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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前 他把入党作遗愿

周俊（右二）在社区活动中

� � � �时间回到抗战期间。 那时的周俊在
天津上学，是一名初中生，初三那年，他
学校附近有座桥， 白天日本人会出现在
桥上，过往的中国人都要与日本人鞠躬，
不然就不能过桥， 周俊等同学把这视为
奇耻大辱，不愿鞠躬，许多同学见状去反
抗。 当时他们有位英语老师姓周， 后来
才知道他是一名地下党，他对学生们说：
“你们贸然反抗是鲁莽的， 如果有心报
国，那应该去参军。 ”

周俊等几位同学听了之后， 觉得很
有道理，便去报名参加八路军，成了八路
军 115 师的一名战士。 周俊还记得当时
一共 12 位同学一起去的， 最后 3 个牺
牲了，3 个成了伤残军人……不管后来
如何， 当时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们都想
好了，既然去了，就不准备活着回来了！

□记者 吴佳逸

� � � �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一场攻坚战之前，因为爬云梯、上城墙的死伤率特别高，战斗前，部队问
每个战士有什么遗愿，尤其是有什么要和家人交代的？ 小战士周俊毫不犹豫地说：“我的遗愿就是
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 ”

周俊是幸运的，战争没有摧毁他，他活到了和平年代，也把革命故事带到了新时代。 如今 93
岁、党龄 73 年的周俊在记者面前说起这些过往显得云淡风轻。窗外云卷云舒，岁月静好，但记者仍
能真实地感受到，战争岁月里，性命攸关间，他那份对党的忠诚与信仰。

� � � � 离休后，回归社区的周俊依然是红
色正能量的传播者。 他一直保持思想
上永葆青春、行动上永不离退，与时俱
进，汲取新知识掌握新政策，用党的最
新理论武装头脑，他重视学习，关心时
局，记者去采访他时，他拿出一本厚厚
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他经常翻看，
还说：“这本书里，既有共产党的历史，
也有我们每个老党员的历史， 看这本
书， 我回忆过去， 也重温了革命道
路。 ”

一些离退休老同志询问有关政策，
他都认真给予解答；碰到个别发牢骚的，
他更是耐心解释，从思想上开导，甘愿做
一名义务宣传员。 他对这些老同志说：
“我们入党时候的誓词你忘了吗？ 遇到
困难了，就想想誓词，这就是我们的初
心、信仰，做共产党员，是为人民做奉献，
而不是总想着索取。 ”

此外， 周俊还是关心下一代的辅导
员， 经常应邀为本市中小学生以及社区
广大干部群众讲革命故事，进行理想信

念教育。 他离而不休，热心公益，带头参
加公益活动，积极参与各类捐款活动，体
现老干部所具有的正能量。 周俊笔耕不
辍，曾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三十多篇文章。
在《静安时报》《上海老干部工作》《追
寻父辈的旗帜》《光荣与梦想》 等报刊
杂志刊登过文章。 他发挥余热，积极参
与社区工作， 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关
心帮助老同志、新同志，是大家尊敬、钦
佩、学习的楷模。

在和年轻朋友的交流过程中，周俊

感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相信一代
更比一代强， 现在的年轻人也有许多先
进分子，他们就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啊，千
万不可小瞧他们！ ”

晚年时期，周俊与老伴生活在一起，
93 岁的他每天拄着拐杖走六千多步，他
说长寿秘诀无非就是：不碰烟酒、饮食清
淡、荤素搭配、作息规律。

老党员从容不迫，乐观通达。 毕竟，
枪林弹雨都打不倒的人， 还惧怕什么困
难呢？

少少时时一一心心报报国国

战战时时一一心心向向党党

� � � � 1944 年 6 月，周俊在一次伏击战中
受了伤。 他回忆道：“当时敌人在河床
里，我方在河岸上，战斗打到双方都没有
子弹了，开始用刺刀拼杀，河床里没有河
水，都是鹅卵石，条件艰苦，战斗激烈非
凡。 这时，我把刺刀刺向敌人，敌人也一
个箭步把刺刀伸向了他，我只觉得生疼
生疼的，原来刺刀刺进了我的腿，我也就
此成了伤残军人。 ”虽然受了伤，但周俊
却很高兴：“因为这场仗打胜了！俘虏了
二十多个鬼子呢！ ”

不久后，周俊又在战场负伤，这回是
撤退时，被敌人的子弹贯穿腿部，至今，每
逢阴雨天，他的腿都会疼。 周俊笑着对记
者说：“冷兵器和热兵器真的不一样，子
弹射中我，我都不怎么觉得疼，但那个刺

刀是真的疼！ ”周俊用他一贯的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面对着战场上的腥风血雨。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当时周俊
收到母亲一封又一封家书， 照理他是该
回去看一看，但他却一直拖着，原来，母

亲的信中说要他回来完婚，结婚的对象
就是俗称的“娃娃亲”，周俊从来没见过
那女孩，“叛逆” 的他觉得此事荒谬至
极，自然不愿回家面对。 于是，他一拖再
拖，直至 1946 年解放战争爆发，他庆幸
终于找到了不回家的正当理由了。

一心报国的周俊投入到解放战争中
去，还光荣入了党。 因为战中要进行爬
云梯、上城墙等危险系数较大的动作，部
队便让每个战士都写下对亲人说的话，
也就是遗愿，周俊想来想去，没什么特别
的话嘱托亲人，他就写下了当时实实在
在的愿望：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快点迎
来和平，建立新中国！

就这样，凭着这份特别的入党志愿
书，周俊入了党。 那一年，他 20 岁。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
快他发现， 新中国为他带来了实在的改
变———1950 年新婚姻法颁布，旧社会的
那些陋习一笔勾销，也就是说，周俊不用
回家去履行那 13 岁时订下的不知所云
的婚约了。

不久后， 周俊在上海警备区一个老
乡的介绍下， 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携
手相伴半个多世纪的爱人。 这位女孩虽
然生在上海，但父母都是河北沧州人，和
周俊一家是老乡，周俊第一次上门时，这
家人用水饺招待他， 这让随军征战多年
的他倍感亲切。

解放后， 周俊还参加抗美援朝三个
月，任务是训练新战士。任务完成后，他回
国到南京军事学院师范班进修了一年。

离离休休后后，，不不忘忘初初心心

周周俊俊

11995533年年，，周周俊俊与与妻妻子子在在王王开开照照相相馆馆
拍拍摄摄的的订订婚婚照照，，下下为为周周俊俊的的母母亲亲

11995555年年周周俊俊被被授授予予大大尉尉军军衔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