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屏”相见

3特别报道组版编辑：魏东 电话：619950３２０2１年 2月 3日 Ｅ-ｍａｉｌ押zkrbgg＠126．ｃｏｍ

核心提示：
你有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吗？如果有，

你藏了多久？ 如果这个秘密是你干了一
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你还能藏得住吗？然
而，有这样一个人，他把“不能说的秘密”
埋藏在心底，一守，就是 70年。

1950 年，一批优秀中华儿女跨过鸭
绿江，冒着枪林弹雨，不惧生死，保家卫
国。 徐汝深（在家乡用名徐大红）就是其
中的一员。徐汝深在战场上不怕苦，不怕
牺牲，坚韧乐观。 他虽不是党员，但总是
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如今离开
战场 70多年，还是位本色老兵。

1 月 13 日，抗美援朝老战士徐汝深
在家中找出了心爱之物——— 一枚抗美

援朝纪念章，还有几张老照片，照片上的
他，一身戎装，意气风发。

青葱岁月 毅然参军
徐汝深 1935 年出生于周口市商水

县舒庄乡汾河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他读书时就想当兵， 也喜欢看军事方面
的书。 1951年 3 月 31日当地征兵，政府
还没动员， 他就主动找乡长要求参加抗
美援朝。 他要当兵的事情，父母都知道，
没有阻拦他。当时，只有 16岁、小学四年
级文化水平的他即使知道去打仗也不害

怕。从商水出发，他随大部队到东北辽西
开原训练了三个月， 学习如何打仗。 期
间，他因聪明伶俐、记忆力强，到团里给
首长当通讯员。 徐汝深自豪地说:“漆黑
的晚上，别人一出门容易迷路，我出门不
迷路，方向感很强。 ”

实际上， 在徐汝深的记忆里，“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老歌
中所承载的那段历史，是沉甸甸的，也是
“不能说的秘密”。

过鸭绿江 命悬一线
1951 年 7 月，当时的人们还穿着单

衣服，徐汝深和战士一路小跑，戴着伪装
帽，晚上从桥上跨过鸭绿江。让徐汝深现
在还印象深刻的是，途中他提着水瓶，突
然美军的照明弹打了过来，亮如白昼，一
瞬间他不适应倒向桥边， 幸亏参谋长一
把抓住了他， 要不然徐汝深那天晚上就
有可能掉到鸭绿江里了。

一路上十多天的长途奔波， 白天敌
军飞机轮番轰炸， 志愿军只能隐藏在树
林里，白天休息，晚上行军。 徐汝深当时
跟着首长当通讯员， 每晚负责把宿营报
告送到司令部， 同时也往前线送汽油、
炮、车、机油、柴油、黄油、弹药、吃穿等方

面的后勤补给，哪里需要就送到哪里。

跳上坦克 扔下炸弹
徐汝深回忆说， 有一次行军途中遭

遇美军阻挡， 当时他的战友已在山上隐
蔽。山很陡，美军坦克耀武扬威开到公路
要道口。 司令部从各个营里挑选出动作
机灵、身强体壮的战士，组成尖刀班，每
班 10个人。 他们藏到山里，看到有坦克
车路过，就把四五个手榴弹捆在一起，跳
到坦克车上，揭开坦克车盖子，把手榴弹
扔到坦克车里面。由于一侧是山沟，坦克
车不好调头，进退两难，敌人只能等着被
打。志愿军战士的战术非常高明，最终炸
毁了 10 辆汽车和 8 辆坦克。 不幸的是，
那些尖刀班的战士也英勇牺牲了。

传递情报 智斗特务
徐汝深在团部当通讯员， 平常送信

摸黑需要走山路， 一晚上最远跑四五十
里地，不仅要留意是否有飞机，还要提防
着特务，地上还可能有地雷。有次往司令
部送情报，他突然遇见了一个特务。那个
特务正在山坡发信号指挥飞机轰炸。 特
务从山坡上跑下来想抓住徐汝深， 徐汝
深也很警惕，立刻朝特务开了一枪，特务
听到枪声就吓跑了， 徐汝深成功把情报
送到了目的地。 他就是凭着这股机灵劲
儿，多次出色完成了首长安排的任务。

吃把炒米 啃把冰雪
电影《上甘岭》中，志愿军在坑道里

艰难吞咽压缩饼干的镜头， 给人留下了
深刻印象。徐汝深是后勤部队，也和前方
战士一样艰苦。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部
队白天隐蔽防空，夜行昼伏，有粮食也难
以生火做饭。后勤补给困难时，志愿军战
士只能吃炒面、炒米、压缩饼干。 徐汝深
回忆， 国家给志愿军战士送来的压缩饼
干， 大家都咬不动。 志愿军战士就想办
法，在饼干外面包一层油料纸，在地里埋
一段时间，让地里的水分使饼干返潮。也
有人实在太饿了，一口咬下去硬吃，后来
不少人患了牙病。

看过资料照片的人对志愿军战士身

上斜挎着的布口袋有着深刻印象。 这个
布口袋就是干粮袋， 志愿军必须靠这个
口袋里的干粮维持生命。 志愿军战士平
常吃的多是炒米。出发前，每人在脖子里
套八斤重的炒米袋，饿了开口就吃，渴了
就喝沟里的水， 有时也会抓起地上的冰
雪吃起来。 徐汝深回忆， 晚上炊事员做
饭，听到敌机来袭，赶紧把锅盖住，等敌
机走了再继续做饭，一顿饭要做好几回。

印象深刻的是， 当时朝鲜零下三十摄氏
度，大雪天志愿军战士待在防空洞里，后
方送来的土豆、鸡蛋都上冻了。有的人实
在太饿了，就直接啃起来。有的人会在身
上暖暖再吃。 说到这里， 徐汝深坚定地
说：“当时条件虽然艰苦， 但志愿军战士
都不怕死，当兵别怕死，怕死别当兵。 ”

痛失战友 梦里常念
“太惨了，想哭。 我最近看到《跨过

鸭绿江 》中战友牺牲的画面 ，总是会流

泪。”徐汝深告诉记者。1951 年第三次战
役结束后，徐汝深和首长在三八线以北
打扫战场，太阳都被烟尘遮住了。 志愿
军下了战场， 他们的脸都是黄巴巴的，
耳朵里轰轰响 ，像刮风似的 ，半个月才
缓过来。

跟徐汝深一起去朝鲜的战友， 当时
负责主食副食仓库，整个班 12 个人都牺
牲了，2 营司号员董国顺在行军路上也
被飞机炸死了。 徐汝深用水把他的身体

洗干净，重新给他穿好衣服，亲手把他埋
在朝鲜一个山坡上， 还找个大石头作标
记。后来，他们营里牺牲的战友几乎都埋
在那里。徐汝深表示：“如果有条件去，我
还可以找到那个地方。 ”

徐汝深和董国顺是老乡，他们关系很
好，加上通讯员和司号员同吃同住，他们更
是成为了最好的战友。董国顺牺牲之前，徐
汝深曾替他给爱人写信。 徐汝深现在依旧
清晰记得董国顺是在 1952年农历八月十
五的清晨被炸死的，当时牺牲时董国顺只
有 18岁。徐汝深从朝鲜回来将近 70年，每
到八月十五都会梦见他，想到他的样子，徐
汝深的眼泪情不自禁落了下来。

九死一生 脑袋受伤
上了朝鲜战场， 生死是寻常事，徐

汝深也不例外。有一次大白天徐汝深送
情报 ，当时也胆大了 ，听见敌人飞机声
音就立即防空，找个沟隐藏起来。 别人
防空都是趴地上不动， 顾头不顾屁股，
徐汝深防空都是脸朝上 ， 两眼瞪着飞
机，脚蹬着背带准备用步枪打飞机。 这
时，飞机炸弹落到近处 ，炸弹皮崩到了
他头上。 徐汝深到现在还清晰记得，当
时他头部受伤严重，差一点伤到大脑神
经。 徐汝深脑袋受伤后，利用身上的急
救包，立刻包扎住额头。随后，他被送到
32 分院。 自那以后，徐汝深就开始喝补
脑液 ，战争回来后头依然很疼 ，补脑液
就没断过， 直到 20 年前， 他的头才不
疼。

战场归来 坚守“秘密”
“我虽然没入党，但也为共产党出力

了。 ”徐汝深激动地说。 徐汝深虽然不是
党员，但 70年来却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
己，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建设祖国，为祖国
作贡献。

1998 年春节后 ，徐汝深 、王海彬等
10 名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复员
军人组成了一支老复员军人集市义务管

理队， 每天徐汝深早上骑行 7 公里到舒
庄乡集市上值勤、清理垃圾、打扫街道卫
生、维持市场秩序。他们不图名、不图利，
除了雨雪天气外，每天都坚持工作。这支
老复员军人集市义务管理队一直坚持了

12 年，直到后来有的队员身体状况不佳
才解散。 老复员军人集市义务管理队解
散后，徐汝深就坚持每天在村里扫大街。
一部诺基亚手机，老人用了 20 年，中间
没有换过手机号。他是真正的英雄，那种
对信仰的坚守已经深深地注入了他的心

中。
说起这样做的原因， 他说：“马列主

义对我影响很大， 观念已经深深钻到脑
子里了。 ”

徐汝深回忆，朝鲜战争结束回国时，
首长安排说， 必须在极其苦难的情况下
才可以向政府申请援助， 也不要轻易和
别人讲述战场上的事情。 虽然时间已过
去 70年， 首长的话徐汝深不仅记得，还
做到了。 徐汝深谦虚地说：“我不想给政
府添麻烦， 咱保持自己的荣誉， 你有困
难，若你们村里还有比你更困难的，别人
也向政府要救助咋办？”徐汝深不因自己
是老战士就应该受到特殊照顾， 即使是
家庭最难的时候，他也扛过来了。他绝口
不提自己当年抗美援朝的戎马岁月，把
用鲜血换来的战功当成 “不能说的秘
密”，埋在心底近 70 年。 战争太残酷了，
徐汝深不愿过多讲述战场上的细节。 他
从朝鲜战场回家后， 战场上的事他也不
和别人说， 甚至连子女也没听他讲过在
战场上的真实情况。

寻找战友 情深意长
“现在让我回朝鲜，我一眼就能找到

营地，找到自己曾经种的树，一点都不会
忘。”徐汝深激动地说。他有一个愿望：想
去朝鲜，看看他曾经走过的地方、他亲手
埋的老战友， 以及以前挖的防空洞是否
还在。徐汝深回忆说，经他手埋在山坡上
的战友有不少。 如今，他看电视剧《跨过
鸭绿江》， 看到士兵们在雪窝里冻死、看
到战友牺牲，他都会流泪。 目前，徐汝深
能联系到的战友大都去世了，现在，老人
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机会再见到他太康的

战友徐福厚。
徐福厚是 13 团 2 营的政治干事 。

1953 年春天，徐汝深回到丹东 ，徐福厚
去政治学院学习， 徐福厚给了徐汝深一
个枕头作为纪念。 徐汝深回忆说：“我现
在还想他，他政治觉悟高，我当时很喜欢
和他聊天。 ”

“国家把老兵照顾得挺好。 ”徐汝深
感激地说。对于现在的生活，徐汝深感到
很幸福。 目前，老人还会完整地唱《中国
人民志愿军战歌》。 现在，他享受军人补
助，上个月领了 1950 元补助金，他的晚
年生活有了保障。徐汝深经常教育儿孙，
如果国家有需要，儿孙还要继续当兵，就
像花木兰替父从军， 他不能去战场还有
儿子，儿子老了还有孙子，保家卫家，义
不容辞。 ②8

70年“不能说的秘密”
———访商水县抗美援朝老战士徐汝深

□见习记者 支亚茹 苑美丽 轩洋 文/图

抗美援朝老战士徐汝深

核心提示：
1951 年 ，16 岁的徐汝深和 21 岁的

徐福厚赴朝参战。战争结束后，徐汝深回
到丹东， 徐福厚去政治学院学习。 临别
时，徐福厚买了一对枕头，一个送给徐汝
深，另一个自己留着。 自此一别，两人断
了联系。

多少年来，徐汝深一直思念老战友，
梦中相见多次，醒来老泪纵横。 如今，87
岁的徐汝深最大的心愿仍是有生之年再

见到战友徐福厚。 家人都认为这个愿望
难以实现，连徐汝深自己也没有信心。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前不久周口日

报·周道客户端记者对他的采访。
网上寻找

去年下半年以来，周口日报·周道客

户端记者对全市部分抗美援朝老战士进

行专访。1月 13 日，记者一行来到商水县
舒庄乡，采访抗美援朝老战士徐汝深。采
访结束时，徐汝深提出找战友这个心愿。
这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记者一直放
在心中。 1 月 28 日，《周口晚报》刊发《70
年“不能说的秘密”———访商水县抗美援

朝老战士徐汝深》一文后，记者为徐汝深
的信念和执著感动， 就开始在网上寻找
徐福厚的信息。起初，记者先在浏览器中
输入“徐福厚”“老兵徐福厚”“寻找战友”
等关键词，但翻看了 60 多页信息，并没
有找到和徐福厚高度相似的信息。

考虑到时间久远， 毕竟前后相隔了
60 多年，记者转而去贴吧、博客、论坛上
查看是否有老兵的子女帮助父亲寻找战

友的信息，果不其然，论坛上有大量老兵
子女、孙女帮助老人找战友的信息，但是
大多数人都没有找到自己要找的人。虽然
没有找到徐福厚的信息，但是记者由此受
到了启发， 对寻找徐福厚也有了信心，那
就是在论坛、博客、贴吧上把“抗美援朝老
兵”作为关键词。令人兴奋的是，2018年 8
月 1 日，一位注册名为“骑士”的用户，在
博客上写了 《铁道兵 68 团战友聚会》一
文，其中有署名徐福厚老政委的近照。 文
中说，徐福厚由于年龄较大，加之路途遥
远，未能成行，遗憾地发了贺信。

比对信息

根据博客上徐福厚的线索， 记者把
搜索的关键词改为 “徐福厚抗美援朝勋
章”，搜到了《承德日报》刊发有《徐福厚：
拥有十三枚勋章的老兵》 这篇文章。 然
后， 记者根据该文中出现的志愿军辎重
13 团指导员、粮库弹药着火、美军飞机轰
炸、在河南待过等信息，初步确定了这也
许就是徐汝深要找的战友徐福厚。随后，
记者立即联系徐汝深的孙女， 把 《徐福
厚：拥有十三枚勋章的老兵》这篇文章用
微信发给她。徐汝深看了这篇文章后，提
出文章中的文字描述很像， 照片也有点
像，但是由于照片太小，时间又久远，徐
汝深问是否可以提供一下徐福厚的近

照，记者就把之前找到的《铁道兵 68 团
战友聚会》 一文中的徐福厚近照发给了
他，这次，徐汝深坚定地说：“这就是我要
找的战友徐福厚，你赶快打电话问问。 ”

媒体联动

得到徐汝深的确认后，记者随即联系
刊登这篇文章的承德日报社，拨打新闻热
线电话和微信公众号联系电话，接线员热

心提供了承德日报社总编室的电话。 随
后，记者与承德日报社总编室王玲取得联
系。 王玲把周口日报·周道客户端记者的
电话提供给了徐福厚的女儿徐爱玲。

1 月 29 日 8 时 55 分，记者接到了徐
爱玲的电话， 她详细询问了找人原因以
及徐汝深的具体信息， 特别询问了徐汝
深的团长、政委、首长等信息。 为了保证
双方更有效沟通，当日 9 时 21 分，记者
把徐汝深的电话提供给了徐爱玲。

1月 30 日， 徐爱玲主动和徐汝深电
话联系，经双方确认信息， 最终，徐汝深
找到了 92 岁的老战友徐福厚。

“屏”上相见
1 月 31 日下午，时隔 60 多年，徐汝

深和徐福厚开始了一场久别重逢的视频

通话。 徐汝深特地写了草稿，还穿了一身
绿色军装， 虽然不是他当年参军时的军
装，但也收藏了多年，只有重要的日子，
他才会穿上身。

一看到徐福厚，徐汝深就下意识地向
徐福厚敬礼，徐福厚也回敬了军礼。 两位
老人都十分激动，一起回忆起当年一起作
战的日子、 转业后的经历以及现在的生
活，画面十分感人。 徐福厚眼睛看不清，耳
朵也有点背。 交谈中，两位老人虽然说话
不太流利、耳朵不太好使，但是言语中流
露出的激动，已经表达出老人的内心。

至此 ，1 月 28 日至 1 月 31 日这 4
天， 经周口日报·周道客户端记者努力，
承德日报协助， 一位抗美援朝老战士的
心愿终于实现了。

视频通话结束后， 徐汝深紧紧拉住
记者的手，连声说： “谢谢周口日报·周
道客户端记者。 ”②9

网上寻找、反复求证、媒体联动……

抗美援朝老战士徐汝深的心愿实现了
□见习记者 支亚茹 文/图

本报讯 1 月 28 日 ，《周口晚报 》
六版刊发 《70 年 “不能说的秘密 ”
———访商水县抗美援朝老战士徐汝

深 》 一文后 ， 引起周口各界强烈反
响 ，大家纷纷为老人的事迹点赞 。 1
月 31 日 ，5 名啄木鸟志愿者前往商
水县舒庄乡汾河村看望徐汝深 ，并
为他送去面粉 、水果 、烤鸭蛋等慰问
品（如上图 ）。

当日下午 ， 啄木鸟志愿者在徐
汝深家中与其亲切交谈 ， 询问他的
家庭生活情况 ， 并称赞他抗美援朝
的英勇事迹 。

面对称赞 ， 徐汝深坚定地说 ：

“马列主义对我影响很大 ，观念已深
深钻到脑子里 。当时条件虽然艰苦 ，
但志愿军战士都不怕死……”

时间已过去 70 年 ，徐汝深绝口
不提自己当年抗美援朝的戎马岁

月 ，把用鲜血换来的战功当成 “不能
说的秘密 ”，深深埋在心底 。

周口市啄木鸟志愿者服务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 河南省唐桥生
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王雪

说 ：“我们一看到报道 ， 就决定来看
望慰问老人 ， 我们都应该学习他不
怕苦 、不怕牺牲 、坚韧乐观的精神 ，
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 ”②10

啄木鸟志愿者看望徐汝深
□见习记者 支亚茹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