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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见证了红军长征时期、延安时期的艰苦岁月———

1938年 12月，毛泽东（左三）、王稼祥（左二）、萧劲光（左一）等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在陕北合影。 左八为于朝俊

������于朝俊，1904年出生于河南省沈丘县，1931年 12 月参加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 先后担任红五军团政治
部主任刘伯坚的警卫员，红五军团总部警卫班长、排长；1932 年参加著名的南雄、水口战役；经历中央苏区第
四次、第五次反“围剿”；1935年遵义会议后，调入中革军委总部任事务长（管理员），具体任务是负责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日常生活，后调入延安“西北菜社”（中央招待所、八路军总后勤部招待所）
任主任，1939 年入党；解放战争时期，参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勤保障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随四野南下
进驻武汉，负责部队后勤保障工作；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八一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
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1956 年离职休养在武汉市武昌区；1984 年在武昌区去世，终年 80 岁。
其事迹在《雄师铁军———宁都起义将士录》有记载。

老红军于朝俊：心怀信仰初心永恒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无论走多
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在宁都起义
91 周年之际，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周
口红色记忆》 采访组和老红军于朝俊
的大女儿于利利取得联系， 听她讲述
于朝俊的故事。 于利利将父亲生前的
文史资料、回忆录、生前事迹提供给记
者， 希望后人不要忘记幸福生活背后
的艰苦岁月。

11 月 21 日， 记者一行来到沈丘
县，采访兼任市、县两级政协文史委员
的郭成云。 今年 70 多岁的郭成云，10
多年前就开始收集整理于朝俊的事

迹， 数次到武汉市有关部门调查并看
望于朝俊的子女， 为党的宣传事业和
老区建设发挥余热。 他将收集整理的
文史资料无私地交给记者， 希望能将
老红军于朝俊的事迹发扬光大， 留给
后人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岁月流金，初心永恒。 经过采访，
戎马一生的老红军于朝俊追寻光明、
铁心跟党、忠贞不渝、无私奉献的光辉
形象展现在大家面前。 红色记忆的片
段，如同星辰般璀璨，美好而有光芒，
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

参加宁都起义走上革命道路

于朝俊的童年是苦涩的， 没有温
饱，没有尊严。

1904 年 6 月，于朝俊出生于沈丘
县洪山乡庙山李行政村于庄村。 当时
兵荒马乱，连年灾害，土地贫瘠，庄稼
歉收。 由于家境贫寒，于朝俊 10 岁时
其父就忍痛割爱， 让他到地主家当童
工。 为了糊口，于朝俊以瘦小的身躯，
没日没夜地给地主家干活， 稍有怠慢
就会遭到打骂。

即使这样， 全家人一两天吃不上
一顿饭的情况仍时常发生。之后，于朝
俊的几个弟弟相继出生， 家中生活更
加难熬。 为分担父母的重担，1921 年
冬，于朝俊被迫远走他乡，参军入伍。

“侧耳倾听，宇宙充满饥饿声。 警
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
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1931
年 12 月 14 日，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
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
人领导下，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宁都
起义以它光辉灿烂的英雄业绩载入了

中国革命史册。 于朝俊有幸参加了宁
都起义。

宁都起义后，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
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于朝俊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先
后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

警卫员、军团警卫班长、警卫排长，参
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 第五次反 “围
剿”。 1934 年 10 月，他跟随中央红军
开始万里长征。

遵义会议后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 ”1935 年 1 月，红军长征攻克贵州
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 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 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

位。遵义会议开过不久，中央红军二进
遵义时， 周恩来在与时任中革军委干
部团上级干部队（上干队）队长萧劲光
谈话中， 谈了遵义会议召开的情况以
及中央正在考虑重新安排新的工作。
三个月后， 萧劲光调任红三军团参谋
长。 周恩来考虑到毛主席在长征中的
身体和工作状况， 提出要萧劲光挑选
一位成熟稳重且有经验的红军干部到

毛主席身边照顾日常生活。
萧劲光经过认真思考， 向周恩来

推荐了一位忠诚厚道、有责任心、年富
力强的年轻人，这个人就是于朝俊。

萧劲光推荐于朝俊是有原因的。
萧劲光在红五军团当政治委员时，于
朝俊是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

警卫员。 萧劲光和刘伯坚经常在一起
研究情况、下部队做工作，于朝俊都紧
随其后， 萧劲光自然就认识了解于朝
俊，由此产生了良好和深刻的印象。

于朝俊听说萧劲光调动自己的工

作时，向他谈出了一些担心，认为在毛
主席身边工作责任重大， 自己文化水
平不高，怕做不好，有点犹豫不决。

据后来于朝俊回忆， 他当时心里
有些害怕，自己文化水平低，在这些大
领导身边工作万一做不好出了岔子，

就会影响大局，给革命带来损失，出于
这样考虑，第一次谈话没有接受任务。
几天后，萧劲光二次促膝做其工作，于
朝俊感到这是领导已定意见， 不能再
推辞，也没有再推辞的理由，于是勉强
答应，抱着干一段试试看的想法。后来
中央红军总部正式宣布命令， 于朝俊
被调任中革军委总部任管理员， 具体
任务是直接负责毛主席、周恩来、朱德
和其他中革军委主要领导的日常生

活。
从此， 于朝俊就与毛主席及其他

中革军委领导同志朝夕相处， 亲身感
受和亲眼目睹了毛主席的大智大勇和

雄才伟略。特别是在毛主席、中革军委
的指挥下， 红军四渡赤水、 巧渡金沙
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
过草地，1935 年 10 月走出了草地，甩
掉了追兵，胜利到达陕北。

在红军快要到达延安时， 作为先
遣人员的于朝俊提前一个星期到达延

安，首先对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
令要住的窑洞进行修整， 搭好睡觉的
炕，砌好做饭的炉灶，并抽空熟悉周围
环境， 为首长的日常生活起居尽力做
到安全周到。

于朝俊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无论
是在艰难困苦的长征途中， 还是在陕
北的吴起镇、瓦窑堡、保安、延安等地，
都是尽心尽力、 尽职尽责地为毛主席
安排好日常生活， 多次得到毛主席和
中央其他领导的称赞和表扬。

有幸参加毛主席与宁都起义部分

同志合影

“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这
是毛主席 1938 年 12 月在延安接见部
分参加宁都起义同志合影照片上的题

词。 于朝俊有幸参加了这次合影。
2021 年 12 月 14 日， 中共赣州市

委、市政府、军分区共同主办的“纪念宁
都起义胜利暨红五军团成立 90周年座
谈会”在宁都举行。 于朝俊的多位后人
应邀参加座谈会，并在这张著名的毛主
席接见合影照前留念。从于朝俊子女提
供的材料中，我们找到了当年毛主席和
于朝俊之间的一些生活故事。

一天晚上，毛主席把于朝俊叫到
办公室 ，说要和王稼祥 、萧劲光见见
在延安的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部分同

志，要于朝俊也参加。 毛主席要接见
参加宁都起义的同志，这是对参加过
宁都起义的所有官兵莫大的鼓舞，作
为参加过宁都起义的于朝俊十分高

兴。
毛主席接见那天，延安天气很好。

在延安凤凰山中央所在地的一个院落

里，毛主席和王稼祥、萧劲光来到了早
早等待的部分参加宁都起义的同志中

间。参加宁都起义的同志很激动，都打
开了话匣子，热情地聊起来。

毛主席走到每个同志面前， 问长
问短。一开始，大家请毛主席站在最前
面。毛主席和王稼祥、萧劲光相互谦让
了一会儿， 紧接着就安排于朝俊和大
家排成两排。 摄影师用快门记录下了
这一珍贵的时刻。之后，毛主席欣然在
这张照片上亲笔题词， 对宁都起义给
予高度评价。

宁都起义过去 90 多年了，毛主席
在延安接见部分参加宁都起义的同志

这一事件也过去 80 多年。 然而，这张
有毛主席题词的反映宁都起义的珍贵

照片，于朝俊家人一直珍藏着。于朝俊
和毛主席之间这段故事他们也会永远

记在心间。

见证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艰苦岁

月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间里，聆
听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的教诲，让
他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作为毛主席身边的生活管理人

员，1957 年，应《中国青年》杂志“中国
人民解放军 30 年”专栏征文，于朝俊
发表《我印象中的毛主席》文章，回忆
在毛主席身边的生活片段。 于朝俊的
亲身经历富有生活气息， 情感真挚朴
素，弥足珍贵，让后人真切领略到毛主
席和党中央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

中国人民艰苦创业、不懈奋斗的历程，
也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始终坚守的人

民情怀。
于朝俊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

首长和工作人员待遇差不多少， 吃饭
都在一起。毛主席住在一间窑洞里，房
间比别人“特殊”之处，就是里面比别
人多了两个书信文件挑子。

由于刚到陕北， 生活条件不好，毛
主席十分消瘦。 那时，毛主席和大家一
起吃，除了糙小米就是山药蛋，难得买到
点蔬菜。有时候，于朝俊还要跑出几十里
地买一点小白菜给几位首长分着吃。

为了调剂毛主席的生活， 于朝俊
就带领其他警卫人员一起开荒种菜、
补贴伙食。为节约柴草，于朝俊想方设
法革新了灶台，对灶台口大小、方向、
空间、 烟囱高度都进行了多种方案的
设计和试砌，最终研究出起火快、拉风
大、 出烟大、 省人又省柴草的节能锅
灶， 甚至现在延安市的一些农村仍在
使用这种锅灶。

据于朝俊回忆， 每次从毛主席窗
外经过，总是看见他聚精会神，不是看
就是写，常常天亮才睡，休息到中午起
床， 随便吃点饭就又埋头在案桌上开
始工作。越是夜里毛主席就越忙，电报
一份接一份由机要员送到他面前。 毛
主席的窑洞里，夜间总有灯光，到鸡鸣
才熄。

毛主席对自己什么都不在乎，可
对别人总是很关心。据于朝俊回忆，一
次，机要科副科长李世忠突然病了，毛
主席亲自去找医生， 左嘱咐右嘱咐让
医生好好治疗， 安排好了才离去。 以
后，他还不时亲自去探视。

毛主席对于朝俊很关心， 但对他
不搞特殊。在瓦窑堡时，天气已经很冷
了。 红军长征刚到陕北，供给困难，于
朝俊还穿着破得都露肉的单裤。一次，
毛主席看见了， 问于朝俊怎么不做条
裤子穿。于朝俊解释说，到供给部问过
了，说衣服都先供给前方了，后方只能
暂时忍耐一下。毛主席很关心部下，但
在那个困难时期，他也没有好办法。最
后，毛主席安慰于朝俊，为了前方的胜
利， 应当有吃苦在先、 享受在后的精
神，慢慢会变好的。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很多人都想进
红军的最高学府深造。于朝俊虽然嘴上
没说，但毛主席看懂了他的心思，就鼓
励他说出来。于朝俊不敢说。毛主席见
他不说，就直接写了张条子，让他上延
安军政大学学习，提高文化知识水平。

在于朝俊眼中，毛主席是一位心
肠柔软的人。 毛主席身边有一匹小黄
马，长征中他就骑过。 长征中的劳累，
使这匹马更加衰老 ，到延安后 ，毛主
席就不忍心使用了。 不久，这匹马就
老死了。 毛主席听说后很伤感，嘱咐
于朝俊不能叫人吃了它的肉，应当埋
葬它……埋马时，毛主席还亲自去看
着，显示出很惋惜的样子。 一代伟人
的铁骨柔肠，在于朝俊的记忆里清晰
而温情……毛主席平易近人，经常教

于朝俊文化知识。 每每忆起，于朝俊
总是充满了感动。

1956 年，毛主席视察武汉时专门
约见于朝俊，了解他的家庭生活情况。

服从安排北上南下 解放战争立

新功

解放战争时期， 根据党中央提出
的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指示，
中央军委从总部机关中挑选一批后勤

管理干部到东北战场。 于朝俊从延安
调到东北， 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
部供给部管理科长、 第四野战军后勤
军需部运输科长、 东北人民解放军军
需部管理科长， 参加了著名的四平保
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

他尽职尽责， 多次冒着生命危险
组织军用物资送往前线。 一次运输军
用被装，从东北到南昌，他第一个报名
负责火车押运。行车途中，一节车厢上
的被装突然冒烟起火，他发现后，第一
个跳上起火的车厢把着火的被装扔下

车。他带领队员及时扑救，保护了军备
物资和火车运输安全， 使损失降到最
低限度， 出色地完成了后勤保障和运
输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于朝
俊随第四野战军南下， 进驻华中重镇
武汉， 先后担任中南军区军需生产部
管理科长和中南军区后勤部生产管理

局管理科长等职。

艰苦奋斗 关心群众是他永不改

变的情怀

1956 年，于朝俊被授予三级 “八
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
放勋章。 他积劳成疾，因身体原因，组
织批准他离职休养。离休后，于朝俊没
有躺在功劳簿上，而是继续余热生辉，
搞好传帮带，教育下一代，这也是他后
半生重要的活动内容。据不完全统计，
他被部队、工厂、机关、学校邀请作报
告达上百场次，受众达十多万人次。

他作报告不仅无提纲、无讲稿，而
且语言生动、情节感人。 有一次，他脚
被烫伤，伤口很久不能愈合。恰逢解放
军原 3506 工厂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
会，请他作报告。 于朝俊忍着疼痛，被
人搀扶上讲台， 脚下还垫上东西坚持
作报告。 他讲领袖们的高尚品德和丰
功伟绩，讲胜利来之不易，以所见所闻
鼓舞青年人。解放军原 3506工厂宣传
部的王广文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一次
邀请于老作报告，当时全厂 6700 多名
职工、 劳动服务公司 2300 名员工、子
女学校 1200 名师生， 因场地有限，共
安排 4 场报告。 当时省民政厅照顾他
的身体，只批准最多讲 2 场，可他仍坚
持讲了 4 场。在他的精神鼓舞下，全厂
掀起了比革命传统、比艰苦奋斗、比革
命干劲、比为工厂作贡献的‘四比’活
动，请战书贴满科室，对促进军工生产
起了很大作用。 ”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 1959 年，于
朝俊在延安时期的老上级魏廷槐当时

是武汉市副市长。 他在一个山脚下找
到一处闲置的道班房安置于朝俊。 这
是路边的道班房，修路工人搬走后，房
子显得很简陋。 房管所工作人员把房
子维修了一下， 于朝俊一家就住了下
来。 周围人家稀少，倒很清静。

房子周围有约七分空地荒着没人

种。于朝俊会种地，他不会让这些地荒
着。 在征得马路对面六合村党支部书
记的同意后，他种起了地。村党支部书
记对他特别敬仰， 遇到有什么要解决
的事情，经常去帮忙。 就这样，他的院
子里养鸡、养猪，地里种棉花、芝麻、花
生、红薯等。

于朝俊种地有两个用意， 一方面
要求孩子们参加劳动，了解这些吃的、
用的是怎么来的；另一方面，种这些东
西可用来帮助别人。他经常把鸡蛋、猪
肉和地里种的东西送给有需要的人。

三年自然灾害 ，物资紧缺 ，买什
么都用票证。 政府给老红军干部生活
上有补贴，有的老百姓就找到于朝俊
说想买布做衣服，布票不够用。 于朝
俊自己不穿不用， 就送点布票给他。
有的说家里办事要请客，想要于朝俊
给点肉票，于朝俊就把家里的肉票拿
点给他。 周边群众提起于朝俊没有不
称赞的。

于朝俊搬过两次家。 他家住在哪
里， 哪里的老百姓很快就会知道有个
姓于的老红军。 于朝俊在当地声望很
大，就是因为他经常热心帮助别人、曾
经是毛主席身边的红军战士。

革命传统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于朝俊的大女儿于利利今年 70
多岁了，提起父亲，总能勾起她青少年
时代的回忆。

她提供给记者一张 1971 年的照
片，这是于朝俊和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在家门前的合影。照片中，于朝俊安详
地坐在中间，身上穿着一件旧棉大衣，
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

“在我儿时印象中，每年父亲都是
穿着这件旧棉大衣过冬。 平时父亲对
我们要求很严格， 从来不谈新衣服的
事，我们也不提什么要求。记得上中学
时，学校通知要拍合影照，我怕自己穿
的破衣服影响大家， 就提前找隔壁的
阿姨借了一件上衣穿。 阿姨借给我一
件黑色的双排扣列宁装， 我穿上正合
适，就高高兴兴地和同学们合影。 ”于
利利很感慨地说，“我不好意思在父亲
面前叫苦， 因为父亲经常说这点苦算
什么，比起红军那个年代，你们的生活
已经很好了……”

其实，于朝俊家不是穷，不是没钱
花，也不是国家发的离休金少，而是他
对子女严格， 常常拿红军那个年代的
标准教育子女。

人们尊重于朝俊，因为他有“老红
军”这个光荣的称号。于利利深情地说：
“父亲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他们那一代
人打下江山是多么的不容易。他最怕的
就是没经历过战争的人以及我们这些

后代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很想把这
些红色故事讲给大家听。 在我们这里，
他讲革命故事可是出了名的。 ”

时间久了，孩子们都很理解父亲，
认为红军战士的子女更应该继承发扬

光荣传统，丝毫不能搞特殊。
提起自己的名字，于利利至今仍

感激父亲。 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夕， 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不断，
胜仗一个接一个。 我 1948 年出生，父
亲给我取名于利利，就是一个胜利接
着一个胜利的意思。 每当别人问我的
名字时，我都要自豪地说，姓是于，名
字是胜利的利，当时东北解放打胜仗
时出生……”她很感谢父亲给她起了
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时刻提醒她不
要忘记历史。

于朝俊一生敬仰毛主席。 1976年
9 月 9 日，毛主席逝世，于朝俊万分悲
痛， 非要去北京见毛主席最后一面不
可。 当时国家局势紧张，严格控制进京
人员。 南方发往北京的火车，乘客到石
家庄就被动员转车返回。 于朝俊不管
这些， 把毛主席对他的关怀作了反复
解释。 火车站领导听后非常感动，经请
示作特殊情况特殊解决， 亲自把他送
上去北京的列车， 并安排乘警要照顾
好老红军战士。 到北京后，于朝俊住进
原总后勤部招待所，马上与在京首长联
系，但都没有回音，气氛十分紧张。灵堂
设在人民大会堂，警戒线距人民大会堂
很远。 于朝俊就和警卫人员说，坚决要
求看毛主席最后一眼，并自我介绍曾在
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经历，对毛主席有深
厚感情。 他的举动感动了在场的所有
人。后来，警卫人员把情况报告上级，在
信访处工作人员协助下，于朝俊进入吊
唁大厅，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来到毛主席
遗像前。在吊唁大厅，他抑制不住悲痛，
嚎啕大哭。工作人员怕影响他的身体健
康，很快护送他回到住所。

于朝俊在世时常说：“多少革命先
烈在我们前面英勇牺牲了， 我能平安
活到今天，看到祖国之强大、人民之安
乐，已经很知足了。 ”

带着对人民的热爱，1984 年 9月，
于朝俊因病去世。 《湖北日报》发布了消
息。邓颖超、康克清、萧劲光、何长工等中
央领导，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委、省政府
等军地领导送花圈或发唁电表示悼念。

红军精神永放光芒 。 2004 年 6
月， 沈丘县委召开老红军于朝俊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追忆他光荣的一生，
缅怀他的光辉业绩。“无论是战争年代
还是和平建设时期， 于朝俊都牢固树
立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时刻遵循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始终
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

置。 ”这是对他一生最真实的评价。
红军都是英雄好汉。 于朝俊是千

千万万红军的一位代表， 历经艰难坎
坷，见证历史沧桑，体现在他身上的顽
强意志和革命精神， 会激励更多人砥
砺奋进，走好新的长征路。 ②18

（本文采写中，得到李天剑、郭成
云等同志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图片
及说明由于朝俊的女儿于利利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