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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陈桂芬

他是江苏睢宁县人，家族中有许多人参加抗日战争并英勇捐躯。在家人的熏陶

下，他少小立志投身抗日，无论是做勤务员还是开展宣传活动，都热情参与，漂亮地

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76年，他转业到瑞安，先后在县委宣传部、劳动局等党政部门

工作，并于1986年 12月离休。近日，笔者走近这位可敬的老人——夏春浓，听他讲述

那段峥嵘岁月。

革命家庭 耳濡目染

从“抗日饭店”到抗日根据地
——访抗战老兵夏春浓

1945年7月，夏春浓小

学毕业，考入睢宁中学。我

党将原创建的邳、睢、铜、灵

联合中学同汪伪办的睢宁

中学合并，命名为“苏皖边

区第七行政区第一中学”，

简称淮北一中。淮北一中

共三个班级，夏春浓担任学

生党支部宣传委员，学生自

治会主任，团结班分队长。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学生

们上街游行，欢庆8年抗战

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

民党发动内战，夏春浓积极

组织学生宣传共产党“和

平”、“民主”、“团结”的三大

政治口号，为独立、自由、富

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由于夏春浓工作繁忙，

在学校又睡地铺，不幸患

病，不得不回家治疗，在床

上整整躺了 3 个月。1946

年 3 月，夏春浓病愈后，担

任睢宁县夏楼乡政府财粮

员，积极做好土地改革和征

粮工作。1946年7月，蒋介

石挑起全面内战，他的家乡

第二次沦陷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夏春浓积极报名参加新四

军。1946年9月，夏春浓担

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医院第

九纵队八十一团、华野第二

纵队十三团卫生员；1948

年 1 月担任华野第二纵队

卫生部、司令部门诊所、三

野二十一军卫生部司药、科

员。

解放战争期间，夏春浓

参加了孟良崮、南麻、临朐、

诸城、蛟河、莱阳水沟头、淮

海、渡江、舟山等战役，立下

赫赫战功。1949年5月，他

随 部 队 司 令 部 驻 扎 在 温

州。1953 年 3 月参加抗美

援朝战争，任志愿军二十一

军六十二师后勤卫生科、六

十三师一八九团司令部防

化兵主任，股长。

1976 年 10 月，夏春浓

转业到瑞安工作，先后在县

委宣传部、劳动局等党政部

门工作。1986年12月离休

后，他创作的诗歌及研究文

章先后在《人民文学》（副

刊）、《铁军》等杂志刊登，他

还担任《瑞安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会刊》编辑，出版了内

容真实、情节感人的《我的

一家》一书，教育后人铭记

革命历史，珍惜和平幸福生

活。

夏 春 浓 1930 年 5 月 出

生，江苏睢宁县人，祖父夏庆

然 在 睢 宁 北 部 一 带 德 高 望

重。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

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

支援抗日，夏庆然把儿孙辈 5

个孩子全都送往抗日前线。

后来，夏春浓的堂房伯父夏

玉华、夏同环都为国捐躯，成

革命烈士。

夏春浓家在邳睢铜抗日

根 据 地 睢 宁 县 夏 楼 乡 夏 楼

村 。 1938 年 ，睢 宁 县 失 守 。

同年 10 月，皖东北地区秘密

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1939

年，夏春浓的母亲张际侠加

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夏楼乡

党支部委员、妇女主任，组织

妇女运动并开展系列宣传抗

日斗争活动，动员好男儿参

军。1940 年，夏春浓的父亲

夏鹏飞参加了新四军，担任

邳睢铜军分区（淮北第三军

分区医院）管理员、供给部会

计。

在这样浓厚的家庭氛围

里成长，夏春浓年纪虽小，却

深受感染与熏陶，经常帮母

亲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得到

父母与乡干部的好评。

1939 年邳睢铜地区八路

军、新四军日趋活跃，因夏春

浓的母亲张际侠是地下共产

党员，八路军、新四军到睢宁

县，首先去的就是夏春浓的

家，他的家成为地下联络站。

地下党支部经常在夏春

浓家召开秘密会议，除联络

外 面 的 共 产 党 员 开 展 斗 争

外，不时也有地下党员前来

避难。张际侠为他们安排住

宿，还为他们烧菜、做饭，大

家由此称夏春浓的家为“抗

日饭店”。当时夏春浓只有

10 岁，在“抗日饭店”经常与

党员们接触，党员们的光辉

形象由此也在他脑海中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八路军、新

四军在他家秘密活动，他总

是不走漏一点风声，掩护他

们的安全。

人小志大 投身抗日

夏春浓说，他在家乡夏楼

村村小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

梁希圣就是一位共产党员，夏

春浓是梁老师的得意门生，在

他的栽培下，9 岁就成了学校

的儿童团团员。

1941 年 ，由 于 汉 奸 的 出

卖，夏春浓父母的身份暴露，

日本鬼子与汉奸要抓捕夏春

浓的父母，夏鹏飞得到情报

后，连夜潜伏回家，接家人离

开家乡转移到淮北第三军分

区后方医院工作。

夏春浓被安排在医院的

会计股做勤务员，打扫卫生，

为 医 院 及 养 伤 的 八 路 军 送

信 ，为 伤 病 员 打

饭、喂饭、喂药，

他 不 管 干 哪

件事都得心

应手，漂亮地完成任务。半

年后，日军始终找不到对付

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有效方

法，就对邳睢铜根据地进行

了惨无人道的大扫荡。夏春

浓对日本侵略者更加刻骨仇

恨。

后来，夏春浓作《难忘的

一九四二年》这首诗，记载了

当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及爱

国青年热血沸腾投奔根据地

奋勇抗敌的情景：

（一）

百里刀光影，恨仇燃腹胸。

日兵安据点，蚕食邳睢铜。

扫荡抡烧杀，黎明水火中。

田园蔓蒺草，空院走狸声。

（二）

月夜离家去，依依别母情。

投奔根据地，工读寄邳城。

逐寇怀初志，卫民赤胆

萌。

暗黎锁齿破，奋进向天

明。

1942 年 ，根 据 党 中 央 的

指示精神，邳睢铜抗日根据地

开 展 了 精 兵 简 政 与 整 风 运

动。夏春浓的母亲被调到部

队后方供给部工作，为部队做

被子，缝衣服、鞋子。夏春浓

被安排到邳县占城中心小学

读 书 ，因 思 想 活 跃 、成 绩 优

异 ，经 校 长 李 惠 远 等 介 绍 ，

1944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学生党支部里年纪最小

的党员。

在党组织的领导与指导

下，夏春浓在占城中心小学

组织学生自治会，并担任自

治会负责人。他配合党与政

府的中心工作，发展学生党

员；组织学生教唱《黄河大合

唱》等革命歌曲，宣传抗日战

争、统一战线等政策；开展农

村土改、农民识字扫盲等社

会实践活动。夏春浓说，当

时学生党支部会议都是秘密

召开，整个邳睢铜根据地张

贴宣传标语、出墙报、搞文艺

演出、喊爱国口号等，都是学

生去做，为新四军三师九旅

进入邳睢铜地区作战、打败

日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保家卫国 男儿担当

夏春浓手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