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声明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

04 特刊
责编：韩浩 校对：杨川
2025年7月7日 星期一

为做好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

年纪念工作，充分挖

掘我市红色资源、发

挥抗战史料宣教育人

作用，在中国地市报

研究会的指导下，新

乡日报社联合新乡市

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

究室、新乡市委老干

部局、新乡市档案馆

等单位，在本报全媒

体开设纪念抗战胜利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80 周年专版、专

栏，陆续刊发新闻、图

片、新媒体视频等作

品，寻访抗战印迹，弘

扬抗战精神，以激发

全体人民爱国情怀，

凝聚复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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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动情处，尚振国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马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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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市民白振东将三份委任状、两张
照片、一份毕业证捐赠给市档案馆（如图）。这
些已经陈旧泛黄却又无比珍贵的史料，将被妥
善保存，以另外一种呈现方式，供后人了解历
史。

委任状和照片的主人都是伍吉辰，毕业证
的主人是伍吉辰的爱人。“我父亲曾经和我岳
父伍吉辰在老市委大院里一块儿共事，我本人
没有见过我的岳父，关于很多他的事情，我都
是听我父亲和爱人说的。我岳父在世时经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能活下来已经很不容
易、很幸运了！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很遗憾，
岳父 56 岁时就因病去世，没能看到如今这盛
世华年。”白振东谈及伍吉辰，说到动情处一度
哽咽，让记者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

伍吉辰原名智玉新，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
元氏县，年幼父母双亡，受哥哥智玉振参加革
命影响，于 1937年 12月参加革命，1939年 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伍吉辰短暂的一生中，他历任八路军一
二九师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政治教员（时任支
队长为赵基梅）、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指导员、山
西省壶关县政府督学、冀鲁豫抗战中学教员、
冀鲁豫保安局秘书、太行专暑督学、太行五联
中教导主任、平原省新乡中学校长、河南省新
乡市第一高中校长、新乡市文教委员会副主
任、中共新乡市委文教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新乡市视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63年评行政
十三级，享受地专级待遇。

伍吉辰因战争年代条件艰苦，积劳成疾，
健康状况逐渐恶化，终因疾病医治无效，于
1966年12月27日不幸去世。

之所以化名伍吉辰，是因为这背后充满了
对抗战胜利的美好期许。伍即参加革命队伍，
吉辰即良辰吉日，伍吉辰意为加入革命队伍之
时为良辰吉日。

在那个浴血奋战的年代，无数无名英雄像
伍吉辰一样，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
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
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的必胜信念，驰骋疆场、勇猛杀敌、为国捐躯，
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白振东对记者说，父亲生前对伍吉辰评价

非常高，说他人品非常好，对党十分忠诚，而且
多才多艺，为人却谦逊低调。父亲每每与伍吉
辰闲谈，想听听他“吹嘘”自己的赫赫战功时，
伍吉辰常常是摆摆手，“战争年代，大家都是英
雄。”

然而，那段难忘岁月岂能湮没于尘埃？
在赵基梅游击支队时，伍吉辰和战友转战

太行山区，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配合当
地中共党组织，发动群众，发展壮大抗日武
装。伍吉辰为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大批革命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更值
得一提的是，1947 年 5 月，伍吉辰带领自己的
学生，参加了解放汤阴、围攻安阳的豫北战役，
活捉了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因在
此战役中战功显赫，荣立一等功。

他的哥哥智玉振是一名烈士，于 1931 年
参加革命，是当时石家庄一带有名的革命者，
并在当地流传着一个很有名的绰号——“飞毛
腿”。不幸的是，1943年前后，智玉振被日本鬼
子活捉并活埋，尸骨无从找寻，仅留有一个名
字“长眠”在河北省元氏县烈士陵园。

新乡和平解放后，师范院校毕业的伍吉辰
成为新乡市第一中学的创始人之一，而后又为
新乡的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

市委老干部局研究室主任张红旗如此评
价伍吉辰：伍吉辰同志是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
来的优秀党员干部，其革命经历与教育实践，
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
本色，留下的这些红色史料，具有很高的历史
价值，是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的典范。

盛夏时节，烈日灼灼。在新乡市牧野区卫
北街道锦沧文华小区，有一位老人年近百岁，
脸庞清瘦、精神矍铄，聊起 80多年前的烽火岁
月，仍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眼前这位老人
叫尚振国，穿着整齐，胸前挂满纪念章。

“就是为了救国嘛！”问起当年参军的缘
由，尚振国的回答毫不含糊，并现场用毛笔写
下“打日本救中国”6个大字。

望着泛黄的照片，听着老人的讲述，一位
抗战老兵的峥嵘岁月浮现眼前。

打日本救中国

1929年，尚振国出生于辉县市高庄乡北新
庄村，父亲尚成功是一名教书先生，在当时的
区政府管理财务并负责征粮记账。当时担任
游击队队长的郭兴曾是尚成功的学生。1943
年，尚成功找到郭兴，希望让尚振国参加到抗
日斗争中。在尚成功的一再要求下，郭兴只好
答应了老师，把尚振国留在了身边。对侵略者
的痛恨和保家卫国的热血，使 14 岁的尚振国
立下誓言：“打日本救中国。”

小小年纪穿上军装冲锋陷阵，烽火中淬炼
锋刃。尚振国年纪虽小，但他机智勇敢、果断
聪明，迅速成长，越来越有打仗的章法。郭兴
便把侦察敌情的任务交给了他。

有一次，郭兴带领队员准备偷袭敌人的一
个据点，此时爬到高树上侦察的尚振国，突然
发现在据点的最高处，日军又临时增加了两处
机关枪暗哨。他心想，这种情况下偷袭，只会
增加无谓的牺牲。于是他急忙向准备发起进
攻的郭兴摇头打手势，及时制止了这次行动，
避免了郭兴与队员不必要的牺牲。

嵌入3颗子弹头的“救命裤”

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小小年纪的
尚振国多次参加战斗，展现出卓越的军事素
养。他凭着出色的观察力和快速应变能力，多
次为部队提供了准确而重要的情报，被战友亲
切地称为“机灵鬼”“智多星”。

年事已高，生命中的许多经历尚振国已经
记不清，但一提抗战，他的讲述甚至可以精确
到具体的某一天。即便过去多年，他对侵略者
犯下的罪行依然记忆深刻。儿子尚建设讲，父
亲睡梦中常高喊：“快拿枪，打鬼子。”

“怎么打枪啊？”邻居们时常同尚振国打趣
道。拉栓、瞄准、扣扳机的动作，尚振国一气呵
成，气势不减当年。

尚振国在郭兴的带领下，拔据点、毁铁路、
歼日寇、除汉奸，出奇制胜，威震敌胆；贴传单、
打游击、探情报、收集军粮，时时处处都有生命
危险。说来神奇，尚振国在枪林弹雨中，竟然
没有受过一次伤。

有一次，尚振国在拆洗宽大的棉军裤时，
竟然发现棉裤腿里有 3颗子弹头，深深嵌入棉
絮里。事后，他甚至不知道子弹什么时候击穿
过棉裤。战友见了，都替他高兴，说这真是“救
命裤”。“命硬得很，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从
此，战友们称他为“福将”。

团长赠予珍贵照相机

尚振国在血与火的淬炼中不断成熟，逐步
由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具有坚强党性和崇高
信仰的优秀战士。

后来，尚振国所在部队被编入八路军太行
军区四十八团。在战斗中，尚振国表现出色，
四十八团团长蔡金生将缴获日寇的一部美能
达相机和手电筒赠予他，让他留着做个念想。
这部照相机成了尚振国的挚爱，拍出了许多抗
战照片。暮年的尚振国时常轻轻拿着它，眼神
穿透时空。

1944年 9月，皮定均率第七军分区主力三
团组成豫西游击（第一）支队，赴豫西开辟新的
抗日根据地。此时，尚振国在团部担任通讯
员，皮定均非常喜欢他，要带他与大部队一起
过黄河。后因尚振国年龄太小，决定还是让其
先去上学，有了文化才能更好地为祖国作贡
献。至此，尚振国被送到豫北联合中学上学。

忠诚底色传家风

新乡解放后，尚振国先后在新乡人民银
行、新乡市二轻局等单位工作过。无论身处何
地，身份如何转换，尚振国从未以功臣自居。

故事跨越了几个年代，尚振国讲得缓慢却
精彩。采访中，回忆起峥嵘岁月，尚振国或激
昂、或低语，有时微笑、有时落泪。

“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我得到的太多了！”
离休后，尚振国将所有的荣誉证书收好，锁进
柜子里，偶尔拿出来翻翻，仿佛牺牲的战友陪
伴着他。

尚振国对家中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民
主集中、以孝为本、以和为贵、艰苦奋斗、勤俭
持家，这是尚振国秉持的家风。他的三女儿尚
惠芹说：“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说做人要堂堂
正正，工作要恪尽职守，爱党爱国、奉献社会。”
身体硬朗时，尚振国多次带儿女到太行山上，
寻找抗战的足迹，叮嘱儿女们将抗战精神传承
下去。

一枚枚勋章，是老人浴血奋战的见证，闪
耀着历史的光芒；一张张照片，承载着抗战老
兵难忘的记忆，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如今，96 岁高龄的尚振国每天坚持阅读
《新乡日报》、练毛笔字，并写下“跟党志不移，
有党志登天”的忠诚誓言，尽显其一生爱党、坚
韧不拔的精神。

15年前，尚振国在小区楼下栽下一棵小枣
树。如今，小枣树已长成碗口粗、枝繁叶茂的
大树，一个个饱满翠绿、状如葡萄的青枣挂满
枝头。树荫下，尚振国手拿摇扇，儿孙绕膝，聆
听他讲述抗战故事。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
响，与儿孙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格外清爽动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