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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月落，沧海桑田。纵横四海的英雄儿女，在谱写

家国春秋的同时，不能不追慕远方的美丽故乡，那是植根

游子们灵魂深处的深挚眷念。皇天后土，坤德未央。一

方伟大神秘的水土，在周载万物的同时，永远怀恋着那些

生长于斯却鹰扬远方的英雄儿女，那是大地母亲一生难

舍的荣光。

——题记

一、国家英雄余新元

在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阅兵仪式上，当白发苍苍、

胸前佩戴熠熠勋章、身着旧式军装的老兵方阵经过天安

门时，习近平总书记率先起身挥手致敬！

当老兵们举起他们那微微颤抖的手臂向着主席台庄

严敬礼时，无数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沸腾了！但很快

全场气氛变得肃静，全体起立。在万众瞩目中，人们衷心

地向这些曾为国家独立和民族存亡血战到底的老英雄们

致敬！

在电视特写镜头中，有一位身着八路军服装，看上去

威武挺拔、气派不减当年的老兵，他的齐眉手礼坚定有

力，面部表情肃穆凝重，望向主席台的眼神深邃坚毅而又

难以言喻……这位就是身经500多场战斗的共和国老英

雄——余新元。

对自己能参加此次阅兵式，余新元虽感自豪，但并不

以英雄自居，认为自己只是一名幸存者而已。

“我们牺牲了多少战友啊！”“和我一起打仗的死了

502个人！”“我们是代表他们走过天安门的！”

他泪光闪烁，语出哽咽。是的，在普通人看来，当彩

车徐徐经过天安门接受万众仰望时，这位九死一生走到

新中国的战斗英雄是幸运的！这位身经百战走进新时代

的耄耋老兵是伟大的！他理应是人民眼中当之无愧的英

雄！国家的英雄！民族的英雄！但是，在阅兵式上，老人

家内心想到更多的是那些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浴血年

代，是那些喋血沙场、舍身报国的战友们。面对河山无

恙、国泰民安的新时代，作为幸存者，他沉静的内心没有

丝毫骄傲的波澜，而是在精神世界穿越时空，与那些献身

历史洪流的战友们深情地交流，向那些未见到新中国的

先烈们庄严致敬。那深邃的眼神里言说不尽的，正是对

昔日战争岁月的告慰。

余新元，92岁，甘肃省静宁县人。原晋察冀军区一团

副排长。参加过平型关大捷、黄土岭围歼战、百团大战、

狼牙山反“扫荡”等著名战斗，获得“抗日战斗模范”称号

和独立自由奖章。

这是2015年9月3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对

余新元的介绍。

面对媒体的采访，余新元说：“我们老家是甘肃省静

宁县界石铺，静宁是我们的家乡……我土生土长在界石

铺！”

他的名字并非家喻户晓，却与我们耳熟能详的白求

恩、狼牙山五壮士、雷锋等英雄人物连在一起；他的一生

看似平常，但他历经的山城堡、平型关、黄土岭、狼牙山等

战斗被编入历史教科书。家乡人民都以这位“陇人骄子”

为傲。

二、溯源静宁英雄辈出

华夏之根，红色圣地。

静宁，古称成纪，地处甘肃中部，六盘山以西，华家岭

以东，是古丝绸之路东段中线上的重镇，素有“陇口要冲”

之称，312国道、静庄高速、平定高速穿境而过，为“平凉

西大门”。

据考证，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汉置

成纪、阿阳县，宋置德顺军陇干县，元始改德顺州为静宁

州，取“平静安宁”之意，1913年改为静宁县。境内有仰

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文化遗存148处，有以

古成纪遗址为代表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个、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8个。威震匈奴的汉“飞将军”李广，东汉政

绩卓著的武都太守李翕，十六国西凉创建者李暠，抗金

名将吴玠、吴璘、刘琦，以清正使身份出使台湾、招徕郑

经的清代重臣慕天颜，参与“公车上书”的王曜南，在李

大钊直接领导下参加北平学生运动、持孙中山手谕赴甘

肃宣传《北上宣言》的李世军等历史名人就诞生在这块

土地上。

“九一八”事变后，静宁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

赴国难，不少热血青年积极报名参战。静宁籍军人的足

迹遍布全国各个抗日战场。据不完全统计，战死沙场、以

身殉国的平凉现辖区抗日将士372名，其中静宁籍102

名，接近三分之一。绥远战役牺牲的49名平凉籍将士

中，静宁籍达41人。静宁籍抗战老兵屈玉堂，1933年2

月参加长城喜峰口抗战，卢沟桥事变时任连长苦守南苑，

台儿庄战役中任骑兵营长，之后历任132师副官主任、

132师附员（中校衔），在湖北抵御日寇达6年之久……崇

文尚武、尽忠报国是静宁人民的基本品格。

这块古老的黄土地，因为群星荟萃的古今历史名人

而熠熠生辉，更因新时期层出不穷的红色传奇而令人骄

傲。余新元就出生在这样的一片热土上。

三、红色静宁领袖驻地

静宁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是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广、

过境部队最多、驻扎时间最长的县份之一，是中宣部、文

旅部、国家文物局2020年7月公布的全国唯一红一、二、

四方面军和红25军长征全部经过的县。

静宁界石铺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中心基点”。中

央红军1935年10月长征时经过静宁界石铺，中央深知

界石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在部署红军会师时，让红军抢

占界石铺，牢牢扼住国民党部队在西兰大道上的咽喉，把

它变成静会会师战场的枢纽。1936年9月至11月，中央

与各方面军往来的26份电报中，50次提到界石铺，并用

“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等

词语，确定界石铺为三军大会师的“中心基点”，此后，红

一、二、四方面军在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会地区纵横穿

插、多次汇合，胜利完成了大会师。

静宁界石铺是红军长征的领袖驻地。1935年10月

3日，红军陕甘支队由通渭到达静宁界石铺。党和红军领

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住宿界石铺。朱

德等开国十大元帅中的9位，徐海东等十大将军中的8

位，杨勇等47名上将，以及161名中将、千余名少将曾在

静宁宿营或战斗过，留下了光辉的革命足迹。

静宁是红军奔赴陕北的休整补充地。1935年8月

13日，红25军在静宁深沟等四个乡镇住宿休整4天。

1935年10月3日，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到达静宁，在

界石铺、单家集等地住宿休整4天。1936年10月7日至

23日，三大主力红军在静会地区会师，经过半个多月的补

充休整后红军主力奔赴陕北，西路军征战河西地区。

静宁是红军践行民族政策的典范地。红25军在驻

扎静宁兴隆镇和单家集（1954年划归宁夏西吉县）回族

聚居区时，制定“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

俗习惯，保护清真寺，保障信教自由。回族群众称赞红军

是“仁义之师”，红军回赠“回汉兄弟亲如一家”锦缎匾。

后来，中央红军再次经过这里时，受到回族群众的热烈欢

迎，毛泽东夸奖红25军民族政策执行得好。

静宁是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策应地。为迎接红

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央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1936年9

月中旬占领了静宁隆德西兰公路以北的广大地区，在这

里发动群众，宣传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加大对国民党军队

的统战工作，积极向庄浪等地开展军事行动清剿国民党

驻军和民团，筹集粮食、衣服、鞋帽、油、肉、布匹等给养，

为三军会师在群众基础、军事布局、物资保障上策应。

静宁是红军革命火种的传播地。西方野战军在展开

军事行动的同时，1936年9月16日主持成立中共静宁县

委、静宁县苏维埃政府和静宁县游击队，之后建立党支部

4个，发展党员35名，团员12名。组建成立10个区级、35

个乡级苏维埃政府。在各区、乡建立地方民兵武装，稳定

地方秩序。

礼赞红色静宁，礼敬红色土地。长征撒播的革命种

子，在静宁很早就生根发芽。在红军长征过静宁期间就

有余新元、马青年等256名热血青年参加了红军。这片

红色的土地上养育了余新元等共和国骄子；余新元等静

宁儿女用血染的风采，为这片土地打上红色烙印。静宁

是英雄成长地。

四、英雄故里改名重生

追寻这块土地的光荣，是为了礼赞英雄儿女的成长

往事。在回忆余新元的血泪成长史中，让我们体味这方

土地不堪的过往。

其实，余新元不姓余，本姓吕。

1923年11月，余新元出生在甘肃省静宁县界石铺

镇继红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为讨个好彩头，出生后，父

亲吕振堂给他起了个大名吕新院，希望这个孩子以后能

够住上新房新院。

界石铺有百八十户人家，4户地主，其他全为贫雇

农。他的父亲是老长工，母亲体弱多病，有2个弟弟和3

个妹妹。

1929年和1930年，甘肃静宁持续大旱，庄稼颗粒无

收，余新元只好跟着母亲上山挖野菜、摘野果度日。有一

个妹妹因为家里养活不起就送人了，另外两个更惨，饿死

在家里。

接近年关，父亲到姑妈家去躲债，土匪窜到家里，躲

避不及的母亲不甘受辱，当即纵身跳进了七丈多的深

井。母亲的悲惨死去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庭更加雪上加

霜。刚满7岁的余新元就随父亲给地主拉长工。

幼年留给余新元最深刻的记忆除了“饿”还是“饿”！

他从没有吃饱过，即便是过年时也吃不上一顿白面饭。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经过静宁，宿营界

石铺镇。因此，余新元有幸多次听过毛泽东的宣讲。

余新元回忆说：“虽然毛主席的湖南口音浓，好多话

当时没有听懂，但毛主席说红军是咱穷人的队伍，这句

话，我听懂了，也铭记在心。”

经过多日的观察，余新元发现红军果然不扰民、不打

人，说话也和气，还给穷人分地主的财产。于是，他便萌

生了跟红军走的想法。但就在父亲犹犹豫豫做不了决定

时，红军队伍已经悄无声息地开拔了。之后，他就去给界

石铺北岔武家川（今三合乡武川村）的地主李六家放羊。

1936年9月，界石铺一带又来了红军，这时的余新元

胆子大多了，他敢接触红军了！一个叫刘长彪的指导员

经常给他讲当红军打日本、为穷人打天下的道理。就这

样，耳濡目染了一段时间，余新元赶着地主李六家的200

多只羊到平峰镇加入了红军，成为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回

民连中年龄最小的“红小鬼”。

团政委罗元发见到孩子模样的余新元后就问：“你多

大了？”“13岁。”罗政委摸着他的头亲切地说：“还是个孩

子嘛。我们闹革命，就是要让更多的像你这样的孩子将

来能够过上好日子。”听了他来参军的情况，罗政委说：

“你把地主家的羊都送红军了，那个地主肯定不会善罢甘

休。你以后不要叫吕新院这个名了，叫余新元吧，这样你

家人也能安全些。”

就这样，“放羊娃”吕新院成了“红军战士”余新元。

五、投军从戎保家卫国

余新元参加红军后第一次上战场是在甘肃环县参加

山城堡战役。这是红军三军会师后与蒋介石嫡系胡宗南

部遭遇的一场硬碰硬的战斗。

长征后的红军虽然衣衫褴褛，体质孱弱，装备简陋，

但在那场战斗中，面对胡宗南的精锐部队，英勇顽强的红

军战士精神抖擞地奋力杀敌，战场上杀声震天，收兵后共

歼灭和俘虏胡宗南精锐15000余人，缴获枪弹无数。

战斗结束后，余新元缴获了4枚手榴弹、300多发子

弹，但初上战场，亲眼看见战友伤亡的悲壮场面，这个“娃

娃兵”禁不住哭了起来！

刘长彪一看余新元哭鼻子，火气上来了：“你要害怕

就回家去，当红军不能哭，要哭就不能当红军！”打那以

后，余新元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再也没有因为害怕而哭

过。

抗日战争爆发后，余新元成了八路军115师独立团

的一名战士，先后参加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等大小战

斗500多次，先后7次负伤，与死神擦肩而过。

据余新元回忆，从1939年9月开始，日军对晋察冀根

据地展开大扫荡。11月，八路军在黄土岭设下埋伏，将

1500名日军团团包围。战斗中团长发现了日军指挥所，

令团里仅有的4门迫击炮全部开火。“第一个（轮）4发炮

弹打过去后，有一发炮弹打过去了两米多，先打到日本人

的指挥部了。”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轮奇射竟然炸死了有“名将之

花”之称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这是抗战中八路军击毙的

日军级别最高的将领。

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余新元的左腿被打伤了。医

生要给他截肢，随军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看

了他的伤势以后说：“17岁截了，不是可惜了吗？”白求恩

大夫把消毒纱布从伤口穿进去，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来

回拉，然后在外敷上蒜泥，一个月后开始消肿，保下了一

条腿。

余新元一生获得无数奖章。但在他心里，最沉重的

是1941年参加狼牙山反“扫荡”战斗后被授予的“战斗模

范”称号。

时隔70多年，他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我们全连

只有41个手榴弹，给了我们5个人。狼牙山（葛振林等五

壮士）也是5个人。他们是七连，我们是一连，我们是一

个团的。”

当时，为了给主力部队和一万群众争取转移时间，余

新元5人和葛振林5人分别在两个山头打阻击。“张连弟

同志打到第四次的时候，敌人一个炮弹把他的脑袋削去

了半拉，没有了。当敌人冲锋到第八次的时候，袁根成的

腿（被）炸掉了。最后，张祥离我不到5米，敌人的一个炮

弹把他的两条腿炸掉了。”

弹药打光了，余新元就和剩下的一个战友搬起一块

块大石头砸向日军。“只要人活着，誓死不投降！”“‘怕’字

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身上站不住脚。不怕，是我们共产党

人的意志。”

在扔出最后一块石头后，一颗子弹从余新元左胸贯

穿而过，他失去了知觉……后来，在王义珍老妈妈的悉心

照顾下，昏迷了7个半月的余新元终于醒了过来，并逐渐

康复。而醒过来的他得知与自己并肩作战的4位战友没

有一个人活下来。

1948年9月，在辽沈战役锦州会战中，余新元的右脚

被机枪打得血肉模糊，他依然冲锋不止。最后失去了半

个脚掌，至今靠假肢行走。

六、慧眼如炬功续雷锋

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但信念如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余新元任辽阳、鞍山兵役局

政委。

1959年11月，一位名叫雷锋的弓长岭焦化厂工人

报名要当兵，但因身高不够被刷了下来。雷锋不服气，找

到余新元，坚决要求当兵去。

余新元回忆说：“他（雷锋）拎着一个小皮箱，他打开

以后，上面放着《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我看他把一至

三卷看得特别熟，而且重点文章看得特别细，在重要文章

里做了很多眉批。”

在与雷锋接触的58天里，余新元觉得雷锋是个好苗

子，虽然个头小了点，但思想觉悟高，政治条件过硬。为

此，余新元与弓长岭焦化厂书记李钦荣、辽阳市委书记曹

琦沟通后，集中做了接兵部队军务参谋戴明章、团长吴海

山的工作。就这样，雷锋成为辽阳最后一个穿上军装的

新战士。

临行前，雷锋特意送给余新元一张照片，背面写着：

“敬爱的余政委留念。雷锋，六○年元月三日。”这张照片

和附言，余新元保留至今。

在送雷锋参军17年后，在余新元身上又发生了一件

历史奇缘，那就是“当代雷锋”郭明义也是他送入军营的。

1981年离休后，余新元的生活从此打上了“雷锋”的

烙印。

退休后的他，以一名老红军、老党员的强烈责任感和

使命感，积极弘扬雷锋精神，热情传播党的创新理论。

多年来，他拖着只有半只脚掌的右腿，带着满身的伤

病，铿锵地走过了辽宁、湖北、天津、上海4个省市，为各

级党政机关、工厂农村、大中小学以及驻军部队作报告

4300多场，听众达400万人次，先后19次被国家、省、市

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两次受到胡锦涛同志接

见。

战争年代的余新元保家卫国，九死一生，留下了轰轰

烈烈的事迹；和平时期，他不忘初心，坚守信念，四处奔

波，宣传雷锋精神和党的创新理论，为国家和人民春蚕吐

丝，鞠躬尽瘁。

已至晚年的余新元，非常挂念家乡发展，“我永远也

忘不掉界石铺人民对我的养育！”

2016年10月7日，当余新元见到专程赴鞍山看望他

的静宁县委书记王晓军时，显得异常激动，反复嘱托静宁

县的领导：“要用长征精神来完成小康建设。（让）我们家

乡人民提前进入小康。（让）我们家乡人民提前过上幸福

美满和谐团结的好生活。在我有生之年能听到这样的好

消息是我最大的愿望。”

七、红色圣地华章璀璨

红日喷云耀四方，无限风光锦绣唱。

静宁人民没有忘记长征烈士的遗愿，没有忘记余新

元等革命前辈的嘱托。红军长征播撒的红色基因，已在

静宁代代传承。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世世代代的静宁

人民不畏艰难险阻，艰苦创业，在古老贫瘠的黄土地上创

造出辉煌的发展业绩。

持续改善生产条件。累计修建梯田117.9万亩，梯

田化程度达到80%，人均梯田面积达到2.95亩。粮食亩

产由1949年的67千克增加到2019年的239.34千克，粮

食总产由1949年的5.94万吨增加到2019年的25.86万

吨。在耕地面积减少16.4%、人口增加1.37倍的情况下，

人均占有粮食由1949年的293千克增加到2019年的593

千克。

持续植树造林，保护生态。森林覆盖率由1949年的

0.95%发展到现在的30%，80%的荒山荒沟得到治理。年降

雨量由20世纪70年代的401.7毫米增加到近10年的

414.2毫米。

持续发展农业主导产业，建成全国苹果规模栽植第

一县。三十多年接续发展，苹果产业一路从弱到强，再到

精细化、品牌化发展，静宁成为享誉全国的“中国苹果之

乡”。目前，“静宁苹果”品牌价值高达152亿元。静宁苹

果的价格稳居全国苹果市场之首，产地销售价格连续16

年领跑全国各产区。19.2万贫困人口依靠苹果一业实现

稳定脱贫。

持续接力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一份较高质量的脱贫

“成绩单”：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在现行标准下，从2014

年至今累计减贫15.27万人，22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

困村基础条件加速改善，实现农村危房全清零，自来水入

户率达到96%，安全饮水覆盖率达到100%。2019年全县

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221.78元，其中当年脱

贫退出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

7928.2元。2020年2月28日，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静

宁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伴随静宁大地千百年

来的绝对贫困问题画上了历史性的句号。自强不息、不

甘人后的静宁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创造了伟大的减贫奇

迹。

先烈们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长征精神，是矗立在静

宁大地的一座精神丰碑。每一个红军故事，都是静宁人

民艰苦创业的教科书；每一处遗址遗迹，都是静宁人民

创新发展的精神宝藏；每一位先辈的光荣事迹，都是静

宁人民砥砺前行的标杆。这些永不枯竭的红色资源，在

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中发挥了指引方向、凝心聚力、

振奋斗志的伟大作用。只要我们对脚下这片红色土地

永葆敬畏之心，一代一代接续传承好红色基因，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再多的挑战，这些困难和挑战终将变成我们完成“新长

征”的铺路石。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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