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9”词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祝

酒词吧。文友说标题写错了啦！我说

没有错，因为酒与九谐音。 新中国是

在 1949 年诞生的，我这辈子与数字

9 有缘，人生路上逢九必有福，所以

祝“9”词是这么来的。

安居乐业是老百姓最向往的美

好心愿。 可以说我是很早的安居得

益者。 从 1979 年的国庆节到 1999

年的国庆节，30 年里我的住房先后

搬了 3 次， 好比 3 级跳；10 年一跳，

房子越住越大， 实现了梦寐以求的

幸福跳跃。 过去我家八口人住 27 平

米， 属于人均 4 平米以下的住房困

难户，一盏 15 支光的电灯泡称“太

阳”， 一根 15 支光的日光灯叫“月

亮”。 没有婚房，唯一的办法是隔出

10 平方小间过渡一下。 分隔房子的

活儿尚未开展，一个好消息传来，市

民政局分了一间 13 平米的双亭子

间给我，有煤气无卫生条件较差。 在

居住普遍困难的情况下， 有这么一

间亭子间当婚房我很满足了。 住了

10 年，1989 年国庆前夕， 单位联建

的 6 层楼新公房竣工了， 我搬进了

45 平米的房子，两间卧室朝南，白天

阳光明媚，夜里温暖舒适。又住了 10

年，新公房面临旧改地区也要动迁。

1999 年是国庆 50 周年大庆，这年 5

月我和妻子到上海展览中心看房

展， 相中了某区新建小区的欧式住

宅，周边有 4 条市级林荫道，还有小

桥流水， 三级医院相距大约 400 米，

购物、出行都很方便。 立马签约，40

余万买下了 100 多平米的大房子，在

国庆期间入住了层高 3 米的新房。

大房子让人住得开心，幸福也装

得多了。 国庆期间我总要回放大阅

兵视频， 国庆 70 周年的阅兵场面最

恢弘、气势最非凡。 党旗、国旗、军旗

首次引领方阵如钢铁洪流滚滚向前，

令人振奋和自豪。 镜头中还有我的

老部队摩托化方阵接受习主席检阅。

强国强军才能富民，这种观念要入脑

入心。

国庆上街是少不了的， 到南京

路、静安寺、徐家汇一路看五星红旗

迎风飘扬， 点缀魔都和美丽中国，这

是最生动最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人

们载歌载舞，欢声笑语是最好的爱国

表情包。 今年迎接国庆 75 周年，一

个大亮点是中国的月球车到达月球

背面展开了五星红旗， 祖国伟大，在

不断地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我回到曾经工作过的江西中路

215 号老市政府大楼。 1949 年 5 月

间， 这里升起了上海第一面五星红

旗。 我的祝“9”词也与这个老地方颇

有渊源。 其实每个人的福运离不开

国运。 我很幸运自己长在红旗下，经

历改革开放，健康地活在新时代。 近

日在徐家汇港汇恒隆广场的一家饭

店聚会，聊起了我的国庆祝“9”词，大

家深有同感， 一起举杯祝福国庆 75

周年，盼中国式现代化早日实现！

我的国庆祝“9”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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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

中，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75 年的人生, 如同共和国

一样，既有艳阳高照的日子，也

有风雨袭扰的岁月。

我家世代贫农, 却有读书

的习惯，可谓耕读之家。兄妹七

人、 全家十一口， 生活甚是艰

难。 可父母时常对我们兄妹说:

“只要你们肯读书， 将来有出

息，我俩就是讨饭，也要供你们

读书！”毛主席曾说：“工农及其

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好

在那个年代, 我们贫下中农子

弟读书是花不了几个钱的。 上

小学，学杂费全免，只买几本书

和几张白纸自钉几个作业本就

行了。上中学和大学住校，不但

不收住宿费， 连伙食费也由国

家助学金解决了。记得 1964 年

我在安徽名校芜湖一中读高

中，冬季江城芜湖特别冷，我一

件旧棉袄又小又破， 班主任张

老师看我冷飕飕的样子， 叫我

写个报告,他在上面签个意见，

然后找学校总务主任批个字，

我领到了 5 元临时生活困难救

济费，做了件新棉袄，穿在身上

暖乎乎的。三年高中，我生活虽

艰苦，但精神却很充实，学校大

家庭温暖着我， 共产主义理想

的光辉照耀着我。 我学习刻苦,

成绩也较优秀。

在我的成长历程中， 虽也

有饥肠辘辘的时日和到农村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心力

交瘁的岁月，但我毕竟读完了

小学、中学和大学，走上了工

作岗位。 先到中师学校当教

师，后进县直机关当干部。 由

于工作勤奋,又能搞点文字，我

得到了组织的信任和社会的

认可，成了县里一名中层领导

干部，数次被评为学校和县直

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

作者， 受到了精神和物质奖

励。 一个世代贫农的儿子，成

了共和国一名国家干部，我无

比自豪和欣慰。

2009 年，我从县直机关领

导岗位上退下来， 身体还很健

朗，我想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

退休后光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是不够的，还必须老有所为。

“教育”与“宣传”是我之所

长，也是我之所好。我先是在本

县一所民办中学当顾问兼党支

部书记， 凭借自己曾在中等师

范学校当十年教师和教学领导

工作积累的经验， 我倾力“顾

问”学校的一切工作，当好办学

参谋。 后又受聘县报当业务指

导， 凭借自己在县委宣传部多

年的新闻实践， 我倾心指导年

轻记者、编辑采访、写稿、编稿。

再后来， 我担任县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团团长， 像当初在师范学校当

教师一样，我认真备课，给全县

青少年学生、机关青年干部、企

业青年职工讲课， 对他们进行

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思想道德

等方面教育。由于主题鲜明、事

例充分、逻辑严谨，受到一致好

评。 我被安徽省芜湖市关工委

评为“优秀报告员”、全市“百名

最佳五老”。 有人哀叹“夕阳无

限好,只是近黄昏。 ”而我要说：

“只是近黄昏，夕阳无限好。”我

决心趁无限好的夕阳， 抓紧落

日之前的时光，为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再做点贡献。

75 年，共和国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我从一名

翻身少年到知识青年， 再到有

为壮年和如今献余热的老年。

我与共和国同岁， 我与共

和国同行。 我心快哉！

同岁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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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共和国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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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兵

提起邬大为，您可能不知道，邬

大为是谁？ 提起将军邬大为，您可能

还是没有反应，邬大为是哪方将军？

辽宁大学陈涤非教授知道我喜

欢歌曲歌词，我一到沈阳，他就开车

往邬大为所住的将军楼而去， 中午

饭就定在他家门前的关东饭店。 只

见一位老人健步来，陈教授说：他 93

岁了。

我们在饭店落座， 他对我

说：上海蛮热啊，还是阿拉沈阳

风凉。 邬老竟然用标准的上海

话跟我聊天，原来他祖籍宁波，

小时候在上海生活过很多年，

1949年参军才离开南方。

邬大为的名字可谓如雷贯

耳， 他是中国著名歌词作家，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红星

歌》都是他的杰作。

当年是 1973 年，傅庚辰要参与

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拍摄，邀请邬

大为写主题歌。 邬大为推敲了好几

天，终于，《红星歌》从他的笔尖流淌

出来：“红星闪闪放光彩， 红星闪闪

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

辉照万代……” 这个歌其实是儿童

歌曲，一经播放，就在全国老百姓中

间爆红，几乎人人会哼会唱。

邬大为已经创作了 800 多首歌

词，然而最出名的还是《在那桃花盛

开的地方》。 我问：您怎么会写出这

首歌的？ 他沉吟片刻说： 还是 1970

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我到零

下 40 度的极其危险的战斗前沿访

问。 整个夜晚，放哨的士兵一直潜伏

着，一动都不能动，身体就像雪人似

的。 天亮了，他们可以撤离换岗。 我

问一个士兵：冷不冷？ 他说：冻得要

生病。 我问：这种最苦的时候你想到

了什么？ 他回答：我们这里到处是雪

花， 现在我的家乡马上是桃花盛开

的季节，想到那片片桃花，再冷再苦

也不觉得了。 邬大为长长地“哦”了

一声， 一首歌的歌名立刻跳入他的

脑海：《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离开

硝烟弥漫的前线， 邬大为回到

沈阳军区， 很快写出了全部歌

词：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

可爱的故乡， 桃树倒映在明静

的水面， 桃林环抱着秀丽的村

庄……

这首歌在全国传唱， 蒋大

为在春晚的舞台上就唱了 6 次

之多，名气大震。 陈涤非教授笑

道： 我们这个“为” 还不如他那个

“为”。

我们一起喝着小酒， 品尝着地

道的东北菜， 聆听邬大为讲述他到

朝鲜战场去工作的故事，他说：当战

士们把黄继光从枪眼上抱下来的时

候，他全身发白，真是“流尽了最后

一滴血”；他说：一位朝鲜少妇，脑袋

已经让弹片飞掉了， 还是抱着婴儿

在那里喂奶；他说在朝鲜战场，天天

泪流满面，天天惊心动魄……

2004 年 8 月，为了沈阳“浑河之

夏”音乐会的演出，93 岁的邬大为激

情喷发，创作了歌词《脱下军装还是

兵》和《浑河啊，我的母亲河》两首，

谱曲的是音乐家陈涤非， 由前进合

唱团和辽宁大学老年合唱团联合演

唱，受到了市民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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