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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经组织介绍，雷伟和与庆启
秀在浙江省淳安结婚。结婚时，雷伟和36岁，
庆启秀21岁。

庆启秀，安徽含山人，1929年8月 13日
(农历七月初九日)出生。1949年春，渡江战役
前，她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军渡过长
江。1950年，庆启秀在温州参加二十五军教
导团第一届七队学习。雷伟和曾赠送庆启秀
身穿军装的站立照片，背面写着“我的启秀：
您是我的心爱之人，我俩的爱，不仅是现在，
我们能够爱到永久将来”。在杭州市新登县
(今为杭州市富阳区 )剿匪期间，还赠给庆启
秀身穿军装的半身照，背面写着“启秀：忠实
老诚，优良品质。努力学习，虚心进步。特给相
片，惠存留念。”

天目山剿匪局势基本稳定后，雷伟和随
部于1950年春南下福建，追击国民党溃军，
为准备再战金门并解放台湾加紧海上练兵。
后因朝鲜战争爆发，攻台计划由延缓到取消。

1951年1月，雷伟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学院(简称“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高级
速成科学习。南京军事学院，是培养、造就合
成军队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
府，直属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刘伯承任院
长，不久又兼政治委员。从未跨进学校大门的
雷伟和，直接到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学习，而且
见证了南京军事学院的成立。1月15日，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原国民党政府
国防部大院举行成立典礼。刘伯承院长在典
礼上致辞。中央军委代表陈毅出席成立典礼。

第一期学员分4个科 (后均改为系)，即高
级速成科、上级速成科、基本科、情报科，共
758人。接收军、师、团、营级干部入学深造，
以团以上干部为主。全国解放后，这么多高级
干部集中在一起接受正规训练，还是第一次。

高级速成科有三个班，一班主要是参谋
长、副军长，二班、三班是师一级指挥员。杨勇
是高级速成科中职务最高的学员，也是唯一
的兵团司令员，他兼任高级速成科主任。高级
速成科，主要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同时，也
提高学员文化水平，而且先上半年预科，专门
补习文化知识。

刘伯承院长曾多次强调文化学习的重要
性。他说：“我们工农出身的同志，如果只是政
治、经济上带头翻身，而文化上不接着翻身，
那就不能掌握科学，不能以军事科学来保卫
国防，是非常不完全的。”“我一只眼睛看不见
就很痛苦，你们没有文化，等于两只眼睛看不
见，自然也很痛苦。学文化的目的，就是为了
学好军事科学。”当时37岁的雷伟和，认认真
真当“学生”，与学员们以“三更灯火五更鸡”

的精神，日以继夜地刻苦学习，每天学习9个
小时以上。

1952年5月，刘伯承院长亲自给高级速
成系的学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授课那
天，礼堂里坐满了人，连华东军区和南京地区
兄弟院校的领导也来听课。刘伯承从理论和
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集团军现代化进
攻战役的理论原则和许多学术问题，足足讲
了6个小时。

南京军事学院从创立起，就建立了学员
课业制度和测验考试制度。考试由专门的考
试委员会负责。考试有几种：每门课结束有科
目考试，学期有期末考试，学年还有年考，最
后毕业是国家考试。科目考试不及格，不能参
加期考；期考不及格，不能参加年考；年考不
及格，不能参加最后国家考试；国家考试不及
格，回去待业一年再来补考，如果再不及格，
不管职务多高，一律退出现役。军事学院的考
试特别正规，特别严格，学员们压力都很大。
刘伯承作为军事学院的院长，在国家考试委
员会只担任副主席，并亲自调阅试卷。

1952年7月上旬，高级速成系第一期的

347名学员经考试合格，顺利毕业。雷伟和考
试成绩优秀：两门功课是满分5分，其他大多
数功课是4分，最低的分数也是3分(及格分)。

12日上午，军事学院在南京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
业典礼。这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正规
院校培养选拔干部的开始。毛泽东于7月10
日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
会主席训词》中说：“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
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
院，其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
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

《训词》对军事学院在新中国正规化、现代化
国防部队建设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并提
出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毕业典礼上，
刘伯承院长代表中央军委宣读《训词》，并对
毕业的学员提出殷切期望。

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雷伟和回到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担任副
师长。

(张正耀 编著)

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
六安与上海的发展机缘

上海与六安两地在中国革命战
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
和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着很深的
渊源和联系。尤其是进入新时代，
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山海”携
手、对口合作，为革命老区六安加
快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2022年5月，国家发改委印发
《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
方案》，确定上海市对口合作六安
市。2年多来，上海、六安两座远隔
千里的城市握紧了彼此双手，在创
新、产业、开放、民生等领域取得一
批显著的合作成果，迸发出强大合
力，谱写了一段段“山海情”。

大别山好货，有着革命老区自
带的红色“底蕴”，绿水青山赋予
的生态“底色”，绿色有机增添的
自豪“底气”。六安瓜片、霍山石
斛、皖西白鹅、六安小龙虾……这
些地道的大别山农产品深受上海市
民欢迎。六安积极与上海西郊国际
农产品交易中心对接，开设六安名
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专区，建设“上
海·大别山(六安)绿色农产品直销
供应基地”。
在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花石乡

大湾村，上海市携程集团在这里投
资兴建了携程度假农庄，这也是该
集团投资建设的首个公益性质的乡
村旅游振兴标杆项目。

上海松江区对口帮扶安徽六安
市。在产业协同方面，推动安徽应
流集团与上海尚实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合作，通过研发生产航空发动机，带动六安
企业进入上海产业链、供应链；在文旅合作领
域，松江区持续推介上海—六安精品旅游线路，
并推出松江区居民持社会保障卡在天堂寨、临淮
岗风景区旅游享受购票优惠活动。

2023年元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安徽省人
民政府联合印发《上海市与六安市对口合作实
施方案2023—2025》，政策加持、亲上加亲、
好上加好。实施方案既制定了明确的“时间
表”，又描绘了详细的“路线图”，还给出了
具体的“施工图”。

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推动文旅康养发展，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完
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坚持生态保
护修复、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强科技创新、
共建产业合作平台，加强经贸物流合作与人才
交流……2023至2025年，上海市与六安市对口
合作实施方案中，重点任务明确，冲锋号角已
然吹响。通过对口合作，到2025年，两地实现
合作机制完善有力，人员往来密切频繁，资源
要素流通顺畅，产业合作基础夯实，老区发展
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将大幅提升，在红色文化传
承、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和基本

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
绿色低碳发展、产业合作平台共
建等方面都将取得显著成效。

对口合作，打破了传统的
“帮扶”与“支援”的思维模
式，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作为
关键要义。两地立足资源禀赋和
各自优势，牵手路上稳步前行。

共建六松合作园区，园区运
营管理公司2022年 10月8日揭
牌；总投资5 . 8亿元，霍邱县与光
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签订麻黄鸡
标准化养殖及加工项目合作框架
协议；深化文旅合作，举办多场
文旅资源项目招商推介会和宣传
推介会，总投资1亿元的携程度假
农庄·金寨项目已建成；金融合作
成效显著，六安市成为长三角资
本市场服务基地35家联盟城市之
一……一个个挂满枝头的硕果，
是对口合作推深做实的最佳注
脚。

上海与六安将共同实施一批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对口合作
政策措施，推动一批标志性对口
合作项目，探索一批对口合作典
型经验做法，构建一个多层次、
宽范围、广领域的对口合作体
系，携手打造新时代革命老区对
口合作典范。

长三角一体化，已成为安徽
六安发展最大的“势”。在上海
的龙头带动下，六安将借上长三
角的“东风”、搭上一体化的
“快车”，继续保持“长三角上
进生”的姿态，主动靠上去、全

力融进去。
六安市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深入贯
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抓细抓实
对口合作重点任务，拉高标杆、取法乎上，特
别是要解构和学习上海各级部门的思想观念、
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精神状态，抢抓与上海
市对口合作重大历史机遇，把机遇优势转化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力推动与上海对
口合作取得更大成效，不断激发老区内生动力和
发展活力，矢志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
努力争当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示范典型，
为绿色振兴赶超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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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10日，我的好友徐斌驾鹤西去，不
胜悲痛。
徐斌是苏北睢宁县人。那地方西靠安徽东北

部，东靠黄河故道，风沙漠漠，是个老灾窝，旧社会
民不聊生。于是他祖上辗转南下，顺着淮河西行逃
荒，最后流落到霍邱。徐斌小时候也随父辈要过饭。
有一次我同他下乡，遇到狗咬，我惊慌失措，徐斌赤
手空拳几招，便将狗吓跑了，并说:“我小时要过饭，
对付狗的办法可多了。”解放后，徐家便在霍邱定居
下来，他也得以上学读书，考取了六安师专预科班，
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又入了党，人生显出锦绣前程。
我认识他时，他在霍邱县委宣传部新闻科搞通讯报
道。
徐斌虽然未上过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但底蕴

丰厚。上世纪90年代前后，我经常代表皖西日报社
参加每年安徽省好新闻评选。徐斌的新闻稿常出
头彩，为六安地区争了不少光。他的新闻稿，不仅
文从字顺，通俗易懂，关键是接地气，角度新颖。如
他有一篇稿子，写农村妇女的做鞋技艺逐渐失传
了，不仅语言幽默、俏皮，关键是寓意深刻：随着改
革开放的扩大、深入，妇女真正能顶半边天，她们
过去闷在家里做鞋、缝袜的岁月结束了，而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商品的丰富，广大农
民都买鞋穿了，再也不用妇女做鞋了。因此，做鞋
技艺就逐渐失传。你看，这不是以小见大的好稿子
吗？现在说这些平平常常，当时可是很新鲜啊！

我同徐斌进一步亲密接触，是从我亲赴霍邱
采访写稿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徐斌写了一
篇稿子，反映霍邱县城关镇城西村社员冯本兰的
事迹。她第一个在霍邱种起塑料大棚蔬菜，在整个
六安地区也是行动最早的一批人。冯本兰的成功，
在古蓼上下激起出人意料的反响。在生产中曾对
冯本兰做过具体帮助的县科委、县农业局，特地买
了50多斤番茄，送到县委、县政府两个大院，让大
家尝尝鲜。领导们春尝夏果的时候，难免喜形于
色：科学，在霍邱这块小小的角落，同样显示出扭
转乾坤的威力。市民们更是以冯本兰的番茄待客
为荣耀 . . . . . .我读了想，这是一个好题材，可以写一
篇稍微长些的报告文学，于是便到霍邱县采访。徐
斌热情地接待了我，详细地介绍了冯本兰的事迹，
并领我到她家做身临其境的采访，还拍了许多照
片。我这次采访很成功，顺利地写出了文稿。

使我和徐斌感情加深的，缘于我赴霍邱的另
一次采访。1988年前后，周富如任霍邱县县长。周
富如是原六安县木厂区人，我在这个区的马头初
中、木厂中学都教过书。虽然没有教过周富如，但
是他为人谦诚，一直喊我为“老师”。有一次，他见
到我，笑着说：“徐老师啊，你写文章，表扬了许多
人，你得表扬表扬我们叶集的台德芳。”

台德芳是霍邱县叶集工艺厂副厂长、草编能
手。所谓“草编”，就是把人们不屑一顾而烂在山
上、弃在田头的玉米皮、笋壳、席草、芮草、茅草、蒲
草等等，通过灵巧的双手，编成各种巧夺天工的
篮、垫、盘、盒、包等，极受崇尚自然的西方人的欢
迎。咱们就全部出口给这些老外，赚取不菲的外
汇。再一打听，不得了！仅仅1988年这一年，台德芳
获得的荣誉就有省扶贫先进个人、省百名优秀女
厂长之一、省三八红旗手等称号，还被选为省人大
代表。这样一位人物就更值得写了。徐斌对叶集那
一方山水风物人文很熟悉，人脉广。在他的联系、
安排下，我采访台德芳很成功，收获多多。
我采访冯本兰写的报告文学《报春燕---记冯

本兰》，采访台德芳写的是《离离草---记草编圣
手台德芳》，除了在《皖西报》发表外，后来均收录
在由刘家松、徐航主编的报告文学集《大潮溅珠》，
于1990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到较好的效
果。

1998年徐斌退休了，来到六安。这一来，不仅
使我俩关系更密切，而且居然成了同事。

从2000年到2003年下半年3年多时间，六安
市政协办了一份季刊《皖西经纬》，我和徐斌都在
这份刊物任编辑。《皖西经纬》具体工作由六安市
文史委主任史红雨负责。《皖西经纬》于2000年9
月在皖西宾馆发行了创刊号，2003年12月8日，发
表了终刊词。3年多，发行了11期。《皖西经纬》真正
干实事的，不客气地说，只有我和徐斌两个人。这
无意中，使我同徐斌形成了同甘苦、共患难的关
系。

《皖西经纬》图文并茂，熔严肃性、可读性和广
泛性于一炉，主要栏目有政协建设、参政议政、社
情民意、决策顾问、委员风采、教苑寻芳、皖西名
人、百业巡礼、工作瞭望、港台之窗、文史觅珍、科
技动态、旅游天地、诗词书画、摄影之页等等；同
时，每期均开设“刊中刊”，即为县、区政协的报道
提供专页。但实际执行起来，由于我和徐斌都对

“文”和“艺”感兴趣，在版面内容中，还是这两方面
较为突出。

我和徐斌在《皖西经纬》一碰头，不禁大惊：原
来他还是一位摄影家，拍得一手好照片。过去也看
见过他拍照片，以为他只是一时兴趣，偶尔为之，
殊不知他在摄影上货真价实、技艺精湛。《皖西经
纬》版面为大十六开，每期发稿8万字左右，每期封
面及书画、照片插页，均由徐斌选载或亲自为之。
特别是每期封面，徐斌都精心用功设计，不论是色
彩还是画面，都含义深刻、美观亮眼。如2000年的
创刊号封面，就很不俗：封面右边占四分之一地
方，印着“皖西经纬”四个红色仿宋大字，下面印着
在蓝色底子上突显的白字年份及期号；关键是左
边，是一幅长半市尺、宽3寸6分的《初荷图》，淡淡
绿水中，显出初夏刚展的大小不一的荷花的嫩叶，
中间两支荷梗高高突兀，顶着欲展未开的荷叶，
噢，这分明是一幅“小荷才露尖尖角”啊！看着，不
由使人想起南京诗人杨万里的《小池》：“泉眼无声
池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
蜓立上头。”这是一幅摄影作品，不知是徐斌自作，
还是他的选载，但都表达了徐斌无言的决心、声明
和深沉的哲理表达：初出水端还没有舒展的荷叶
尖，《皖西经纬》今天发行创刊号，是它初露尖尖角
呢，请读者诸君静等它“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的时光吧！

在《皖西经纬》，徐斌负责每期的封面设计、插
页安排、书画运用、划版、补白、指导文字打印等
等，关键是彩页多，那时要到合肥印刷，所以他忙

得不亦乐乎。
他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自己还办了

一份刊物《皖西风采》。此刊为季刊，每期发稿三四
万字，配有不少照片，文图并茂。《皖西风采》登载
一些反映现实的文章，都是徐斌自己和文友采写
的；登载最多的，是他自己从书报、杂志上的一些
抄录。数量最大的是皖西民间文学，如民间故事、
民间歌谣等等，生动有趣，可读性强，所以极受一
些人的欢迎。那时，允许自办发行。好像也没有发
行多少，是一桩赔本的事儿。徐斌办《皖西风采》的
目的，是联络朋友、亲近读者，过一番当编辑的瘾。
徐斌就是这样一位有趣的人儿。

通过三年的亲密相处，我算是彻底认识徐斌
了。他对上不畏权、不献媚，对下不欺人、不施压，
总是受到上上下下人的欢迎。三年多来，我从来没
有见他同人吵过嘴、操过蛋。他待人诚恳、热心，他
不吃烟、不喝酒，有时喝点茶，很好招待。他为人乐
观，开朗大方。他有一副好嗓子。时令歌曲唱得好，
戏曲歌儿唱得也有板有眼。我曾看他在宾馆同人
联欢，他唱起黄梅戏，将宾馆服务员们惊得一愣一
愣的。
徐斌是六安早期为各个行业单位做画册宣传

的人。有十多年，我见他拿着照相机，跑遍很多机
关单位、学校、乡镇，为人家做小型宣传画册。他的
画册印制精美，言简意赅，图像鲜明，叠起来书籍
一般大小，展开来有三四尺长，极受一些单位欢
迎。但是办理这事儿，很辛苦、很累。他说有一年夏
天，他去叶集某单位做画册，就差点热晕在路上，
若不是一棵大树“救驾”，他可能就倒下啦......老天
不负苦累人。徐斌也很有收获，从霍邱到六安，一
开始，全家租房住，通过20多年努力，居然买了近
200平的房院。对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说徐斌是一个纯正的人。纯者，有纯洁、纯
净、纯良、纯真之意，有正直、正义、正品、正道之
美。徐斌并不是没有缺点，但说他是一个纯正的
人，他当之无愧。
如今，徐斌已经与我们阴阳两隔。我多么希望

他仍在卧榻上打电话给我，喜悦地、意味深长地喊
我一声外号：“老本哪！......”
但是，这已无可能了。徐斌同志，愿你在天国

安宁快乐！

七十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我们这些
农村孩子，高中一毕业，就没书读了，自然
成了无业游民。

彷徨一段时间，终于下定决心：修地球
去！祖祖辈辈都是“兴田”种地的，读了点书
的我们，难不成就看不起农民、嫌弃农村？
大城市的知青都下放到农村了，土生土长
的我们，难道让人家看笑话。再说，父母已
养活我们一二十年，总不能还依靠他们过
活？

也许因为有点文化，也许因为是学生
干部，公社领导竟开了先河，让我和陈学秀
这两个小丫头，分别担任两个生产队队长。
其实一开始，我俩是不敢接受的，为啥？不
懂生产啊！七八岁就念书，横草不拿，竖草
不拈。即便是假期，也是跟在别人后边干
活，挣点工分。要让我们独挡一面，还真有
点悬。可是领导说：只要对劳动人民有感
情，紧紧依靠群众，就没有干不好的事。到
了无话可说的地步，也只有勉为其难了。

可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啊！那个要啥
没啥的年代，幸好有领导支持，我俩才有
信心干下去。第二年，公社宋植寿书记虽
然调到县物资局任职，可这个宽厚仁慈的
长者仍然关心着我们，答应供应一批化肥
给两队。高兴之余，又让我俩犯了难：没钱
啊！只好去别队借，去信用社贷款。七拼八
凑弄够了钱，才去霍邱县城见宋书记。等
找到老人家办好手续，天就不早了。尽管
宋书记也问过我俩住宿问题，可是，已经
承受这么大的人情，怎好再去添麻烦？几
句“谎话”敷衍过去，我俩就上街了。

太阳落得太快，我们转个弯，就落下几
丈，没多久就掉下山崖。西天一片红霞，燕
子喜鹊叽叽喳喳地低空飞过，仿佛一伸
手，就能抓住它们。可是它们毕竟属于天
空，永远高过我们，也永远比我们快乐。饥
肠辘辘的我们，望一眼家的方向，茫然地
徘徊在大街上。饭菜的香气不断扑入鼻孔
和肺腑，引得胃里咕咕直叫。学秀看看我，
我看看学秀，饥饿的感觉是一样的，惜钱
的心情也是一样的：口袋里几个小钱，还

要买点农药带回去，怎能随便乱花呢？我
俩谁都没说什么，心照不宣地买了两个大
馍，就着馍店的开水，就着城西湖边渐渐
涌起的雾霭，两个丫头就这么“吞云吐
雾”，大快朵颐。然后又在大街上漫游。我
俩多希望碰到县城里的同学啊！总不至于
露宿街头吧！可是，来回两趟，一个熟悉的
人也没见到。只碰到几个半大男孩骑车疯
跑，车轮滚滚，呼啸向前，仿佛他们才是推
动历史车轮向前的动力。

不知游荡多久，实在累了，就在街边
石头上坐下来。我个子矮，学秀比我高，
我俩的发式不同，衣服颜色也不同，那些
戴袖章的巡查人员，你来他往，几次停下
来观察我俩，大概当成不务正业的街混子
了。为了避嫌，我俩离开大街，朝城外小河
边走去。抬头一望，月亮啥时候已冲出云
层，玉盘样挂在头顶。河岸边高高矮矮的杂
树，都静静地立在那里，在全身心地孕育花
朵。树上的小鸟，呢喃低语，好像在说：“挤
挤，挤挤，别离开。”几小块菜地经营得不
错，扁豆、黄瓜和丝瓜，爬满架子，各种颜色
的花朵，都被月光染成了灰白色。几条黄
瓜，半遮半掩地挂在叶间，诱得肚子直咕
噜。多想摘一条充饥啊！可是，我和学秀
对看了两眼，最后还是咽下口水坐了下
来。蚊虫嗡嗡地飞来叮我俩，一会儿我一
巴掌，一会儿她一巴掌。倒不是我俩肉
香，而是蚊虫欺生。萤火虫也朝我们飞
来，看稀奇似的。我不由得哼起童谣：
“火亮虫，亮彤彤，我带你们找蜜蜂。”
学秀笑说：“你还真潇洒！”我心想：有啥烦
恼的，有草木陪着我们，飞虫陪着我们，连
月亮都陪着我们，踏实着呢！于是，我灿然
一笑说：“明天上午，化肥就能送到生产队，
社员们多高兴啊！”“可不是嘛，想想秋
后的大丰收，我们吃苦也值当了！”

风一程，雨一程，故乡一程程远去，
青春也早成过往。但是，那个不眠夜，
却恍如昨晚，当年支持我们的老领导，
与我们一起奋斗的父老乡亲，也一直活跃
在我们心底。

那个遥远的不眠夜
李太芳

绣出美好生活 徐旭 摄于无锡荡口古镇

忆忆 老老 友友
徐 航

前前排排右右一一为为徐徐斌斌同同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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