对着镜头敬了个庄严的军礼。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海城记者 李毅

为老兵做实事 改善住房保障医疗

塔山阻击战
拼命背回受伤战友 作为战斗英雄，张贵斌本可以服从组织安

排到广州海关或汉口公安局工作，但1954年他
选择复员回家当农民。问起其中缘由，老人郑
重地说，“在战场 7年是为国尽忠，但家里还有
老母亲，我要回家尽孝。”

回到家乡，张贵斌把四次大功、四次小功
的证书压在箱底，没向任何人提起。家人、同
事和邻居只知道他是一名老兵，并不清楚他立
功受奖的具体情况。

回到西柳小码头村，张贵斌组建了生产
社。丁凤珍记得，当时村里连购买马匹的钱都
没有，张贵斌拿出全部复员费100元钱，当时够

买一挂大车和三匹马。回忆起此事，张贵斌老
人说自己回乡不但要保持军人一心为民的本
色，更要拿出雷厉风行的作风，为了让大伙尽
快过上好日子，不能计较个人得失。

张贵斌为人热心，听说谁有困难会尽力帮
忙。1956年初，张贵斌开始担任小码头村信用
社主任，他自掏腰包帮人还贷款。83岁的王素
清老人对两件事记忆深刻：一件事是张贵斌当
村书记时曾捡到现金，担心失主着急就在原地
等了几个小时，直到失主找回来；另一件事是
张贵斌当信用社主任时，有村民贷款做生意经
营不善无力偿还，张贵斌自掏腰包替村民还贷

款。张贵斌做事总是先考虑他人，又公平公
正，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赢得了村民们
的爱戴。

1962 年，张贵斌开始在海城农电局工作，
早早起来，晚晚收工，给乡亲们立电线杆，“看
到家家户户的灯泡亮了，心里特别高兴，兴奋
得睡不着。”之后他担任西柳供电所会计，拖着
伤腿骑自行车往返15公里外的农电局需要近4
个小时，咬牙坚持了 6 年。农电局同事赵汝策
说，当时张贵斌缝了个钱袋子，揣在身上保证
钱款安全，总是一分不差地送款取款，是个称
职的会计。

荣誉压箱底 保持一心为民本色

“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张贵斌还曾担任西柳供电所所长和农电

器材库负责人。那个时代物资管理全靠记账，
张贵斌懂农电业务，把器材库管理得井井有
条。1978年张贵斌病退后，农电局返聘他当器
材库守卫，一直到 1985 年才彻底离开工作岗
位。

在一生奉献的背后，鲜为人知的是张贵斌
老人离休后从没报销过医药费。老人的二女
儿张英印象深刻，“我父亲住院可以全额报销，
但他生病住院只要恢复到能下床走，就让我去
给办出院……我说多住几天也能报销，但父亲
说钱省下来，国家能用到别的地方，他出院后

也不让我们去找单位报销。”
海城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孙艳明曾从事离

退休老干部工作近20年时间，她的回忆印证了
张英的说法，“这么多年来，张贵斌老人一次也
没来报销过医药费。”

张贵斌和老伴甘于清贫，却乐在其中，因
为他想的都是怎样去帮助别人、为国家建设贡
献力量。他和老伴都很淡泊，对名利和物质简
单得无法更简单。“当年和我一起打仗的战友，
一个都不在了。”张贵斌老人说，自己能活到现
在已经比战友们幸福了，何况现在的日子很
好，“我已经得到了很多，不应该再要求什么。”

丁凤珍也说，老两口都是农民出身，习惯
了过苦一点的日子，何况现在每月还有高龄补
贴，已经很满足了，“希望我和老伴平平安安，
希望家庭和睦，这比啥都强。”

张贵斌常说的一句话是“党和父母教育
我，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他每月有
离休金 5000 多元，但他和老伴儿生活节俭，有
时捡到旧衣服、旧鞋子，会交给女儿洗干净放
在门口，供生活困难的人自行取用。

儿女有时看老人的衣服旧了想买两件新
的，张贵斌和老伴儿也拦着不让，他说：“有两
件旧衣服换洗就够了……”

“光荣之家”牌匾下，张贵斌老人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海城记者 吴章杰 摄

▲张贵斌老人的
塔 山 阻 击 战 立 功 喜
报。 辽沈晚报、聊沈
客户端特派海城记者
吴章杰 翻拍

◀张贵斌老人年
轻时的戎装照。 辽沈
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
海城记者 吴章杰 翻
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