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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至今扶危济困不间断

1952年，左文平拜托回国
结婚的战友从辽宁省安东市买
了200本笔记本、200支铅笔带
回朝鲜，在帮助驻地村庄整修
好了多处小学、修理好桌椅凳
子后，把本子和笔送给了那里
的学生，鼓励他们从战争的阴
影中走出来，建设美好的明天。

在左文平等老一辈革命者
眼中，军民鱼水情已经融入血
液。革命战争年代，军民一家
亲，帮助老乡建房子、搞生产，
这一路走来，扶危济困，关爱他
人已经成为了左文平眼中党员
的“必修课”。

1976年，转业回到沂源的
左文平首先想到的就是报恩，
感谢这几十年来村里人对家人
的帮助和照顾。从上世纪九十
年代起，看到村里还是土路，左
文平带头捐钱修水泥路；村里
架电，买变压器有5000多元的
资金缺口，他二话没说就掏上
钱；村里盖办公室，他交上2000
元的“赞助费”，建好了，家具和
椅子又是他添置的……这些
年，大到修路、架电，小到给每
位老人购买羽绒被、蚊帐、拐
棍、收音机等生活用品，他为村
里人办得妥妥帖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看到
有的农村学生上不起学，左文
平开始拿出自己的工资帮助困
难学生。1979年，左文平资助
了邻村一名困难学生，学生家
长见他一次就谢一次，让他很
是为难，为了减轻受助者的心
理负担，他开始到民政部门寻
找需要资助的学生，把捐助的
衣物和钱款请民政部门转交。

本以为保密工作做得很
好，可还是有人找上了门。上
世纪九十年代，沂源县东里镇
的两名学生通过大学收到的邮
件地址找到民政局，问到了左

文平的地址，登门表达了感谢。
于是，左文平开始通过看报纸
和新闻搜集需要资助的学生姓
名和学校地址，匿名寄衣服
和钱。

捐资助学仅仅是左文平热
心公益的一个方面，关心别人、
关爱大家已经成为了他的习
惯。天气冷了，他首先想到的
是农村老人有没有厚衣服穿。
2019年10月份，沂源县南鲁山
镇车场村的老人就收到他捐赠
的70多件衣服。东北水灾，他
把儿女们过生日送的皮大衣、
羽绒服等衣服捐给了灾区；汶
川地震、南方水灾……多年下
来，快递小哥已经成了左家的
常客。左文平的工资卡上没有
多少余额，他说这多亏老伴的
理解和支持，她是自己的终身

“战友”。

义务宣讲传承红色基因

1992年10月，左文平从税
务部门调研员的位置上离休，
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老人终

于可以安享晚年，但有一件事
却让他寝食难安——— 他想起了
战友的嘱托。

“我们都是大老粗，没上过
学，就你是个文化人，你这个做
排长的要是活着，就把我们的
经历写本书，留给后代。”战友
们在朝鲜战场上对左文平说的
话，他一直没有忘记。为了完
成战友们的遗愿，让更多人了
解那段历史，左文平开始着手
写书，一系列难题接踵而至。

参加革命前，左文平只上
过两年小学，虽然后来在部队
学习过文化知识，但他没有写
作功底，更何况几十年过去了，
要把当年的情况一点点从脑海
里梳理出来，对于年近七十的
老人来说，谈何容易。儿女们
为了他的身体，也反对写书，生
怕他想起战争年代的事情，一
激动身体出现状况。

面对家人的不支持，左文
平开始了“抗争”。他把自己锁
在屋子里，用无声的抗议换来
了家人的妥协。家人还为他买
来了字典。

从此，左文平开始了人生
中最艰难的征程，不会写的字，
他就查字典，时常为了一个字、
一个词，反复查找，有时候还跑
到学校里请教老师。可是左文
平自己不会标注标点符号，这
可如何是好？这时候，读过高
中的老伴曹建云默默拾起草
稿，当起了他的写作秘书。

为了准确再现当年的事
件，左文平又作出了一个重大
决定——— 重走战争路，寻找过
去的战友。儿子儿媳开着车带
着左文平和老伴回到了他以前
战斗过的地方，用了整整三年
的时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足迹遍布全国20个省市。每到
一处寻访，他都仔细记录下来，
每次找到一个还在世的战友，
就如同见了久别的亲人。在徐
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左文平在
英烈名录中看到昔日战友的名
字，回忆起当年的战斗，他流下
了热泪，心情激动得昏厥了过
去……

左文平一点一点艰难前
行，终于，一段段尘封的历史被
真实还原，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跃然纸上。

在翻烂了四本字典、攻克
了一个个难题后，历时13个春
秋，篇幅90余万字的《激情岁
月》于2006年出版，记录了从抗
战到全国解放，左文平和战友
南征北战、驰骋疆场的战斗经
历。书籍出版后被多家市级档
案馆收藏。

写书不仅仅是完成战友的
遗愿，更多的是要号召年轻一
辈传承革命精神，成长为国家
的栋梁。写书的间隙，左文平
做起了志愿者、红色宣讲员，进
机关、进工厂、进学校，宣传党
的政策，讲述战斗故事。左文
平说，那不是他一个人的故事，
是无数战友们的共同经历，他
要让现在的孩子们知道抗战历

史，知道那些浴血奋战的故事，
了解新中国是怎么成立的。通
过革命传统教育，把我们血液
里的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
去，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此外，左文平还把收藏的
上百件与革命有关的文件、物
品无偿捐赠给沂源县档案馆，
让更多的人了解幸福生活的来
之不易，珍惜当下，努力奋斗。

带动身边人乐于助人

1948年，左文平成为了一
名共产党员。“永远跟党走”是
左文平在心里默默许下的
誓言。

从入党五十周年开始，左
文平每一个十年都会向党组织
缴纳一笔大额党费。2018年入
党七十周年，他一次性缴纳了1
万元党费。2020年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后，年近九旬的左文平
又把1万元现金送到了县红十
字会，助力武汉战“疫”。他说，
为国出力是一个军人的荣耀，
抗击疫情不能少了他这个老
兵，如果年轻个几十岁，他也和
大家一起去武汉支援。

在捐款的同时，左文平还
告诫儿女、孙辈要听党的话，不
聚餐、不聚集，有能力的要多帮
忙、多捐赠，不能给政府添乱。

老兵左文平捐款的举动在
当地传播起了一股正能量，沂
源的退役军人们纷纷行动起
来，捐款捐物、志愿执勤、消毒
消杀，成为全民战“疫”中最亮
丽的风景。

“从一名老兵到红色志愿
者，他一直在履行党员的使命
和担当。”接收左文平史料的沂
源县档案馆工作人员如是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徐晓会

修路助学回报家乡父老 义务宣讲传承红色基因

左文平：戎马卫家国 一生报党恩
第八届全省道德模范左文平是沂源县税务局一名离休干部，他出生于1932年，10岁参加抗日儿童团，14岁参军入伍，先后参加

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1976年，左文平转业回到沂源后，撰写了《激情岁月》《沂河之子》等书刊弘扬革命精神，从一
名老兵转身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播者、热心公益的志愿者。

第八届全省道德模范中的淄博人

左文平的家庭获得了“五好家庭”荣誉。 资料照片

左文平正带着学生们参观抗战时期的老物件。 资料照片 左文平正在跟老伴讲解曾经获得的荣誉。 资料照片

从一名老兵到红色志愿者，他一直在履行党员的使命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