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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农礼乐般般会，手脚心神件件优； 

九州踏遍归玄圃，花果山中一老猴。 

这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建国后全国政协副主席)谢觉哉，在 1944年 9月 1日赠给蒋维平的诗，

赞扬他的非凡能力和功绩。 

1938 年 3 月，六十岁的蒋维平，参加了革命，同年五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年逾花甲，奋勇抗日。

1942 年，他参加了延安的整风和大生产运动，荣获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称号，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嘉奖。

1947 年，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分院副院长。1951 年后，他历任察哈尔军区直属医院、华北军区卫生

部张家口医院、北京军区陆军医院副院长等职。1955 年国防部授予少校军衔。1960 年授予中校军衔。他忠

于职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并以高明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为部队战士和工农群众排忧解难，

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崇敬。 

 

戎马转战  夙愿得偿 

 

蒋维平，原名蒋顺发，别名姬宾礼，北京房山石楼村人。他 1878 年生，七岁开始在石楼村拾柴拣菜，

十五岁在河北阜城县庆和成估衣铺学徒。十六岁开始在阜城县东南关当了四年长工。苦难的童年，艰辛的

生活，迫使他谋求摆脱贫穷和受压迫的地位，同时也磨练了他的坚强意志和倔强的性格，他开始思索救国

救民的道路。 

1897 年 2 月，十九岁的蒋维平认为从军可以救国，就来到满清政府李鸿章部下，从军十五年，当过勤

务员飞班长、教官。李鸿章卖国求荣，民众群起攻之，蒋维平对其深恶痛绝，便从部队逃脱，另择出路。

1911 年 4 月，他与二站村程德贤结婚，生有一女。1912 年 7 月，他来到袁世凯部下，从军八年，在保定、

长春、宣化陆军第三镇当过连长、副团长，袁世凯崇洋媚外，实行军事独裁，在人民群众的唾骂声中被赶

下台，蒋维平因殴打骑兵一旅一团团长，被开除军籍。1920年 8 月，他又来到段祺瑞部下从军八年，在长

春、宣化任骑兵副团长、团长，因东北军军官易职、缩编，边防军解散，在 1929 年 2 月，回到家乡石楼村

学医务农。 

在军阀混战的日子里，蒋维平戍马生涯三十二载，转战南北，东拚西杀，历尽千辛万苦，却没有找到

救国的出路。蒋维平伸张正义，对社会上不平之事，常打得头破血流，以理取胜，国民党当局也怕他“捣

乱”，不敢收留他。他回到农村就医务农，从此获得新生。 

他在石楼村办起了红十字会，建立了医务室和药房。贫苦的农民就医用药，他少要钱甚至不要钱；地

主豪绅来治病，就让他们多掏腰包。 

1935 年春，他去通州潞河中学教会组织参加活动，和正在这里宣传革命道理的北平地下党员李向前相

识。通过交谈，蒋维平知道李向前是东北的大学生，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为杀了七名日本兵，而

来到北平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两人志同道和，亲如手足。从此，李向前常到石楼村蒋维平家，共谈革命形

势，共商救国大事，常常谈得通宵达旦。蒋维平在李向前的启迪下，萌发了革命思想。通过李向前的联系，

从南京的金陵大学和农科院引进技术和资金，在村里办起了观摩会。组织农民生产自救，观摩农业技术，

展览农业成果，放映无声的农业生产电影，实行生产奖励，农业生产得到发展。他还组织人力、物力，在

石楼村东的涝洼地里，挖沟排水，植树造林，使这块百亩农田由过去十年九涝，变成年年丰收。他还参加

指挥治理防洪河道工作。 

为保护农民的利益，他坚持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饯，有粮的出粮，在村里建立了自卫团。他专跟地

主豪绅要钱要粮，给自卫团购买了火枪、扎枪、大台杆等武器。他组织自卫团成员扛着枪，臂戴袖章，坚

持到野外操练。自卫团发展到三百多人，声势很大。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房山地区。1937 年 9 月，日军占领了房山县城及石楼、二站



等村庄，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二站教堂惨案。在教堂避难的数百人，有八十多人遭到月军的杀害，教堂神父

被杀死后，蒋维平挺身而出，自任神父，建立难民收容所，组织难民自救。这年冬季的一天夜里，驻在娄

子水村的地方武装头子胡振海派十二人，把蒋维平的家砸了，把程德贤打了，把蒋维平抢到了娄子水村。

知道蒋维平是外科医生，让其充当“军医”。蒋维平看到胡振海的队伍纪律松弛，胡作非为，决心离开。几

天后，他携家眷到霞云岭乡的杏黄村程德贤的亲戚家避难。胡振海派人每天三番五次地搜查和骚扰，使他

的一家人提心吊胆，不得安身。 

1938 年 3 月，中共房涞涿联合县游击队长包森来到南窖，开辟抗日根据地，蒋维平得知这一情况后梦

欣喜若狂，便让女儿蒋淑环写了份申请书。申请书写到：“为抗日救国，我志愿加入八路军。”他把申请书

揣在棉袄大襟的里层，弃家携义子蒋志刚，冲破日伪军的层层封锁，冒着生命危险，父子一同找到包森，

参加了革命。 

六十岁的蒋维平，怀着抗日救亡的热忱，毅然地参加了八路军，1938年 5月，由傅伯英介绍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在全国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中，有的人隐居，有的人退避，甚至有的人慑于日伪军强势，叛变投敌。

而蒋维平虽年事已高，但他还是迎着激流，勇敢地冲上前去。他多年的救国夙愿得偿，内心激动，豪情不已。 

 

开荒有功  评为英模 
 

参加革命后，他开始在南窖包森支队卫生院当院长，后来到抗日救国会工作，曾任房良联合县九区救

国会主任。同年 10 月，他将自己的医疗器械交给驻军，随部队奔赴延安，来到陕甘宁边区一二○师三五九

旅。 

1940 年 3 月，蒋维平随部队驻防在陕西省米脂县少为解决边区缺医少药，他到处收集民间验方，跟当

地群众广道，爬山涉水、到深山老林中采集中草药。他每天早起晚睡，钻研医学，研究配制药品，为著名

的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治好过病，为部队战士和当地民、众很多人治好过病，深受战士和民众的欢迎。

部队转移时小，当地群众执意挽留，不让蒋维平走，《解放日报》为此连续发稿鸣谢七天。同年 10 月，三

五九旅王震旅长奖给他一件裘皮大氅。 

1942 年，六十四岁的蒋维平，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前往南泥湾、九

龙泉开荒种地。1943 年 10 月，蒋维平被任命为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农场场长。在他当场长期间，处处以身

作则，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脏活、重活干在前，跟年轻人一块开荒种地，他运用多年的务农经验，

精心操作，严格管理，带领全场职工实干苦干，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农场获得丰收，上交余粮四千八百

石。1944 年，蒋维平被评为三五九旅及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参加了延安的群英会，受到

毛泽东主席的嘉奖。以后，他连续担任过察哈尔、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队、生产总社、农场家属学校等领导

工作，成绩显著，被选为劳动模范。在 1950 年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 

 

医德高尚  医术高明 
 

1947 年 2 月，蒋维平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分院副院长。1948 年 8 月，第一分院划归为华

北第一后方医院。这时，蒋维平已年逾古稀。党组织劝他休息，养好身体。他执意不肯，并坚决要求到山

区工作。经他一再请求，党组织批准他继续留在部队，可以留胡须。从此成为部队有名的“胡子兵”。1948

年底，他来到张家口地区，任察哈尔军区政治部抚保科副科长。1951 年后，历任察哈尔军区直属医院、华

北军区张家口医院、北京军区张家口陆军医院及二五一医院副院长等职，他不以官居，不以老居，不以功

居，仍然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为部队战士和当地民众就医治病，排忧解难，竭诚奉献。 

蒋维平对常见病、难治病均亲自作配方和治疗试验，效果都比较好。他自己花钱配药制药，经常工作

到深夜，配制成丸散膏丹四十多种。他配制的碘化亚铁和陈皮糖浆，对治疗结核病有特殊疗效，因此向他

求医索药的人很多，他都有求必应。部队战士李庆平，患了淋巴结核久治不愈，经过蒋维平仔细观察，精

心治疗，服用亲自配制的药，很快治好了病。铁路工人刑明的儿子邢春生患骨结核两年多医治无效，找到

蒋维平后，蒋维平亲自医治，邢春生很快恢复了健康。 

蒋维平的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当选为张家口市人民代表，在部队和乡村远近驰名。很多人给他写信，



他每天要接到一百五十多封来信，这些信，有的来自遥远的边疆，有的来自海防前线，有的来自长白山林

区，有的来自柴达木盆地。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中，除了表示向他学习外，有的向他汇报思想飞工作和

学习情况，更多的是请他治病、索取药品和要张照片。他接到来信，都一一回信，不负众望。他有时白天

没有时间，就晚上复信。他每天还要接待很多来访者。有时他在开会，门外也有很多人等他，但他不顾疲

劳，对来访者总是热情诚恳，让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有一次，他已经很劳累，还继续接待采访者，

不慎把腰扭伤了，别人劝他休息，他坚决不肯，他说：“不能只顾自己，要为大家着想。”直至接待完。他

虽然年迈体弱，但是他还风雪无阻地亲自登门送药。 

他每天接待来访者，给求医索药者付药、寄药、复信等，工作很劳累。然而面对紧张、繁忙的工作，

蒋维平老当益壮，英雄本色不减当年，他总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医院党委为照顾他的身体，

减轻他的负担，经研究决定，由打字员耿印聪统一印制复信，X 光室姜炳良统一制作照片，药房统一配制

药品，满足来信来访者的要求。 

蒋维平热爱战士，在张家口陆军医院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有的战士生活有困难，他就拿出自己的钱

救济；有的战士复员无法安置，他就留在自己家中。战士于振江喂猪时，不小心手指头被猪咬掉，复员安

置没着落，他就收容到自己家里。战士许才复员安置无家可归，蒋维平就把他引进到石楼村居住，并给他

娶了媳妇成了家，使他安居乐业。 

1954 年，华北军区政治部为了表彰蒋维平的模范事迹，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老英雄蒋维平》

纪录影片，在全国放映，影响很大。他的崇高品德，大家赞不绝口。 

 

革命传统  代代相传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蒋维平的一贯作风。他担任陆军医院副院长后，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南泥湾精

神，并且身带言传，教育青少年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在医院里，每天都起得很早，在院内种花种菜，

他种很多羊红花、兰花，还种了西红柿、辣椒。他的勤奋一举三得，美化了环境，增添了中草药和蔬菜，

改善了伙食。他在南泥湾开荒种地时使用的一把镰刀和一把九齿耙，一直保留着，还年年在他开辟的菜园

里使用。他身穿的一件棉背心，还是在南泥湾时自己亲手做的多他的被子也是供给制发的。他常说：“现在

生活好了，也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本啊!” 

蒋维平过继的儿子蒋志刚参加八路军后牺牲了，1952 年，他又过继了个孙子蒋镇。蒋镇结婚时，婚事

由蒋维平主持操办，办得非常简朴。结婚那天，没有摆酒席，也没有大请宾客，只是亲戚朋友家来人吃顿

小米饭熬白菜。抽烟是他平常抽的八分钱一盒的绿叶牌香烟，他为了鼓励孙子和孙媳妇积极劳动，在结婚

仪式上，给买了两把锄头，两把镰刀，供他们劳动使用。 

在张家口地区，大家都知道他是陕甘宁边区的老英雄，南泥湾的劳动模范。因此，请他作报告的单位

很多，幼儿园小朋友请他讲故事，中小学学生请他讲革命斗争史，工厂、农村、机关的青年团员请他讲革

命传统，他—都是有求必应，而且是场场座无虚席。 

1952 年，从抗美援朝战场上抬下来的伤病员，送到张家口陆军医院治疗。有的伤病员自以为有功态度

蛮横，在医院里经常吵闹、打架飞抢物品、砸器皿，甚至殴打医务人员，谁也不敢惹。蒋维平站出来作思

想工作，给他们讲党的光荣传统，进行艰苦奋斗教育，跟他们的代表谈判，蒋维平一出面，问题就解决了。

他威信很高，说话办事大家部信服。 

 

慷慨解囊  支援家乡 
 

蒋维平生活克勤克俭，处处节约。用自己节省的钱，一部分用来配制医药，送给当地和家乡的群众治

病；另一部分用来支援家乡农业生产。1952 年底，家乡石楼村办起了农业生产初级社，1956 年发展成高级

社，入社的有九十多户。当时农业社资金匮乏，他就将自己节约的薪金，两千元送给了家乡，农业社用这

笔款买了两部双轮双铧犁、四架喷雾器、一匹马、建设了三十亩桃园，一百二十亩苹果园。还买了理发工

具等，支援了家乡的农业生产。他还赠给张家口市郊区东窑农业社一千元，用于发展生产。家乡和东窑乡

人民至今还广为传颂。 



蒋维平跟家乡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他长年在外，有时回家看看。每次回家，他家都门庭若市，亲友满

门。他回到家，总要到庄稼地走走、看看，还在地头上坐下来，跟青年人促膝谈心，给他们讲革命传统，

鼓励他们积汲参加农业劳动，勇于克服困难，建设好家乡。他的模范行动和亲切诚挚话浯，对青年人给予

了鼓舞和力量，愿为家乡的建设多出力、多流汗。执著追求年花甲，为国为民献终身。蒋维平参加革命二

十六年，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正确的方针政策，就像磁铁石一样，紧紧吸引着他，给了他方向，给了他无

穷的智慧和力量，他在党的铁一般纪律的约束下，为党的事业献终身。 

1964 年 7 月 12 日，噩耗传来，蒋维平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在张家口二五一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六

岁。 

北京军区、张家口地区党、政、军领导为蒋维平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工农兵群众一千七百余人冒

雨参加公祭，送灵车队长达五华里，沿街送灵群众近万人，蒋维平的灵柩安放在张家口市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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