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阮瑞雪
实习记者 成 红 韩钰

7 月 28 日，迎来了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记者走进李市镇黄
桷村，拜访 88 岁高龄的抗美
援朝老兵陈福祥。老人讲述
着当年的战斗故事，把我们
带回了那段保家卫国、浴血
战斗的岁月……

18 岁 参 加 抗 美 援
朝，外号“飞毛腿”

1932年1月，陈福祥出生
在李市镇黄桷村。1949 年 10
月 10 日，在地下党员堂兄的
动员下，他参军入伍，成为
原江津县李市区干队的一名
战士。进入部队后，他很快
熟练掌握了驾驶技术，担任
起警卫员一职，并通过在部
队 的 学 习 拿 到 了 初 中 文 凭 。
1951 年，陈福祥随李市区干
队参加了剿匪。

1952 年初，在经过 40 多
天的集训后，陈福祥赴朝参
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12 军
35 师 104 团高炮部队的一名运
输员，负责运输弹药等。

“ 一 到 朝 鲜 就 听 到 枪 炮
声、爆炸声不断，开始很害
怕 ， 但 后 来 慢 慢 就 习 惯
了 。” 陈 福 祥 回 忆 说 ， 行 走
在 硝 烟 四 起 的 朝 鲜 大 地 上 ，
眼前只有一片废墟，村庄只
剩下屋框，火光冲天。敌机
天天在头顶盘旋，像老鹰一
样，见到建筑就轰，见到志
愿军就炸，部队只能在夜晚
隐蔽行军。

“衣服要反着穿，而且只

能摸黑开车，很危险。”陈福
祥说，他一晚最远开了 15 公
里，此后战友便叫他“飞毛
腿”。

陈福祥坦言，战争不但
残酷而且条件艰苦。战事吃
紧时，他和战友们每天只能
吃一顿饭，朝鲜的冬天特别
寒冷，放在包里的馒头拿出
来一捏就碎成渣，只能就着
雪水才能下咽。“敌人来了，
饿着肚子也要继续打仗。”陈
福祥说。

朝鲜山多且高，前沿阵
地缺武器弹药、食品、水等
物资时，作为运输员的陈福
祥，只能和战友一起冒着战
火驾车运送弹药，有时甚至
得用肩背手扛的方式才能躲
过枪林弹雨，将物资安全送
达。

1952 年 6 月 25 日 的 板 桥
保卫战，让陈福祥至今记忆
犹新。当时，前线急需作战
物资，陈福祥接到任务，要
在最短时间内，和同行的一
名翻译官及一名朝鲜百姓一
起，将炮弹运送到高山上的
前线支援作战。当时天气寒
冷无比，汽车经常熄火，山
路崎岖不平，坑洼密布，甚
至有的地方载重车根本无法
通行，加之敌军 100 多架飞机
不断轰炸，一路上他们三人
排除万难，终于将弹药送至
阵地。

此时，阵地上已弹尽粮
绝，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

陈福祥送达弹药后顾不
上悲伤，立即投入战斗。这
一次弹药的及时补给扭转了
战斗局面，事后 12 军军长拍
着陈福祥的肩膀说：“都是你

的功劳呀！”陈福祥也因此战
立下了二等功。

一场场惨烈的战斗在陈
福祥的生命中留下了难以磨
灭的印记。至今，他还保留
着当兵时的生活作息，几十
年来雷打不动。而当初长期
在朝鲜地下防空洞里隐蔽的
经历，也给他留下了严重的
病 根 ， 如 今 每 逢 阴 雨 天 气 ，
身上各处关节总是隐隐作痛。

战场上机智英勇，三
次死里逃生

在 硝 烟 弥 漫 的 战 场 上 ，
陈福祥先后三次死里逃生。

第一次是在青松岭。那
场战斗，我军处于下风，当
时 志 愿 军 准 备 从 青 松 岭 撤
退，情况十分危急。好不容
易挺下来的战友一边顶着枪
炮，一边把身上的东西一一
扔下，最大限度减少负重以
加速撤退。

“当时我们什么东西都扔
完了，皮带都不要了，我就
剩了跟铁棍在身上，敌军用
机枪疯狂扫射，我身旁的人
被打中，一个个倒下，但我
凭 着 ‘ 飞 毛 腿 ’ 成 功 躲 过
了。”陈福祥说，那场战斗牺
牲了不少战友，战况惨烈。

第二次是在汉城 （今韩
国首尔）。从汉城撤出途中，
陈福祥所在的部队一晚急速
行军 60 公里，因为夜晚摸黑
行军，部队走进了一个山坳
里，敌军见此状况，立马展
开猛烈攻势，炮弹接连落下
爆炸。激烈的战斗后，志愿
军伤亡惨重，陈福祥的身上
沾满了不知是自己还是战友

的鲜血。
说到这段往事时，陈福

祥弓着身子不断摇头，连连
摆 手 说 ：“ 不 提 了 ， 不 提
了。”痛苦的回忆至今仍是他
心里的隐痛。

第 三 次 是 在 反 细 菌 战
中。1953 年已进入抗美援朝
战 争 后 期 ， 敌 军 见 形 势 不
利，竟然采用细菌武器对志
愿 军 和 朝 鲜 人 民 进 行 攻 击 。

“他们用飞机投弹，炸弹炸落
到 地 面 炸 开 后 就 是 毒 蛇 老
鼠，全都带有细菌，一旦被
咬 就 会 中 毒 身 亡 。” 陈 福 祥
说，因为自己是重庆人不怕
蛇，便挽起衣袖、光着膀子
上去抓。

在抓毒蛇的过程中，陈
福祥的手臂沾上了毒蛇皮肤
上的细菌导致感染，手臂和
前 胸 长 满 疙 瘩 ， 四 肢 高 肿 ，

“那一次差点要了我的命。”
这次的英勇表现让陈福祥立
下了三等功。

转业后继续当运输
员，未提过任何要求

激烈的战场总是残酷无
情，无数英雄先烈牺牲在异国
他乡。陈福祥说，自己从战场
上捡回了一条命，当年和他一
批前往朝鲜的战友却没这么幸
运，62 人参战，回来时只剩 2
人，他就是其中一个。

1958 年转业后，陈福祥
和 妻 子 回 到 老 家 李 市 ， 继
续 干 运 输 员 的 老 本 行 ， 如
今 老 两 口 在 黄 桷 村 过 着 平
淡 宁 静 的 生 活 。 谈 起 这 位
功 勋 不 俗 的 老 兵 ， 李 市 镇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站 工 作 人 员
邹 开 华 很 是 佩 服 ， 他 说 ，
陈 福 祥 老 人 几 十 年 来 从 未
向他们提过任何要求。

临走时，记者提出为陈
福祥拍照，老人努力地坐直
身 体 ， 把 迷 彩 短 袖 整 理 好
后，注视着镜头敬了个标准
军礼。

——访抗美援朝老兵陈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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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邓浩 贺奎）
7 月 29 日至 30 日，“扶贫印记”
2020 重庆视觉扶贫行动走进我
区贾嗣镇龙山村，来自重庆市主
流媒体及区摄影家协会的近 30
名摄影记者和摄影师，用“长枪
短炮”和文字记录当地脱贫攻坚
成果。

“扶贫印记”——2020 重庆
视觉扶贫行动由重庆市扶贫办、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市摄影
家协会、重庆市新闻摄影学会主
办。活动将持续至年底，邀请来
自中国摄影家协会、重庆市摄影
家协会、各区县摄影家协会的优
秀摄影师深入全市 35 个贫困乡
村进行拍摄。

龙山村位于贾嗣镇南部，
2014 年 被 列 为 重 庆 市 级 贫 困
村。近年来，该村积极完善基
础设施，聚焦产业发展，探索
消费扶贫，加大对贫困户的扶
志 扶 智 ， 激 活 了 脱 贫 内 生 动
力。随着一批批贫困户的顺利
脱贫，龙山村不仅顺利脱贫摘

帽，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村
旅游胜地，因而成为此次活动
拍摄的主体。

活动中，主办方向龙山村捐
赠了便携式摄影棚，参加活动的
摄影家现场演示了便携式摄影棚
的使用方法。随后，区摄影家协
会的 10 位摄影家与龙山村的 10
位建卡贫困户结为影像帮扶对
子。未来，这些摄影家将不定期
回访，持续用镜头对准结对帮扶
的建卡贫困户，记录他们的生产
生活，并在就业和农产品销售方
面为他们提供帮助，助力贫困户
实现脱贫增收。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视觉重
庆副总经理陆纲表示，希望通
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全景展示
龙山村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的成果和脱贫攻坚工
作中的举措，贫困户脱贫典型
案例以及扶贫干部的风采，并
形成帮扶机制，带动当地旅游
及农产品销售，助推贫困群众
实现脱贫增收。

“民法典”走进乡村院坝

以案释法让群众听得懂
本报讯 （记 者 邓浩 实 习 记 者 梅本鑫 江幽

蓓 通 讯 员 江宇 曾红晓）“ 乡亲们，民法典是我
国 首 部 法 典 化 法 律 ， 与 大 家 生 活 、 工 作 息 息 相
关，希望大家认真听，学会运法律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日前，油溪镇在大坡村佛陀寺大院开展以

“宣传民法典”为主题的院坝会，向村民讲解法律
知识，解民忧。

“大爷，您家有几个子女？”“若房子存款全都
留给大儿子，您认为其他几个子女还该不该赡养
您？”当天现场，油溪镇司法所宣传人员以通俗易懂
的语言、贴近生活的问题、有奖问答的方式，为群
众讲解法律知识。同时，宣传人员就民法典中有关
婚姻家庭、劳动合同、侵权赔偿、以及 《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 等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向参与
群众讲解、宣传，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
着，让民法典成为大家的“生活指南”。

“院坝会讲得好，我回去要把今天领到的资料给
儿子看看，我们一家人再好好的学习……”散会后，
大坡村一位老大爷高兴地说。

截至目前，油溪镇通过院坝会、入户宣传等
方式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累计参与群众约
480 人次。接下来，该镇将根据天气情况的变化，
调整宣传时间，进一步将“民法典”宣传到、宣
传好。

“高考背后的故事”征集启动

30个中奖机会等着你
本报讯 （记者 施婉莹 实习记者 张月河） 高考

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高考，它包含了学生们
在实现梦想路上的坚持与努力，也包含了家长、老
师等在背后的默默付出和鼓励。相信很多市民朋友
们都有着关于高考的难忘故事。即日起至 8 月 4 日，
区融媒体中心最江津 APP、江津网微信公众号开展

“高考背后的故事”线上有奖话题活动，大家快来参
加有奖互动，分享难忘的高考故事。

市民朋友可围绕“高考背后的故事”这一主题，
在最江津 APP 津友圈栏目发表文字、图片或视频，
或者在江津网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下方留言，分享
自己或身边的人 （朋友，亲人，学生等） 的高考故
事。比如：为了高考所付出的努力，高中三年发生
的感人或有趣的小故事，对于高考的想法等。

区融媒体中心相关平台将综合照片质量、文字说
明、点赞评论数等各项因素，挑选出 30 名网友获
奖，奖品为扬百利杨梅果汁饮料。获奖名单将于 8 月
5 日在最江津 APP 津友圈栏目公布。领奖时间为 8 月
10 日至 8 月 14 日 （9 时至 12 时，14 时 30 分至 18 时），
网友需在领奖期间内，凭借个人信息到区融媒体中
心运营部701 办公室领取奖品，逾期视为无效。

抗美援朝老兵陈福祥 记者 阮瑞雪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婉龄 通
讯员 王艺蒲） 老兵，你是否
怀揣创业梦想？现在机会来
了，昨日，记者从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获悉，市退役军人
创业创新大赛启动，从即日
起到 8 月 5 日，符合条件的企
业 （团队） 均可报名。

此次比赛以“展退役军

人风采 立创新创业潮头”为
主题，旨在促进退役军人创
业创新，搭建退役军人创业
创新平台，展示退役军人风
采 ， 营 造 良 好 创 业 创 新 环
境 。 同 时 营 造 “ 大 众 创 业 、
万众创新”和“尊崇退役军
人”的良好氛围。

报 名 参 赛 的 企 业 （团

队） 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
国 家 产 业 政 策 ， 经 营 规 范 ，
社 会 信 誉 良 好 ， 无 不 良 记
录，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
产权。参赛企业 （团队） 创
始 人 或 核 心 成 员 为 退 役 军
人，且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大赛设“新兴产业”“传
统产业及生活服务业”和“现

代农业”等 3 个行业赛及“精
准扶贫”“创新团队”2个专项
赛，共 5 个项目类别。大赛分
为报名、初审、复审、初赛、
复赛、全国决赛六个阶段。

我 区 将 承 办 “ 现 代 农
业”行业赛，复赛阶段由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组 织 实 施 。
大赛奖项分为参赛奖项、优

秀创业导师奖和组织奖。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在获奖企业
（团 队） 入 驻 园 区 、 贴 息 贷
款、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优
先扶持。

如 何报名？有意向的市
民 可 填 写 商 业 计 划 书 和 报
名表 （下载网址：http://tyjrswj.
cq.gov.cn） ，发 送 至 邮 箱
13198501@qq.com。商业计划
书需完整地阐释项目的技术、
市场前景、经营策略、未来
规 划 ， 并 展 示 团 队 成 员 情
况。有疑问的市民还可拨打
电话023-65556305 进行咨询。

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启动

5个项目类别等你来报名

民法典律师宣讲团成立

“八进”宣讲活动常态化
本报讯 （记者 周杭 通讯员 杨伟 苏杨洋）“民

法典是如何从‘法’到‘典’的？”“高空坠物谁来
担责？”“我能反对隔壁邻居在家开店吗？”近日，经
各律师事务所推荐和律师自荐，我区成立了一支由
33 名律师组成的民法典律师宣讲团，旨在发动专业
律师面向全区进行系统化、常态化宣讲民法典。

为了从多个角度全方面宣讲民法典，民法典宣
讲团将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优势，采取专题讲座、微
信推送、现场法律咨询等形式，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鲜活生动的事例，对民法典中的合同、人格
权、婚姻家庭等各个分编要点进行深入解读，真正
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有效保护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不仅如此，为能够广泛普及和传播民法典，切
实推行民法典实施，民法典律师宣讲团还通过普法
云课堂，线下线上结合，开展以案说“典”，加强民
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深入学习民法
典，营造全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让民
法典的权利意识、规则意识、诚信意识、和谐意识
成为社会群众处理各种事务和日常生活的准则。

区司法局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多形式开展民
法典普法工作，将其作为“八五”普法工作的重点
来抓，充分发挥律师宣讲团作用，深入开展民法典
宣讲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
进军营、进网络、进监所等“八进”活动，努力使
民法典融入各阶层、各领域、各角落。

帅乡双拥

“扶贫印记”走进江津

用镜头记录脱贫攻坚成果

10名摄影家与龙山村的10名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 记者 贺奎 摄学论述抓整改促落实 江津脱贫攻坚在行动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法治江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