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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促和谐，同心共筑中国梦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统战时评、学习感悟、人物新风、典故新知、诗词漫画、摄影作品……
要求：聚焦统战、文风清新、励志走心，字数最好在 2000 字以下，来稿请附个人情况简介。
一路走来，感谢有你相伴！

来信请寄：徐汇区龙华路 1887 号 3 楼 《闵行统战》报收 邮箱：18121119559@163.com

征稿启事

“画”说

读

在我当兵的生涯中， 除了班里的
重机枪外，属个人保管、随身的枪一共
用过两支。

1961年 8 月，我参军入伍，在新兵
营集训半月后分入步兵连队。营房里，
各班一个枪架， 枪架稳固地倚立在出
门必经的墙边，枪支依号排列，各人须
记住自己枪支号码及排列位置。 当我
第一次从枪架上取枪时， 一个感觉：
沉！班长看我拿枪的架势，当然理解我
这个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兵。 他面带微
笑介绍：“这是五三式步骑枪， 重 4 公
斤，可装 5 发子弹，打一发，拉一下枪
栓……” 接着简单示范了取枪的手势
和持枪的姿势。 “这样吧，明天到训练
场上具体讲解。 ”我接过枪，独自端详
起来： 乌黑发亮的枪管、 栗壳色的枪
托， 印象最深的是它前端有折叠式三
棱刺刀。

其时，步兵训练三大技术：射击、
投弹、战术。 半年多下来，我的成绩依
次是：优秀、良好、及格。

是的，或许是我读过高中物理、数
学，对射击学理易于理解，掌握要领也
快，调整心态、卧倒举枪、贴腮抵肩 、
“三点一线，下沿中央，合力击发”，默
记心中，融会贯通。更或许是兴趣和成
绩成正比的原理， 我的实弹射击成绩
一直保持优秀。之后，班长索性分配我
横卧于旁人一侧， 用检查镜监测他人
的预习瞄准线；第二年，新兵入伍，连
长专门抽调我帮助新战友掌握射击要
领；团修械所来连队修枪，还请我到现
场，以我的目光为准，鉴定缺口准星的
修正…..

时间一久， 我提枪的感觉已逐渐
舒展自如。训练回营擦拭枪支，剔除尘

土，我绝不马虎；战术训练，尤要注意
保护准星，不能盲目碰撞；雨雪天外出
执勤站岗， 一路将枪支裹藏于雨衣之
内；实弹射击之后，必须分解枪机、疏
通枪管，用新布条上油，重点养护。 首
长一再教导我们：“爱护手中枪， 要像
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我对手中的武
器越发喜欢和爱护了。 此乃我用过的
第一支枪。

时光来到 1963 年春，部队传说要
换新武器。 果然，某日班长传达，连首
长找你。 我三步并作两步立刻前去。
“报告！ ”我在连部办公室门口“咔擦”
一个立正，同时举手敬礼。 “进来！ ”连
长开门见山， 一脸严肃命令：“你是有
文化的老兵，笔杆子快，记性好，理解
和表达能力也强。 连队派你去团新武
器集训队学习，回来教大家。”说罢，让
我去文书处领来笔和练习本。 受此任
务，我确有些诚惶诚恐，又深感光荣和
责任重大， 战友们则投来称赞和歆羡
的目光。当日下午我打点行装，背上军
用挎包，按时出发去团的集训队报到。

学习期间，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
故未敢有丝毫懈怠，上课认真听、勤奋
记、训练场上悉心操作。晚饭后的休息
时间， 我常拿出笔记本复习掌握新武
器的要点并揣摩如何向大家表达，包
括自编有故事情节的内容， 如地球引
力、自由落体、抛物线、心脏跳动与呼
吸的关系等，让战友易于理解（当时好
多战士文化不高，甚至个别文盲，不会
写家信）。 十几天工夫眨眼过去。

学成归队之翌日， 全连百多号干
部战士齐刷刷坐在小凳上， 我当起了
小教员。 事前我已用图钉将新枪的分
解结合、射击学理两张挂图布置上墙，

新枪的全名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简称“五六半”。 我先从枪的外形结构
介绍： 枪长 1025 毫米， 全重 3.85 公
斤；一个明显改变是，原枪前端的三棱
刺刀已改成可折叠的银白色剑形刺
刀，镶嵌血槽。“五六半”具有结构合理
可靠、射击精度高、杀伤力强等特点。
何谓半自动？ 一次装弹 10 发，实施单
发射击，即扣一下扳机打一发，弹壳自
动跳出，不需再拉动枪栓，射击速度明
显提高。我重点讲了新武器的性能、结
构、瞄准要领；口径、膛线特点；有效射
程、标尺射程、最大射程等射击学理。
过程中，不时穿插自编的小故事，力求
生动有趣，通俗易懂。接着我再操作分
解结合的手势动作：包括枪机、弹仓、
刺刀、 通条以及易于忽略的托底板小
附件筒等，末后，我又进行了在规定时
间内的蒙目示范，颇受战友的欢迎。

按上级规定，此后一个星期，部队
训练用新枪，战士执勤站岗，又必须带
上新老两支武器，以防不测。

一周之后，连队将原先用的“五三
式步骑枪”悉数点齐、上缴，百来支枪
分别用绿色油布困扎，送上卡车，当车
轮徐徐滚动离开军营驶上海堤时，战
士们像目送老战友离去一样， 双眸流
露着依依不舍的神情， 直至军车隐没
在滚滚尘埃之中……

“五六半 ”新枪 ，我是它的 “介绍
人”，它是我的新伙伴，也是我用过的
第二支枪。 据闻，此枪一直用到 1980
年代，方被更新式武器取代。

随着现代军事科技发展， 部队武
器换了一茬又一茬。然而，半个多世纪
过去， 我始终怀念着那两款几乎被人
遗忘的共和国“老枪”。

在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 75 周年的日
子里，我观看了电影
《八佰》。影片振憾人
心，让我想起“八一
三”淞沪抗战，八百
壮士四行仓库保卫
战，心里久久不能平
静。我感恩我的母校
我的师。

年复一年，不觉
今已届 82 岁暮年 ，
“晋元”的名字，不时
地在脑海中浮现。这
是我在校时最最美
好的记忆。

记得 1952 年 ，
我考入上海市晋元
中学初中部。第一天
的开学典礼上，叶克
平校长就介绍了“晋
元中学 ” 的光辉历
史，要我们发扬爱国
爱校的光辉传统，长
大后为建设祖国贡
献力量。

上海市晋元中
学的前身是 1904 年
创办的上海有名的
第一所公立学校上
海市工部局华童公
学，文化名人胡适等
均在该校任教过 。
1913 年学校改名为
“上海市立模范中
学”。1945 年，学校在上海闸
北区的校舍被日战机炸毁，
被迫迁移到上海戈登路马
白路（即今江宁路新会路）。
1937 年 8 月 13 日， 淞沪抗
战爆发。 我校学生组织战地
救护团，与由上海圆明讲堂
的圆瑛大和尙组织，其徒弟
明旸法师领导的僧侣战地
救护团赴前线救护。 八年抗
战胜利，为了纪念淞沪抗战
名将谢晋元将军，在爱国师
生强烈要求下更名为“上海
市晋元中学”。

爱国情怀不能忘，爱校之
情永铸心。从晋元中学走出的
学生，永远铭记“晋元”两字。

1937 年 8 月 13 日 ，凇
沪会战全面爆发。 国民革命
军 88 师师长孙元良将军奉
命从江阴常锡调防保卫上
海。 师部设立在上海闸北苏
州河沿岸的当时最髙最坚
固的“上海四行仓库”。88 师
在宝山顾村一带坚守血战
88 天，由一万二千余人伤亡
减员至六千余人。 六万余日
军全线压上，国民军友军又
不支援，无奈退守至师部四
行仓库。 国军在上海全面撤
退， 顾祝同指令 88 师掩护
大部队撤离。 师长孙元良命
令 524 团团副谢晋元在师
部四行仓库坚持战斗拖住
日军 。 谢晋元率 800 孤军
（实已减员至 400 余人 ）留

守四行仓库。 此
时四行仓库东、
北、西已落入日
军之手，苏州河
南岸为租界。 谢
晋元寸土不让、
誓死保卫。 日军
劝降不成，对四
行仓库断电 断
水，战斗极其艰
苦。 上海市民隔
河相望，欲援助
524 团守军。 当
日上午，在苏州
河对岸，有一女
高中生童子 军
杨惠敏，高喊要
求抗日参战。 呼
叫了一个多 小
时，值日连长向
谢晋元汇报，谢
晋元关爱学生，
请她回去。 杨惠
敏不断呼叫，谢
晋元十分感动，
命那位连长 回
话，说在天亮前
送一面国旗 过

来 。 翌
晨 ， 杨
惠敏 冒
死 危
险 ， 泗
泳过 河
把一 面

国旗送去，谢晋元立马在四
行仓库楼顶升起，两岸军民
热泪呼唤：“中国不会亡”。

在英国领事调停下撤
入租界时，“八百孤军”只剩
二百余人。 11 月 12 日。 “八
百孤军”撤出至上海胶州路
昌平路的英国军营。 谢晋元
治军严明 ， 每天仍出操训
练 ，1941 年 4 月 24 日上午
出操点名， 有四人迟到，遭
谢晋元训斥。 这四人是被日
军收买安插的刺客，突然窜
上刺杀了谢晋元。 后来该团
大部分人，被日军贩卖到南
洋当苦工，客死异乡。

值得一提的是 524 团
一位少校营长上官志标，在
孤军营联络部分士兵，要求
冲出营房， 重返抗日战场，
无奈英军看守严密未有机
会。 江南保安独立支队（即
“国军新编 46 师捷锋团 ”）
司令杨玉亭得知此事，就策
划营救。 杨部化装成送菜农
民混入孤军营，救出上官志
标，赴宜兴山里 ，任杨的副
团长，继续抗日。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
叛。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谢晋元将军为国捐
躯的精神永垂不朽！ 他不但
激励着一届又一届的晋元
中学的学子，更是激励着上
海市民乃至中国人民强国
奋斗的决心！

【生活手札】

怀念“老枪”
文 陈日旭（本报特约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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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惜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