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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物

201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央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名义，向约21万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或其遗

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表彰他们的历史功勋，彰显他们的荣誉地位。纪念章体现

了对抗战英雄的深切关怀和崇高敬意，体现了对历史的铭记和对伟大抗战精神的弘扬。

当年，95岁的石家庄离休干部齐福海荣获这枚纪念章。从那一年起，耄耋之年的齐福海又陆续获得

了党和国家颁发的四枚纪念章。

纪念章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齐福海：2015，老八路的新“奖章”
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我的2022

王伟倩是石家庄市裕华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优抚股股长，负责优抚、褒扬纪念等工作，
曾发放过部分纪念章。齐福海老人是裕华区
的重点优抚对象，王伟倩经常和其他工作人
员去慰问老人，带去节日祝福，平时也经常主
动问询其家属的需求。

近年来，党和国家颁发的奖章、纪念章，
颁发范围涉及健在的回乡抗战老战士、老同
志及移交地方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中
参加过抗战的健在的老战士、老同志,统计工
作是由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人社、组
织等相关部门共同完成的。作为一位基层工
作人员，在这一过程中，王伟倩亲身经历和见
证了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全面落地。

近日，《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
实施办法（试行）》的颁发对进一步激发广大官
兵献身国防、建功立业，完善退役军人荣誉体
系，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功臣模范的浓厚氛围具
有重要意义。积极落实文件要求，做好相关工
作将是我今后一段日子里工作的一个重点。

我本人就是一名军属，从事退役军人的相
关工作，涉及优抚、褒扬、双拥、就业创业等各
领域，对于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我有着天然
的亲近感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从心底想
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

自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以来，我们为
区内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进行了信息采
集，实现了一人一档、精准建档立卡。在此基
础上，我们参与了一些为老战士、老同志颁发
纪念章的具体工作，这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
本职工作。

2019年 9月，我和同事们为裕华区新中
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并健在的老战士以及
新中国成立后因参战荣立一等功以上奖励并
健在的退役人员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纪念章，共计143枚。

颁发纪念章，对我们这些基层工作人员
来说，并非充当一下“二传手”那么简单。在颁
发纪念章之前，我们需要汇总和初步审定获
得纪念章人员的材料。从老战士们的申报材
料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位老战士的经历是
故事，许许多多老战士的经历汇总到一起，就
是历史。

颁发这些纪念章过程中，我见到了很多
曾经浴血疆场、保家卫国，如今年事已高的老
战士。70多年前，他们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
出生入死，为祖国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
70多年沧桑岁月已逝，但进入耄耋之年的老
战士却从未遗忘，每每想起往事，他们有时慷
慨激昂，有时声泪俱下……唯一不变的是那
颗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

老战士们收到纪念章时都特别高兴、特
别激动，都说感谢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他
们将会继续发光发热，退役不褪色。而我们则
在本职工作中触摸到了真实而生动的历史。

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际，辖区内的相
关老党员荣获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一枚枚奖章、纪念章是我国功勋荣誉表彰
制度体系全面实施的缩影。在工作过程中，我
有幸亲身经历和见证了退役军人荣誉体系工
作昂首阔步走进新的发展阶段。

一枚枚勋章、奖章、纪念章不仅承载了我
们对民族英雄的无上崇敬与深深怀念，更承
载了一代代人的光荣与梦想，责任与激励。

我们有幸参与其中的这项工作，不仅提
升了优抚对象的荣誉感、获得感，也有助于在
全社会营造弘扬正气的良好风尚，有助于培
育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军尚武精神，具
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强大的引领功能。

在日常工作中，与咨询政策来访、来电人
员接触的过程中，我都会耐心聆听他们的心
声，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依规认真帮助他
们解决困难，耐心解释相关政策，也常有机会
听他们讲述以前的历史，讲述革命先烈的英
雄事迹，讲述战争的残酷和幸福生活的来之
不易，更让我坚定做好本职工作的决心，坚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老党员、老军人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
要学习他们对党忠诚、为党奉献的精神，传承
好红色基因，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秉
承优良作风和传统，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也要
通过我们的日常工作，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崇
尚英雄、关爱英雄、学习英雄的良好氛围，把
褒扬英雄的过程转化为人们自觉参与、自我
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
人们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
实际行动。

口述/王伟倩 整理/河北日报记者赵泽众

珍贵的第八枚“奖章”

2015年9月3日一大早，95岁的石家庄离休
干部、老八路齐福海，特意取出自己历年荣获的
多枚勋章、奖章、纪念章，一枚一枚佩戴在胸前。

这么多勋章、奖章、纪念章，数一数，除了在
战争年代失落的，珍藏到此时的共有八枚。其中
有的银质奖章已因年代久远而氧化发乌，最新
荣获的一枚则是亮晶晶的——这就是当年获得
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拉开序幕。

“老人早早地就守在电视机前——他要以
最佳的精神状态，观看阅兵仪式。”齐福海的女
儿齐峰清楚地记得，整个阅兵式和分列式时间
约 70 分钟，其间齐福海一直保持着端正的坐
姿，“就仿佛自己也是受阅的一分子。”

看着人民军队整齐的方阵、矫健的步伐和
先进的装备，齐福海兴奋不已。“以前和现在没法
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年我们用的是小
米加步枪，现在是飞机、导弹、大炮……”老人一
边观看阅兵式，一边激动地回忆当年的岁月。

1940 年 10 月，齐福海在老家深县参加革
命，入伍的部队隶属冀中八分区。1941年 6月，
21 岁的齐福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
齐福海先后担任文化教员、保卫干事、司务长、
指导员、教导员、师后勤副部长、团政治部主任、
团政委等职，先后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
美援朝，多次立功受奖。

齐福海保存至今的勋章、奖章、纪念章里，
年代最久远的一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冀中军
区颁发的“五一”反“扫荡”奖章。在普通人眼中
较为珍贵和知名的，则有新中国成立之后接连
获得的华北解放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
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等。但是在老人口
中，它们都被一视同仁地叫作“奖章”。

2005年，齐福海收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 60 周年纪念章。2015 年，又收到了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他说，‘国家没有忘记我们。’”齐峰记得，
耄耋之年再次收到纪念章，令齐福海激动不已，

“刚收到纪念章的那些日子，父亲白天反复端
详，一遍遍地抚摸着流泪。晚上睡觉时，也要把
纪念章放在枕边，半夜醒了，还会再摸一摸。”

一枚枚勋章、奖章、纪念章，是齐福海老人
一次又一次奋勇向前、英勇作战的见证。

1948 年 3 月，齐福海担任解放军某部炮兵
旅二团政治指导员，在绥远凉城战斗中，遭到敌
人飞机扫射，右手无名指和小指受伤，后被评定
伤残八级——伤残，记录了战争的残酷，也记录
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受伤后的第三年，齐福海响应党的号召，参
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两次赴朝参战。

“听党的话，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一直是齐福海的信念。

20世纪60年代，国家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启动三线建设。“当时父亲
的不少战友转业后去北京工作或者回老家工
作，父亲却选择了去陕西安康参加三线建设，直
到1974年才调回石家庄。”齐峰说。

在齐福海家中，记者见到了老人的离休证。
翻开离休证，首页右下角工资级别一栏，有

一处涂改后加盖公章的记录格外显眼。修改后
的红色公章旁边写着：工资级别改为行政
14级。

根据公务员改革之前的干部制度，国家干
部共分 23级，1-13级属于高级干部序列，从行
政 13级到行政 14级，一级之差，在很多方面其
实相差不少。

“按照父亲的个人经历与当时所任的职务，
父亲本应该是行政 13 级。”齐峰说，“在那个年
代，级别和职务是两个概念，而工资是按照级别
发。父亲当时看到一个比自己级别低的同事家
生活较为困难，就把行政13级的级别让给了这
位同事，自己的行政级别因而降低了一级。这一
让就是几十年，父亲却毫不在意。”

“这奖章不是发给我们某一个人的”

2015年9月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齐福海家收到了两枚——一枚
的获得者是齐福海，另一枚的获得者是齐福海

的爱人、时年94岁的凌萍。
“夫妻双双获得奖章，让我们及我们全家人

都感到特别自豪！”当年提起这件事来，老两口
总是笑呵呵地说。

让齐峰印象深刻的是，继母凌萍的纪念章
是原退休单位特意派专人专车，从北京送到石
家庄的。

在晚辈眼里，比齐福海小一岁的凌萍，作为
抗战老战士的资历更老，她的经历某种意义上
也更具传奇色彩——1938年，17岁的凌萍怀揣
革命的理想，从老家四川徒步走到延安革命根
据地，寻找党组织。

但对这对老八路夫妻而言，纪念章背后的
殊荣，绝非对个人功绩的褒扬，而是有更加沉甸
甸的分量。

“这奖章不是发给我们某一个人的，而是通
过我们，发给曾和我们一起战斗过的那些牺牲
的战友们的。我们代表牺牲的先烈们接受这个
奖章的时候，既感到荣幸，同时也感到悲伤，悲
伤的是，很多战友离开了我们，他们什么也没得
到，创造的幸福我们得到了。”父亲的话让齐峰
深受教育。

在 2015 年“九三大阅兵”上，抗战老兵、英
烈子女和支前模范乘车方队缓缓驶过天安门广
场的场面，让齐福海特别激动。看到出现在电视
画面上那些平均年龄90岁的抗战老战士，老人
想起了当年一同经历过生死的老战友，阅兵一
结束，老人就赶忙写下了一份当年战友的名单，
名单上有20多人。

“不知道当年的那些人现在是否还活着，多
希望有生之年能再见上一面啊。”齐福海说。

曾一起战斗过的战友，是老人多年放不下
的牵挂。

2017年2月1日，大年初五。97岁的齐福海
带着家人，又一次来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多年来，每年年初他都要带家人来此凭吊。
在陵园内华北革命战争纪念馆前广场中

间有一辆坦克，广场左右两侧各有两门大炮。
齐福海特意停留在大炮前，让女儿齐峰为自己
拍了一张照片，因为这门大炮与1951年他赴朝
作战前夕、与战友们合影时做背景用的大炮十

分相似。
纪念馆的东西两侧，是烈士墓区。每年一走

到这里，齐峰就知道父亲要去看望那些老战友
了——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冀
中军区 23 团团长赵振亚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病
故的老战友景明题……齐福海的很多老领导、
老战友就长眠在这里。

看望战友时，平日里话少的齐福海会变得
话多起来。

“常德善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八分区的
老司令员，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在肃宁县雪
村战斗中牺牲。赵振亚是无极人，曾在一次战斗
负伤 19 处，整个军区通令嘉奖，后来在冀鲁边
区盐山县三圈子战斗中身受重伤，举枪自尽，壮
烈殉国……”老人一点一滴地回忆着。

2017年这次看望已逝的战友，是那几年中
齐福海在烈士陵园停留时间比较长的一次，其
间还特意叫家人为自己拍了很多张照片留念。
也许是老人已经意识到，年事已高的自己，出门
的机会将越来越少了。

第二年年初，老人的身体状况果然不允许
他再去陵园祭扫了，他嘱咐女儿，一定要替自己
常去陵园看看老战友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
忘记先烈们的巨大牺牲！”

“纪念章就是最好的党史教育教材”

2019年10月1日上午，99岁的齐福海再一
次佩戴起自己心爱的勋章、奖章、纪念章，准时
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
阅兵仪式。

与2015年不同的是，老人身边少了一位相
伴多年的革命伴侣，胸前却多了一枚“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虽然体力和精力已大不如前，反应也比原
来迟缓了，但是当功勋部队战旗方队和老兵方
队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时，老人还是两次努力挺
直了腰杆。

2020年，齐福海收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荣
获的第三枚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这也是老人荣获的第二枚有关抗美援朝的
纪念章。曾两次赴朝作战的齐福海，早在 1952
年，就曾荣获过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员会颁发给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人员的纪念章。

2020年，已届百岁高龄的齐福海身体尚好，
但记忆和思维已经有些模糊了。看到电视上播放
的抗美援朝纪录片，老人竟以为自己还置身于那
个年代。“咱们在朝鲜的部队回来了吗？”惦念着
前线的战友，老人焦急地大声询问女儿和孙辈。

“人在阵地在，忍受着饥饿与疲劳，昼伏夜
行奔袭在齐腰深的大雪中。饿了吃炒面，渴了抓
把雪，一口炒面一口雪，跟《谁是最可爱的人》里
写的一模一样。”对齐峰来说，早年间父亲讲过
的朝鲜战场，虽然只有只言片语，但生动而真
实。“父亲第二次赴朝，没有水喝的时候，马路上
水坑里带小虫子的水都喝。家里还有一个在朝
鲜战争中缴获的美国兵用的水壶。”

2021 年 7 月 1 日，建党一百周年，101 岁的
齐福海获得了首次颁发的“光荣在党 50 年”纪
念章。

这一年，他的党龄正好是80年。
“到2021年，我的党龄是48年，1973年我19

岁就入党了，是和我一批当兵的战友中最早入党
的。这一次，差两年没能跟父亲一样获颁‘光荣在
党50年’纪念章，我心里还是挺遗憾的，但是相
比父亲，我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差距。”齐峰说，“党
的十八大以来，父亲陆续获得了四枚纪念章，它
们既是对父亲80多年革命经历的褒扬，也是帮
助我们回顾学习那段历史的最好载体，这些沉甸
甸的纪念章就是最好的党史教育教材。”

齐峰通过查询政策得知，在首次颁发后，纪
念章发放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一般每年“七
一”都将集中颁发一次纪念章。只要党龄达到
50 年、且表现优秀就可以领取到这枚“光荣在
党50年”纪念章。

“我也要努力争取荣获这枚‘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齐峰说。

（感谢河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对本报道的
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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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倩：

在本职工作中

触摸历史

【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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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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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 年 11
月 16 日 ，齐 福 海

（左一）和战友在炮
筒旁合影。

▲年轻时的齐福海。

◀ 2015 年 9 月，
齐福海、凌萍夫妻二
人均收到了“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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