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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徽章    红色记忆

穆启春 *

革 命 功 臣 隗 有 顺 同 志（1920 —

2007）是北京市房山区六渡村人。他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

朝战争，退役后回乡务农，致力山村

建设，直至病逝。他一生珍藏着的几

枚小小徽章，见证了他经历的光辉岁

月，成为一种红色的记忆。

1945 年 7 月，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反攻阶段。隗有顺毅然

离开家乡，应征入伍，投身抗日战争。他克服重重困难，工作、

战斗在晋察冀边区，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由于表现

突出，到部队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本投降后，为了配合国共和谈，晋察冀边区部队进行第

一期精简，将 5 万野战军转为地方武装，隗有顺也在“复员”

之列。为了表彰这些抗日军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向他们

* 穆启春：房山区第五中学原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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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了一枚复员证。

证章为铜质材料，直径 36.5

厘米。正中刻有“抗日光荣复员

证”字样，下方是三匹战马头像，

代表革命战士戎马生涯；战马两

侧是麦穗，代表农民，象征农村

革命根据地；徽章上方环绕着“晋

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赠”字样，

表明发证机关。

据说这种复员证是中国最早的军人复员证，具有奖励和纪

念意义。经过 70 多年的沧桑巨变，这枚证章显得极为珍贵。

1946 年解放战争打响，隗有顺同志又重返前线，驰骋在华

北战场。他所在的部队是晋察冀野战军第 2 纵队第 5 旅，1949

年 2 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67 军第 199 师。

第 199 师的前身是著名的红军一师之一部。聂荣臻在五台

山开创抗日根据地，将红一师改编为 115 师独立团，后来又经

多次改编，成为第 67 军第一师，隶属杨成武的第 20 兵团。这

个师也是平西抗战的老部队，成为华北战场的主力师。

在华北战场上，第 67 军参加过绥远、大同、张家口、清

风店战役，参加过平津、太原、解放石家庄等战役。隗有顺同

志随第 199 师转战南北，经历过 40 多次战斗，多次立功，并

受到部队表彰。

解放华北，第 199 师战功卓著，开国大典时曾作为受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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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选拔出 2000 余人参加了阅兵仪式。他们身穿旧军服，手

握老式枪，随着解放军进行曲，雄赳赳走过天安门广场。隗有

顺虽然没有在阅兵之列，但他依然以此为荣，每当提起此事，

就会流露出难抑的自豪。他说过：“我们这个师有一份特殊的

荣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为表彰

战斗功臣，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决定颁发“华北解放纪念章”

一枚。隗有顺同志荣获的这枚纪念章，一直收藏了半个多世纪。

纪念章为铜质镀金，章面是

一名英姿飒爽的解放军战士，持

枪守卫着“万里长城”和“八一

军旗”，周围有嘉禾图案簇围着。

这一造型包含华北解放、革命胜

利、致敬英雄的寓意。奖章下方

铭刻“华北解放纪念”六字，背

面刻有“1950”字样。奖章整体看上去金光闪闪，持枪战士威

武豪迈。这枚纪念章是他保存下来的参加解放战争唯一的见证，

代表着又一段红色的记忆。

1951 年 6 月，隗有顺所在部队在第 20 兵团序列中作为第

三批志愿军部队入朝作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朝鲜中线金

城一带担负作战和防御任务。1951 年他们参加了秋季防御战，

1952 年又参加了秋季反击战。半年后朝韩双方对峙，进入相持

阶段，成为朝鲜战场最关键的战局。1953 年 7 月，以第 67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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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集团军向韩军发起强烈攻势，经过反复争夺、防御、反击，

仅第三个阶段的金城战役就歼灭韩军 5 万余人。这次战役的胜

利，迫使李承晚和联合国军签署了停战协议。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一

周年之际，隗有顺获得了一枚

抗美援朝纪念章。纪念章为铜

质材料，主体为红色五角星，

外围加放射光芒；五星正中为

毛泽东头像，两侧有麦穗环绕。

纪念章正面的绶带上刻有“抗美援朝纪念”字样，背面刻有“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赠——1951”字样。纪念章主

体造型的含义是：人民志愿军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胜利前进。

这枚纪念章的制作和发放，是经过郭沫若等人提议、毛泽

东同意、全国政协一届委员会三次会议通过的。这是所有志愿

军徽章中级别最高的一枚，激励着全军战士英勇杀敌、胜利

前进。

在朝鲜战场上，隗有顺同志除前线作战外，曾担任司务长

工作，保证部队伙食是他的重点工作。一次炊事班煮了一大锅

肉还没熟，上级下令部队马上开拔。情况紧急，他们把滚烫的

肉捞出来，装在麻袋里，扛上就跑，使得肩背大块烫伤，疼痛

难忍。隗有顺保证了前线战士的用餐，部队也为他记了一次战

功。

1952 年 6 月，隗有顺同志获得了这次“立功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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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书首页写道：“凡立

有三等功以上的指战员均

发给此证书，并享受功臣

的一切优惠待遇与荣誉，

以资褒扬。” 证明书主页

记录了他的主要事迹：工

作忠实，练兵不怕辛劳；保障连队伙食，能让大家满意；牺牲

自己的一切，为前线战斗做好服务。

这份证明书是第 199 师 597 团政治处颁发的，也是他唯一

保存下来的“立功证明书”。

朝鲜停战后，隗有顺同志

还获得了另外一枚抗美援朝纪

念章。该章为铜质镀金，外形

为五角星状；正面红釉为底，

金色和平鸽展开双翅，上方镌

刻着“和平万岁”四个字。纪

念章背面上方刻有“抗美援朝

纪念”字样，下方是“中国人

民志愿军慰问团赠——1953 年 10 月 25 日”。

这枚纪念章是志愿军赴朝慰问团赠送给全体志愿军官兵

的。纪念章正中的和平鸽，其原作是绘画大师毕加索在 1952

年为世界和平大会创作的宣传画。纪念章以它为主体，寓意中

朝人民向往和平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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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11 月，隗有顺同志被部队评为志愿军模范党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在朝鲜召开表彰大会，向他颁发了一张

奖状。奖状正中写着：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志愿军模范党员奖状——隗有顺同

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顽强，工作积极，

思想作风正派，学习努力，模范地维护党的政策纪律，并能团

结带领群众，优异地完成任务。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这张奖状在隗有顺同志

的老屋悬挂了许多年。1975

年曾被原部队带走、拍照、

复制，作为珍贵的资料在部

队宣传。奖状保存到现在，

字迹早已被岁月的烟火熏染

了，但内涵显得愈加深厚。它概括了一位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和突出表现，在隗有顺的心中，这是他一生最高的荣誉。

抗美援朝期间，隗有

顺还获得了朝鲜政府颁发

的入朝作战“军功证”和“军

功章”。军功证为朝鲜版，

封面为蓝底红字，盖有朝

鲜特制印章，红字译为“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奖章”。左页是“军功章”字样和

功章图案，右页上方是“证明书”三字，正文是朝鲜文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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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手写中文文字 ——“魏（隗）有顺同志（因为）参加了伟大

的抗美援朝正义战争，为了朝鲜的独立自由，打败了美帝的侵

略，发挥了勇敢顽强性，并完成任务（所以）。” 右页下方盖

有朝鲜特制印章，落款文字译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军功章为银质版，直径 37 毫米。正中图案是一名身着军

大衣、持枪站立的战士，寓意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经历和保卫和

平的牺牲精神。这也是朝鲜政府奖励志愿军的最高荣誉。

1954 年 9 月，隗有顺同志随军回国，受到祖国人民的热

烈欢迎和慰问。回国后，部队隶属华东军区，驻防山东青岛，

在塘沽、山海关担任海防任务。他在部队的编制是：陆军第 67

军 199 师 597 团 3 营 9 连；军衔是“上士”，专业技能是机枪手。

1955 年 3 月隗有顺同志光荣退役。

回到家乡，他一直从事农业生产，多年任六渡村第六生产

队队长，带领社员早出晚归，共同劳动。在乡亲面前，他从不

提及自己的参军经历和荣誉，唯有关心集体、辛勤劳作。直到

1975 年，山东淄博驻军在档案中看到了隗有顺的资料，并派专

人找到了这位老兵，随后记者也接连采访。之后，隗有顺的事

迹开始在报纸刊登，他也应邀去部队、走乡村、进学校，讲述

他不平凡的战斗历程。再后来，济南军区第 67 军政治部给他

寄来了两本书，他的事迹收录在了《气壮山河》一书中，成为

部队很好的宣传材料。

许多年过去了，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前辈们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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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7 月，政府派人专门来看望了这位卧病在床的老人，并

给他送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章。

纪念章由六组利剑组成一

个六角形徽章，正中是五星、

飞鸽、橄榄枝，以及军民抗战

的场景，象征着革命武装、军

民团结、抗战胜利、渴望和平

等多重意义。抚摸着这枚金光

闪闪的纪念章，老人说不出话

来，手微微颤抖，脸上流露的

是感动、激动和内心的喜悦。

这枚纪念章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赠送给抗日老

战士的，也是老人一生中获得的最后一枚奖章。这一年他已经

85 岁。

隗有顺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

生、勤劳的一生，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留下来的

几枚军人徽章至今被儿女珍藏着。小小徽章彰显着一种永恒的

精神，也寄托着后人对他永远的敬仰与怀念。

（根据隗淑霞提供素材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