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定信念，抗日救国我辈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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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胜利归来后，1953年 10月，徐

亚球被分配到安徽省军区驻芜湖市师级单位

的文化总校任职。后又调任安徽省军区工作。

在省军区工作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

的事。那是 1958年9月，毛主席对安徽进行了

为期5天的视察。9月19日这一天，在稻香楼

宾馆礼堂，毛主席亲切接见了省军区校官以上

干部和省委处级以上干部，并和大家合影留

念。这张宝贵的照片，徐亚球至今珍藏着。

1966年1月，徐亚球接到安徽省军区党委

的通知，党中央决定并下达了我国要研制激光

武器的指令，要在安徽合肥筹建研制基地。徐

亚球接受分配，完成了从军队到国防科研工作

的转折。

1981年，徐亚球被分配到安徽省重点大

学安徽医学院（现已更名为安徽医科大学）担

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负责全校的党政

工作。初心永驻，徐亚球兢兢业业，履职尽

责，做好学院各项工作，还培养了很多高水平

的医学人才。

百岁人生，徐亚球用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

诚和拼搏奋斗，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也激励着年轻一代赓续传承，接续奋斗，

共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争取更大光荣。

■ 据《安徽画报》

获得的勋章及证书1955年授衔照片

百岁老战士徐亚球：
身经百战，初心永驻

徐亚球，1921年出生于江苏省沭阳

县，是安徽医科大学离休干部，也是一名参

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

老战士。百岁人生，初心不变。徐老与中

国共产党同龄，他用毕生践行的初心和使

命，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

■ 记者 吴承江/文

马启兵 张梅梅 杨硕/图

2021年 7月6日下午，在安徽医科大学

徐亚球的家里，老人身着挂满勋章的老式军

服，坐在沙发椅上静静等候安徽画报记者一

行的到来，“知道你们要来，爷爷早就换上

了他珍爱的军装，戴上了军帽。他现在身

体很好，对曾经的革命经历桩桩件件都记

得非常清楚。”负责照顾徐老的阿姨说道。

他生于革命家庭，父亲徐通甫于 1929

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坚定地信仰

共产主义，变卖了自家祖传的200多亩土

地，将钱款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徐

亚球幼年时就经常听到、看到地下党员秘

密传递情报和到城内、乡间张贴标语口号，

鼓动穷人打土豪、分田地，还看到过他们组

织地下武装暴动的情形，这使他从小就受

到革命的熏陶。

1932年，徐亚球初小毕业，考入当地

沭阳县城中心高等小学读书。1934年高

小毕业后，徐亚球报考淮安中学，成绩在

80分以上。由于当时校方作弊，在考试前

把考卷以20块银元一份的价格，卖给了有

钱有势人家，这些人家的孩子熟读了考题，

考出了90分以上被录取。而徐亚球考出

真才实学的成绩反而被排挤落榜，也因此

失学。他非常气愤，之后只能在家自学和

干点农活及家务。当时徐亚球心情郁闷，

不满国民党在教育等各方面的腐朽统治，

再加上多年受到父亲开展地下党活动的影

响，他开始产生了反对国民党的思想，并深

刻感觉到穷苦人要翻身就一定要闹革命。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1939年，日本人占领了沭阳县

城。18岁的徐亚球眼见国家满目疮

痍，愤而参加了父亲和大哥徐耀球、姐

夫郭筱山组织的民兵队伍，开始了抗

日游击活动。1940年，徐亚球参加了

八路军（后改编为新四军）。“随着革命

斗争的深入，自己的理想信念就更清

晰，更坚定了。”1942年10月，徐亚球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斗争中，徐亚球担任泗沭

县警卫团直属十二连政治指导员，先

后参加作战十次，率队取得了“三打

刘洪庄”的胜利，拔除了日伪在刘洪

庄的据点，在当地传为佳话。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

播《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了！在这极其艰苦的战斗

岁月中，我和我的战友们战斗在敌后

抗日的战场上，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

跨出的第一大步，也是我人生中的一

段辉煌历史。”徐亚球感慨地说道。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武

装干涉，并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应朝鲜劳动

党和政府的请求，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决策，迅速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作战。徐亚球奉命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

军区第九兵团26军88师、76师军法处长，随

所在部队入朝参战，成为“最可爱的人”。

26军进入朝鲜后，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

先后经历了4次大的战役和两场包围歼灭战，

取得了多次胜利。在徐亚球的记忆中，最难忘

的是镇守上甘岭北面武圣山时的情景。当时，

88师262团（后改为军特务团）坚守在这个阵

地上，8个月里，美军以2个团的步兵和数十辆

坦克及大炮飞机，进行了20多次的轮番轰炸，

向志愿军坚守的山头猛烈进攻，但一次次都被

志愿军打退。

当时部队在山地开山打洞，构筑工事，组

成防御体系，没有机械作业工具，战士们就用

铁锹和十字镐开山打洞。因为劳动强度太大，

十字镐磨成了小锤子，铁锹磨成了锅铲大小，

战士们的军衣也都拉扯得破烂不堪。有时，部

队的粮食供应不上，只有把后方运来的炒面当

干粮，战士们就抓起一把炒面，和着雪水吞

下。更困难的是，炒面也没有了，只能在山上

挖野菜充饥，“你看我的牙齿，都是假的哦。当

年在朝鲜没得吃，都是啃树皮、玉米杆子，后来

牙齿全部坏了。”徐亚球回忆道，祖国慰问团的

同志看到这样艰苦的场景，都忍不住流下了眼

泪。当询问大家有什么要求时，战士们一致说

道：“我们只要有粮食、子弹，就能坚持战斗，再

艰苦也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我们这种不畏强权、不怕艰难困苦、不怕

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才能做到。这

是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无法相比的！”徐亚球激

动地说。

家庭熏陶，
立志革命为民“翻身”

勇猛沉着，誓要打过长江去

1949 年 2 月，淮海战役胜利之

后，徐亚球所在的部队进驻安徽省宿

州市符离集一带休整。当时徐亚球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9兵

团30军 88师 262团 1营任教导员，

驻在符离集北面的长山镇宋大庄进

行军事、政治训练。

4月中央军委下发了数十条渡江

作战鼓动口号，其中有：“坚决勇猛沉

着向江南大进军”“打过长江去，解放

全中国”等。

徐亚球回忆说，渡江战役以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九兵团

的7个军共30万人组成中段突破集

团军，由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

林指挥，在裕溪口—马鞍山—芜湖—

枞阳镇段渡江，渡江后，歼灭正面之

敌，迅速东进，与东线集团军汇合，“我

所在的262团1营为师、团渡江突击

营，在无为县长江北岸的泥汊河渡江。”

4月 20 日晚，长江北岸万炮齐

发，信号弹的光亮映红了千里长江，

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徐亚球和战友

们扬帆起航，渡船借助人力和风力风

驰电掣，直扑南岸，并在预定的地点

顺利登陆，随后沿着江堤向东挺进。

4月22日，徐亚球所在的部队进驻芜

湖，宣布芜湖市全面解放。

经历的大小战斗数不胜数，作为

冲锋在渡江战役第一线的战士，成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见证人，每每

谈起峥嵘岁月，徐亚球无比自豪。

艰难困苦，
抗美援朝保家国

鞠躬尽瘁，
拼搏奋斗不停歇

徐亚球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