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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薛亮 ｜ 美编 张千 ｜ 校对 高敏A04 看无锡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5年，94岁的董振泰正是在新中

国成立的那一年入的党，他的党龄也正好是75年。他先后获淮海

战役纪念章、渡江胜利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等荣誉勋章。

他常言，无锡是他人生和军旅生涯的福地，他奉献光和热并在

此安度晚年。这75年里，从部队离休后又到居委会工作近12年。

无论在哪个岗位，他始终牢记党的嘱托，把人民装在自己的心中。

“我妈给新四军‘方司令’家的新
生儿喂奶，他送给我妈一块银圆。我
妈生前将银圆交给我保管，这块银圆
一直在我们家珍藏着，至今有81年
了。”7月1日，家住宜兴太华镇乾元村
年逾古稀的王秀仙老人，向记者展示
了这块银圆，讲述了它背后的故事。

太华山区是新四军战斗过的地
方，太华山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
纪念馆就建在太华山下龙珠湖畔。

据王秀仙老人讲述，81年前的一
天，风雪交加，“方司令”和方嫂带着
刚出生不久的新生儿来到太华山村
王家园。因为产妇身体虚弱，没有奶
水，找到王秀仙的妈妈求助。当时，
王秀仙的妈妈刚生下王秀仙的姐
姐。当晚，“方司令”一家人在王家园
留宿，翌日便翻山越岭前往安徽境
内。王秀仙的妈妈为新四军的后代
两次喂奶，将舍不得给自己孩子吃的
两个鸡蛋给了方嫂，并连夜为方嫂赶
制了一双棉鞋，棉鞋的两只鞋底分别
由王家园的妇女汤根娣、蒋全皎完
成。临别时，“方司令”给了王家人一
块银圆，感谢“奶娘”的照顾和帮助。
王秀仙的父亲临时砍毛竹赶制了一
副担架，一同护送“方司令”一家人转
移。在接近安徽广德境内的一处山
岭时，遭遇日军炮弹袭击。危急时
刻，“方司令”将王秀仙的父亲劝返。

“我妈妈77岁时去世，如果她在
世，今年应该是107岁。妈妈临终前
将这块银圆交给我，叮嘱我保管好、
传下去。”王秀仙老人说。她告诉记
者，大概在10多年前，“方司令”的儿
子曾经到乾元村来寻访当年“奶娘”
的下落。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一段历
史，王家人因此错过了与这位新四军
后代“重逢”的机会。

饱含着军民鱼水深情的这块银
圆，面额为200文，正面有“四川造币
厂造”字样。

“方司令”是谁？记者从新四军
研究资料当中得到准确的说法。据
资料记载，“方司令”化名方自强，原
名刘别生，系新四军十六旅（江浙军
区第一纵队）四十八团（第三支队）团
长。 （何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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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1月，我即将前往军
休所安度晚年。这时，101医院政
治处主任和干事多次上门动员我
到地方上参加居委会工作。我当
时觉得有点难，自己干过医护、政
治工作，但从没有过地方工作经
验，也听不懂无锡话。好多老同
事、老朋友也劝我，居委会都是婆
婆妈妈的事，干不好会自毁名声。
那时，岳父生病，我还要照顾他，家
中也不太愿意我再去工作。

虽然千难万难，但我想，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革命军
人，是党和国家培养的，始终要牢
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既然组织有需要，我应该为无锡的
建设做一点贡献，服务好大家。

1986年11月，我来到红星居
委担任居委会副主任兼治保主任，

还当过调解主任。不知道如何走
访居民，我就向户籍警小李学习，
建立居委会户口册。当时打防疫
针，要发打针票，我就挨家挨户上
门，慢慢地和居民熟悉了起来。

在这些岗位上，我多次被评为
先进。1989年至1998年，我三次
被选为居委会主任。1991年，我
还担任了溪南军休所首届管委会
主任，服务离退休干部。我一边
在红星居委会工作，一边还要回溪
南开会。那时两边不通公交车，我
刚刚学会了骑自行车，路上还常
常摔跤。

这一生中，我和夫人对子女有
亏欠，工作时常常一吃完晚饭就跑
到办公室忙工作，孩子们的生活全
靠岳母等人照顾。但人的一生很
难两全。我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和群众打成一片记在心
中。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自己
无愧于当时的入党誓言。

在战争岁月中，我几次来到无
锡，与这座江南城市的缘分有点特
别。1949年4月23日，无锡和平
解放，我们作为医疗团队，比大部
队晚一些到达。当时，我们从靖江
的八圩港渡江，4月底到达无锡石
塘湾，收治转运了郎（溪）广（德）围
歼战斗中负伤的926名伤员。这
是我第一次到无锡，也是我到江南
的第一站。

之后，医院从无锡到太仓、常
熟等地，接收上海战役的伤病员。
6月初，医院又回到无锡洛社进行
休整。我有时会随司务长到无锡
城里采购伙食。战时任务重，常要
步行很久，我在执行任务时吃苦耐
劳，做事不打折扣。同志们都认为

我表现不错。6月12日，六中队党
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接受我为候补
党员，整个中队就我一个人。当年
底，我成为正式共产党员。第二次
无锡之行，成了我政治生涯的起
点。从此，我把无锡视作生命中的
福地。

1950年2月，第27军有一批
指战员在游泳训练时，感染了血吸
虫病。医院就从无锡洛社移防到
当时嘉兴专区的嘉善县收治这批
战士。当时，染病的指战员有5000
多名，在我们的精心治疗下，全都治
好了，这也是一项空前的成果。

我第三次到无锡，已是1982
年底。当时的101医院政委离休，
我成为101医院的副政委，主持医

院政治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我发
起过军民共建，和当时的黄巷卫生
院结对，在医疗技术上给他们帮
助，同时还在医疗器材上给予他们
支持。

1983年8月，南京军区后勤部
批准我离职休养，但实际上，我并
不知情，依然在工作着。当年 9
月，领导派我到上海市移交转业干
部。1984年9月，我又接到命令去
北京、天津两市移交转业干部，并
担任两市移交组组长。这时我才
知道，组织已批准我离职休养，并
在去京、津前补办了离休手续。我
圆满完成了两次移交转干任务，达
到“三满意”，即转业干部、军队、地
方政府三方满意。

我出生于1930年10月，是淮
安板闸镇东街董何巷人。淮安是
周总理的故乡，也是生我养我的
故里。我们家主要做小生意——
灯笼里的小蜡烛、夏天用的小蚊
香，日子过得很艰难。我在纺纱
厂当学徒，后来又在城隍庙街摆
过香烟摊。10岁，我们家搬到了
淮安城里，姨父和姨母把他们家
的小粮店转给我们，让我们能维
持生计。

1941年10月，参加了新四军
的舅舅把哥哥董振国带出去参加
革命，外婆、舅妈等人都去了解放
区。1946年 5月，哥哥回家乡探
亲。6月初，他带着不到16岁的
我到沭阳参加革命。我成为《淮
海报》报社的通讯员。

1947年 2月，华东部队统一
整编，我被分配到华东野战军卫
生部政治部文工团。后来，整编
团领导让我到华东野战军卫生部

第二野战医院卫校学习。1948
年4月，我从卫校毕业，分配到医
院七大队六中队任卫生员。

我跟随陈毅、粟裕出击中原，
东渡黄河，参加豫东、济南、淮南、
渡江、上海战役，参加了重大战役
的救护工作。1951年 6月，医院
收治抗美援朝志愿军伤病员时，
我担任重伤组组长。在一次次战
争的洗礼下，我不断受到教育，革
命觉悟也大大提升。

这一块银圆
在宜兴传承81年
新四军后代寻访未果
背后故事军民情深

讲述人：董振泰 94岁
整理：记者 黄孝萍

↑董老在家中。（黄孝萍 摄）
走上革命道路： 16岁不到，我当上了通讯员

与无锡的不解之缘： 政治生涯从这里起步

离休后继续发光发热： 当起了居委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