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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公仆 战士的兄长
——忆贺龙元帅二三事

□ 张维勤

大姑娘没裤子穿
地方政府要关心

1944 年，贺龙去延安开会，返回途中
经过兴县花子村找水饮马。可巧一进村，
遇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急急忙忙往家中
跑，贺龙和警卫员很有些奇怪，随行几步才
发现这个女孩裤子破绽百出。当即找来村
干部询问情况，才知她父病不能下地干活，
再加日寇扫荡，家中生活困难，少吃没穿。
贺龙回到司令部后，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转
告兴县领导，要关心群众疾苦，并动员司令
部干部战士将已经俭朴的穿着再挤出一些
救济群众。

专署和驻地机关响应贺龙号召，开展
访贫济贫活动，把粮食定置从一斤半减到
一斤四两（当时是十六两秤）的小米再减至
十五两。专署机关提出：“无事不点灯，破
纸要集中，料炭重复生”以节省行政开支。
当时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祁开仁同志来兴县
参加中西医结合座谈会，也无例外地遵守
一室一日十斤烤火炭的规定。当我们要给
他增加烤火炭时，这位医道精深的专家还
解释说，他是南方人，火炕不能烧得太热、
烤火炭不应增加了。实际上晋西北是相当
冷的，窑洞内的温度也很低，这次会中，由
祁开仁副部长和老中医张尊伍先生合作，
将建设科长孙启民同志爱人的腹水症给治
愈了。

机关后勤干部抬担架

1945年秋鬼子投降后，从延安输送各
根据地的干部、学校、机关均须路过晋绥总
兵站（驻兴县城），再加绥包、晋北战役，兴
县沿公路旁群众支前任务十分繁重。意见
常常反映到贺龙那里，贺龙指示行署搞民
政工作的同志设法解决，经调查研究征求
群众意见后，决定用公私集资办法，在兴县
城、康宁镇、界河口三个兵站所在地设立三
个毛驴运输队，解决物资和轻伤员运送外，
对重伤员和残废军人还得靠担架解决。

当时部队后方医院还在黄河边的碧
村，而二十里铺至黑峪口沿线，机关、部队、
学校林立，贺龙了解情况后说，为什么这些
单位的后勤人员不能抬担架。对此我们经
过摸底过摸底，，在负担能力许可范围内在负担能力许可范围内，，把沿途的把沿途的
机关机关、、学校和部队的后勤人员编成担架队学校和部队的后勤人员编成担架队，，

轮流值班，遇重伤员逐村转送，并开给收
据，以便稽核，受到群众赞扬，进一步减轻
了群众负担。

有问题由地方政府
统一解决

1946年春节，北坡露天剧场举行春节
团拜会，晋绥一地委的领导也去了，这时由
原司令部小灶管理员带领城关附近 30 多
名退伍残废军人，也去给军区首长拜年，并
向贺龙等首长提出一些生活生产中的具体
问题，要求解决。当他们申述完后，贺龙把
专署乔钟灵专员叫来，告诉退伍军人要发
扬我军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有困难由地方
政府协助解决。当时我在现场，乔专员又
叫我去，当着贺总面一一做了交代。事后
这些同志在县、区、村政府的关怀与自我努
力下，一直安心生产，做力所能及的事，不
少人建立了家庭。有些人的后代至今留在
兴县，群众称他们是外省的兴县人。

贺龙关怀爱护复员退伍残废军人是一
贯的。战争中晋绥一专署民政科受行署民
教处委托，代发一部分退伍证和残废证。
把盖有司令部行署关防并有贺司令员续主
任签发的空白证件，编号交我们代发。由
于当时条件差，对特等残废军人年抚恤小
米 600 斤，发棉、单衣各一套，三等残废军
人只发 200斤小米，一套衣服，其余不足靠
自力更生。这样残废军人几乎全部安置在
沿大道公路旁和县城附近等条件较好的地
方，由此使得村村爆满。为此贺龙要求地
方上尽力做好安置工作，特别对老红军的
安置；同时要求复退军人自强不息艰苦奋
斗共渡难关，并经常通过行署民教处了解
情况。当时民教处杜心源处长、安法孝科
长常来专署检查督促工作，转达贺总的指
示。

爱兵胜似亲人

贺 龙 与 士 兵 同 甘 共 苦 是 出 了 名 的贺 龙 与 士 兵 同 甘 共 苦 是 出 了 名 的 。
1943 年，军区一位兴县树林村的战士，托
人向贺龙反映，他的未婚妻被人搞成大肚
子。贺龙当即批示兴县县政府认真处理。
经司法科审理，破坏军婚者受到法律制裁，
问题得到解决，那个战士也安心服役。

一二 师特务团原来大部为南方籍战
士，到晋西北后，残酷的战争中连续减员，
每年补充不少兴县籍战士。记得 1944 年
离石官庄垣战斗，特务团打一次遭遇战兴
县籍战士牺牲 30多人，烈士名单送民政科
后令全科大吃一惊。 1945 年，鬼子投降
后，特务团兴县人大增，人称兴县子弟兵。
后来，特务团所属军区警备营准备开拨绥
远去战斗，由于兴县籍战士离队较多，影响
了开拨，只得进行整训。为此事贺龙指示
要认真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解除战士后顾
之忧。民政科决定派我到警备营与兴县籍
战士逐个谈话，了解疾苦和要求。我和孙
怀礼营长、张哲生教导员同住一个多月，与
200 余名兴县籍战士逐个谈了话，听取了
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一是
家中确有困难，那时实行兄弟二人动员一
人参军，三人动员二人参军，留家中的有些
是未成年的少年或小孩，加之日寇扫荡，晋
西北十年九旱，灾情不断，确给一些家庭带
来生活困难。二是婚姻问题，提出军婚没
保障，影响战士情绪。三是区村干部有的
办事不公，减租减息，社会救济，民事纠纷
处理得不公正还受气。四是不愿离开故
乡，北上绥远打仗。根据所了解情况，我们
如实向县领导作了汇报，并立即召开区村
干部会，对所提问题逐个落实解决，深得贺
龙肯定和战士谅解。不久他们离开兴县北
上参战。

1946 年，丰镇、集宁一线战事频繁战
斗激烈。贺总亲临前线，深入连队访问。
当时一个兴县田家圪台村的战士说他家生
活困难，贺总当即让秘书发电报给李井泉
政委转告兴县解决。一个阴雨连绵的傍
晚，我和刘祖汉当即出发。那时山洪暴发，
路面稀滑。到达该村已是晚上近十点钟
了，村里狗狂吠不止。当我们出现在那家现在那家
军属面前时全家大吃一惊军属面前时全家大吃一惊，，以为儿子牺牲以为儿子牺牲
了了。。我们说明来意后我们说明来意后，，老头大发脾气老头大发脾气，，骂骂
道：“：“放他娘的屁放他娘的屁，，尽给贺司令员添麻烦尽给贺司令员添麻烦”。”。
并领我们看了他圈中的牛驴和缸中的粮并领我们看了他圈中的牛驴和缸中的粮，，
叫起已入睡的儿媳问有什么困难叫起已入睡的儿媳问有什么困难，，儿媳只儿媳只
笑不语笑不语。。次日次日，，我们回司令部汇报我们回司令部汇报，，临行这临行这
个战士的父母妻子一再嘱咐叫个战士的父母妻子一再嘱咐叫他安心杀
敌，少给领导添麻烦。

以上点滴回忆，以表深切怀念之情。

编者按
斗转星移七十载，沧海桑田一念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开启了新中国历史的纪元。英雄的吕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赴汤蹈火、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牺牲和
卓越贡献。即日起，本报和吕梁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联合开
设“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红色记忆”专栏，刊发一系列纪念文章，以感
念曾在吕梁战斗和生活过的革命前辈，感怀伟大祖国，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同时，用这些永恒的红色记忆，激励吕梁儿女勇往直前、奋发
努力，为建设美好家园而不懈奋斗！

1945 年春，汾阳敌工部武工队，委
派赵铭和爱人吴润英同志，立足于汾阳
城内，为我方搜集并转运各种子弹。

当时，汾阳城系敌人心腹重地，岗哨
林立，防守严密。从敌人手中搞到子弹，
已非易事，再把子弹从敌人的眼皮底下
转送出去，就更为困难。怎么办呢？赵
铭夫妇经党组织同意决定打入敌人的

“二六九”兵站子弹库内。他们经多方支
持，赵铭同志在敌人的子弹库内当了一
名收粮管账的差事。经过一段工作，赵
铭同志发现有个姓赵的管理人员，爱吃
爱喝，甚至爱抽“料面”，但他常没有钱，
赵铭同志抓住这个人的弱点，经常以交
朋友、称兄道弟的做法，和他热乎起来，
并经常有意地借给他钱用。由于姓赵的
还不起钱，赵铭同志就暗示用子弹顶
债。起初，他是几十发几十发拿，后来就
整箱往外拿。把子弹搞到手后，白天放
在麦垛里，晚上弄回家，然后，由吴润英
同志负责向城外运送。

吴润英同志当时只有 30来岁，但很
有见识。开始，她是利用自己三个孩子
往外带。办法是：用长布袋把子弹围在
孩子的腰里，外面穿上衣服，纹丝不露，
自己领上孩子大大方方的通过岗哨。他
们今天出南门，明天出北门，后天串东
门，避开了敌人的注意。

后来，搞到的子弹多了。组织上决
定用毛驴驮运，由栗家庄派出粪驮进城，
夜深人静以后，吴润英家的后院，把子弹
装进粪驮，伪装起来。第二天等城门一
开，由孩子们拉着臭气难闻的粪驮子出
城。由吴润英按照指定的地点交给我武
工队。

从 1945 年到 1947 年，赵铭、吴润英
同志，在险恶的环境中，冒着杀头的危
险，为武工队搞到并送出了四万余发子
弹，有力地支持了党在汾阳的武装斗
争。他们于 1946 年 8 月中旬，经贺礼文
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
6月，由于叛徒出卖，赵铭同志被捕。吴
润英同志闻讯逃到了娘家罗城村，后又
被敌人抓住被敌人抓住，，在押解途中在押解途中，，我游击队我游击队、、武武
工队采取措施工队采取措施，，阻击敌人阻击敌人，，营救了吴润英营救了吴润英
同志同志。。

19481948年年 77月月，，汾阳解放了汾阳解放了，，赵铭同志赵铭同志
出狱后出狱后，，继续参加全国解放战争继续参加全国解放战争，，后又赴后又赴
朝参战朝参战。。赵铭同志归国后赵铭同志归国后，，吴润英同志吴润英同志
也离开汾阳随也离开汾阳随军工作。1972年赵铭、吴
润英同志转业回到汾阳。

梁崇定供稿 郝世民整理梁崇定供稿 郝世民整理

默默无闻的战士
——记地下工作者赵铭、吴润英同志

每当看到贺龙的照片以及老首长们写的怀念贺龙的文章，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他在晋绥边区抗日民主根据
地首府兴县蔡家崖，指挥晋绥三百万革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杀敌御侮，与敌人拼博的光辉形象。他那高亢爽朗、满怀
抗战救亡激情的讲话声与将军的风姿气概，仿佛仍在眼前回荡。后来虽然蒙受不白之冤，遭到“四人帮”的迫害致死，但
他的丰功伟绩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1943 年到 1948 年间，我在兴县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工作，有幸多次接触过贺龙，亲自看到和听到有关贺龙关心群
众疾苦，维护军纪军风，尊重地方领导，爱兵若子等数事，摘记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