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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新四军老战士顾海楼：共产党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你们要继续奋斗，让生活好了还要好
“你的党员身份不要暴露！”这句话，今年100岁的顾海楼依然记忆犹新。这是当年参

加革命斗争时，身边的同志对他的嘱托和提醒。那段艰苦的革命斗争岁月，那段随时可能

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岁月，仿佛还在眼前。

可那些斗争的岁月，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只因为入党宣誓时的那句话：“我志愿

加入共产党，我为共产党，为穷人做一切事情，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正因为如此，这位

新四军老战士对如今的00后提出了这样的希望：“要继续艰苦奋斗。不是生活好了就够

了，好了还要好。”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女学生：
连入党申请书都是“隐形”的

1937年，读初中二年级的沈
斌回老家过暑假，却听到在山东
大学读中国文学系的大姐对着
叫个不停的知了念念有词：“知
了、知了，你到底知多少？日寇
侵华你知不知道？”这是当时还
年少的沈斌接受的第一次爱国
主义启蒙教育。

1942 年，整个上海已经沦
陷，在同德医学院念大学的沈斌
在上海的家距离日、伪残害革命
志士之地只有几步之遥。国家
支离破碎，民不聊生，当时的青
年沈斌憎恨侵略者。

此时此刻的她并不知道，地
下党已经走近了她。“志同道
合”，是她对同志的第一印象。

一次在参与平民诊所救济
百姓活动时，同学兼好友沙济英
对她说：“有很多人都期盼民族复
兴，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就能形成
一股强大的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夜，沈斌
决定向组织申请入党。彼时日军
还未投降，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入
党申请书如果被日本兵或汉奸搜
查出来，不仅自己要被抓，还会牵
连到帮助递交申请书的人。为了
防止敌人发现，于是，沈斌的这份
入党申请书是用毛笔蘸着浆糊写

的，纸张晾干后从表面看就是一
张白纸，可用碘酒涂之显影。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前夕，那年暑假，沈斌和同学
们几乎天天去学校做红花黄心
的国花，红花代表抗战胜利、黄
心代表和平。他们用义卖国花
的钱，买了各种日用品，去慰问
接管上海的部队。

时隔70多年，这位百岁老人
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8
月15日，她去学校参加活动，沿
途见到日本兵站在街心，将枪三
支一架地，低头投降。苦难的八
年抗战，终于盼来胜利的一天，
心中无比痛快与欣慰。

回家的路上，入党介绍人兼
好友和同学沙济英悄声对她说：

“你今天可谓双喜临门，一是日
军投降了，二是党组织批准了你
的入党申请！”不久，沙济英来到
她的住处，举起右手，一字一句
带领她向党宣誓。

女医师：
从为国抗争到救死扶伤

毕业后，她如愿成为一名医
生。在长达几十年的执业生涯
里，她从未忘记当初的使命。

1950 年，中央号召大家参
加抗美援朝医务队，她积极报
名，有腿疾的她第一次申请未
被批准。次年，她再次报名，这

一次，有感于她的拳拳报国心，
申请终于通过了。1979年，沈
斌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上海儿
科分会儿童血液病专业小组组
长。这一年，距离她1959年脱产
学习中医已经整整20年了。

58岁，对于许多职场人来说
是面临退休的年纪。那时，几乎
没有血液病学基础的她却从零开
始。每晚，她不是在中华医学会

图书馆，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
“我的角膜依然透明，我的

肾脏完好无损，我的双肺没有疾
病，但愿我的奉献能成功！……
我自愿，我乐意，谢谢取材……
让我最后一次为党、为人民作贡
献！”这是沈老在80岁高龄时写下
的小诗，她还到上海市红十字会签
署了遗体无偿捐献书。去年疫情
暴发后，她主动捐款；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她又一次性交了10万
元党费。这位老党员的爱国心，让
人想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

今年100岁的她，对如今的
00后提出了自己的期许。小到，

“学习更加努力，未来做一个好
医生”。大到，“青年一代做到不
忘历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让
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勇担在
肩，砥砺前行，努力奋斗”。

投身革命
“听说你们共产党在为穷人

做事。我愿意为你们送信！”顾
海楼与革命的接触，始于一次送
信。而这一开始，就是一辈子。

1942年，一处荒地，周遭无
人，他与入党介绍人碰头、宣誓，
正式入党。之后担任地下交通
站站长的他，接受阜宁大队领
导。

1943年5月转入地方工作，
顾海楼任新乡党支部书记兼联防
队长。那一年，他第一次直面侵
略者。反扫荡中他率队参加了县

总队和冈河大队发起的戴沟战
斗，一举消灭日伪军30余人。

阜宁战役中的他，表现同样
出色，1945年4月，他率领乡民
兵中队由县独立团指挥打阻击，
防止溃散的敌伪军南逃盐城。
后来，组织上交给他一个新任务：
带一个班的战士押解俘虏。从送
信到阻击到看管俘虏，顾海楼没
有让组织失望。他和战士们与敌
人斗智斗勇。经过一天的路程，
终于将这三十名俘虏交给了来接
收的同志，不负使命。

1948 年秋，淮海战役打响
了。顾海楼任参战连连长，按盐

阜军分区命令保障大运河的粮
食转运，支援前线。为了防止敌
人的破坏，办事处组织了夜间
武装巡逻，保证粮仓和岗哨的
安全。有天夜里，顾海楼带队
巡查仓库，正在向执勤哨兵询
问情况，就发现东边粮囤起火
了。他立即吹哨集合人员灭
火，这时暗夜中响起枪声。顾海
楼马上率巡逻战士向枪响处开
火，边打边冲，很快就赶跑了敌
人，扑灭了粮囤上的火苗。就这
样夜以继日地连续奋战了两个
多月，胜利完成了任务，并得到
了华东军区颁发的一枚淮海战

役参战纪念章。

出色厂长
从战士到厂长，解放后，顾海

楼的角色再一次发生了转换。
1958年在担任上海市汽车修理公
司经理兼货车修理厂厂长期间，他
带领全厂三四百名干部职工，克服
重重困难，在多方支持下，终于造
出第一辆国产交通牌载重汽车。

时光回到60多年前，那一年
9月，这辆新车开赴北京，在国庆
节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而在顾海楼的家中，迄今还珍藏
着在北京天安门前拍下的旧照。

1984年离休后，顾海楼没有
闲着，他曾担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
研究会三师分会名誉会长，为发扬
党的优良传统，传承铁军精神继续
发热发光。如今，这位百岁老人每
天还不忘学习，对时事十分了解。“现
在是‘十四五’规划开局，我们要继续
开展现代化，坚持几
个自信。我对青年
人的要求，就是按照

‘四个自信’来要求自
己。”他郑重写下“青
年担当”四个大字，这
是他对如今00后提
出的期许。

百岁优秀医师沈斌：希望青年不忘历史，砥砺前行

让初心薪火相传 把使命勇担在肩
“I deeply love our great country and the Party。”晚年重拾英语的六院离休百岁优秀医师沈斌一字一句铿锵地

说出对国家和对党的爱。76年前的她曾在兴奋、紧张的情绪中宣誓入党，彼时羞涩内向的她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我
希望跟着这样的组织，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实现我们的理想。”现在的她希望00后能接过接力棒，“做到不忘历史、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勇担在肩”。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顾海楼希望00后继续艰苦奋斗。

100岁的沈斌希望00后能接过接力棒。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