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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的的家家庭庭记记忆忆””
活活动动征征集集物物品品选选登登

渡江战役临时党员证
叶 丹（广水居民区）

父亲年少时就参加革命，在家乡泰
兴中学求学时，他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
本侵略者 ，194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46 年他跟随新四军北撤时入伍，之后
随部队转战四方， 参加过孟良崮战役、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 之
后还随部队进军福建，参加过解放漳州、
厦门战役。 和平建设时期，父亲服从组

织安排，二次进福建，在福建前线驻守几
十年，为保卫国家做出了贡献。

这张临时党员证是渡江战役时上级
党委特别为参加战役的指战员制作的。父
亲告诉我，因为渡江时各艘船都是独立作
战单位，人员组成除了作战部队外，还搭
载了很多职能部门的人员，很多人都不是
同属一个单位，组成人员较杂。 为在战役
中保证凝聚力，应对复杂状况，特别将各
艘船的成员临时编为一个党小组， 过江
后各部门人员再归队，临时党员证作废。
这张临时党员证是特殊情况下的产物，
存在时间很短，父亲特地保留作为纪念。

这份传家宝， 既是父亲几十年革命
生涯的一个见证， 也是当年那场轰轰烈
烈的渡江战役的历史见证。当年，中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推翻了压在
头顶上的三座大山， 建立了伟大的新中
国。 今天我国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我们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这个老旧相机 1930 年 “出生”， 来自英
国，真是和爷爷年龄一样大。

这架相机全身铁皮包裹，重达 1326 克，拿
在手上沉甸甸的， 在那个还是使用胶片的年
代，这架相机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有
着厚重的历史渊源及文化底蕴的代名词，记录
了爷爷和父辈红色革命时期的点点滴滴。

随着数码技术的高速发展，数码照相机逐
步替代了部分机械照相机，曾经为历史写真立
下汗马功劳的机械照相机中，部分“老古董”已
经成为收藏品。 尽管如此，我家这部照相机有
着精湛的工艺，装上胶卷现在还能使用呢！

和爷爷同龄的旧照相机
叶 丹（广水居民区）

《支部生活》是中共上海市委党刊，是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各行业党建特色
与经验、弘扬党员先进事迹的优秀读物。

我最早接触《支部生活》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 当年，我是一名插队青年，有
一次返沪探亲时，我到邻居徐叔叔家串

门，看见桌上有一本用毛主席照片作封
面的《支部生活》，便随手拿起来翻阅，里
面刊登的图片一下子吸引了我，于是我
向徐叔叔提出借回家细看，没想到徐叔
叔很爽快地说送给我 ， 我既惊喜又激
动，连声向徐叔叔道谢。

后来，我从父母口中得知，徐叔叔是上
铁机务段党员职工，《支部生活》 是他自费
订阅的。 于是，徐叔叔在我心中的形象一下
子高大起来了，我对他的敬重又多了几分。

当年徐叔叔送我的那本《支部生活》成了
我家压箱底的“传家宝”，被我一直妥妥地珍
藏着，并伴随我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

更令我自豪的是， 在党的培育下，在
《支部生活》的熏陶下，我和儿子都先后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象徐叔叔一样“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人！ 可以说，《支
部生活》能源源不断给我智慧、勇气和力量。
我不仅爱看《支部生活》，而且每期我都保
存收藏起来，与《支部生活》常伴常相依。

我和《支部生活》的缘分
张富生（锦一居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