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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针拥军心，线线牵挂情。头发花
白的耄耋老人坐在镜头前，双手捧着
她青年时期一针一线缝制的老鞋底，
眼中含着泪光，向记者讲述她心中的
故事。
这位 90岁高龄的老党员叫王修

峰，她十八岁就瞒着父母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在村中做后方工作。当这两双见
证历史的老鞋底在橱柜的最深处被找
到时，老人仿佛又变回了当年那个积极
工作、只为贡献革命力量的青妇队长。

日本部队打砸抢
穷苦百姓真遭殃
平度白沙河街道尚河头村一座老

房子中，90岁高龄的老党员王修峰正
坐在竹编沙发上，她头发花白，时光在
她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皱纹，但她的眼
睛炯炯有神，说话口齿清晰，说到激动
处挥舞双手。
“小时候日子苦，咱们被压迫得喘
不动气，那时我就十来岁，日本侵略者
进村里，打人、抢东西，净搞破坏，穷苦
百姓真是跟着遭殃。”回忆起那个水深
火热的年代，老人说，她之前是芝坊村
的，当年日本人侵略平度，进村后，在
村子中大肆破坏。“搬得动的都砸了，
门板卸下来烧火，橱柜也砸了，什么都
不留。”他们残暴非常，用刺刀挑了还
没长大的白菜，割下大葱的葱绿扔掉葱
白，在村子里随便抓村民的鸡鸭在锅里
煮着吃，“可恨那些人，吃完了之后在
灶台上泼粪，也不让我们吃！”
老人还说日本兵在村里大喊大叫，

遇到人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就会恼羞成
怒杀人，白晃晃的刺刀穿进胸膛，毫不
留情，“有的日本兵知道有人躲在水井
的地道里，就放毒气想把人毒死，下面
的人根本不敢探头。”

“还乡团”反攻倒算
发誓入党献身革命
“后来日本兵战败了，又来了国民
党反动派，老百姓还是没有过上好日
子，而且在村子里滥杀无辜！”老人说。

1947年，国民党部队占据平度，
率“还乡团”进行反攻倒算，在村中烧
杀抢掠，老人的十三个要好姐妹也不幸
遇害。“他们这些人太坏了，把这十三
个姊妹抓到田里，一刀一个都砍了头，
她们牺牲了，我要给她们报仇！”老人
回忆起往事，情绪激动起来。
老人回忆说，姐妹们牺牲后，她一

直将仇恨埋在心中，想方设法为敌后工
作提供便利，“那时候我们也听到宣
讲，说共产党是为了穷苦老百姓，所以
打心眼里就想向党组织靠拢。后来工作
做多了，就有人单独找到我，问我想不
想入党，我说想；又问我为什么入党，
我说我要报仇；问我入党了干什么，我
说为国家做工作；问我入党害不害怕，
我说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正是
因为王修峰一直怀着这样的信念，
1949年，党组织终于同意发展她为党
员。
“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哥哥也是党
员。”老人回忆，当时入党工作都是秘
密进行的，父母都不知晓，她只记得哥
哥有时出了门就不见踪影，直到组织同
意她入党后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哥哥也
是党员。“哎呀妹妹，你也来入党了！”
老人模仿着当时哥哥的语气，那种惊喜
和欣慰记忆犹新。

成为党员后，老人更加积极地参加
革命工作。前线在打仗，他们就在后方
做好保障。“那时候，有伤员我们就去
送鸡蛋，家里有鸡蛋的都拿去给伤员
吃，家里没有鸡蛋的就拿钱去买！他们
是打仗的人，只有有人打仗，我们在后
方才能平平安安不被人欺负、才有粮食
吃。”

大针小针缝军鞋
多年珍藏当成宝
后来，因为工作积极，老人在平度

县芝坊村做了青妇队长，全心全意地辅
助前线干革命。老人回忆，平度解放后
其实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前方还在打
仗，村里的青年去参军需要穿鞋，前线
的战士更需要穿鞋。“那时候的鞋底，
比现在的硬多了。我们拿着很多布，一
层层地纳，用糨糊粘牢。大针小针一起
做，要做这么厚！”老人一边说，一边用
手比画着。作为青妇队长的她，带领着
一队姑娘做鞋底，战士穿的鞋当然马虎
不得，她们一队人做了十几天，白天做
鞋帮，晚上就纳鞋底，昼夜不停，“一两
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得分配下去做，做
了十几天，做了四五十双鞋”。老人对
着门口的儿媳说，“在橱柜的最里面，

你去摸摸（找找）！”
老人的儿媳将老人所说的地方找

了个遍，还是没有找到，老人急得大声
说：“在最里面的缝里！”正当在场的人
怀疑老人是否记错了的时候，老人的三
儿子将橱柜的抽屉拿出来，费力地将手
伸到最底层的夹缝里寻找。果然，两双
稍微有些变色的老鞋底被找到了。儿媳
将鞋底接过来，打算拿到院子中用鞋刷
处理一下上面的灰尘。老人在屋里探头
看着，急切地说：“别刷它，别用水刷
它！”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件无价之宝，
“我生怕他们给我弄丢了，就一直放在
老柜子里珍藏着！”
带着尘封几十年的灰土气味，这两

双上世纪40年代的老鞋底展现在记者
眼前。老人接过鞋底，一边展示一边
说，“好几层，一针针地缝，用那种大针
戳进去，缝好了再用小针缝。”这两双
老鞋底，硬得完全掰不动，掉在地上会
发出闷闷的声音，显示着它的坚硬和缝
制者的艰辛。细细密密的针脚布满了鞋
底两面，能够清晰地辨出老人说的大针
和小针穿过的痕迹。老人捧着鞋底，像
捧着稀世宝贝一样，眼中含着晶莹的
光。“这是做完了剩下的，剩下了这四
个，留着它”，老人笑着说，“留着做个
纪念。”

回忆过去艰难岁月
生活幸福感谢党恩
后来老人从芝坊村嫁到了尚河头

村。工作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不再担
任芝坊村的青妇队长，面对新的环境，
老人依然保持初心，带头积极投身到尚
河头村的劳动建设中。“入党不是为了
当官，不管在什么位置，都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王修峰说。
当记者问起现在的生活如何时，老

人告诉记者，“以前吃糠咽菜，连地瓜
干都吃不上，现在吃饭配炒菜，白馒头
天天有。真的不敢想，会有这样的生
活。”对于现在的生活，老人很知足，她
告诉记者，现在的生活翻天覆地，新中
国成立后，日子一天比一天强，早年什
么罪都受了，现在活一天享福一天。
“感谢共产党，真的没想到能有今天的
生活！”说着这话，老人眼中泛起了感
激的泪花。

目睹13个姐妹被害，发誓献身革命
90岁老党员王修峰捧出珍藏多年的拥军鞋底，细密针脚见证革命力量

老人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拥军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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