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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崔荣华的带动下，汝州广大青年学生踊跃报名，积极

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抗美爱国运动中去。在这场声势浩

大的群众运动中，汝州有2万多名青年、学生报名，要求参军

参战，经过体检、政审把关，有850名青年被批准参加中国人

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有65位汝州籍优秀战士为祖国献出了

他们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涌现出了劳动模范许牛娃、战斗

英雄史龙娃等英模人物。汝州社会各界省吃俭用，慷慨解

囊，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临汝号”飞机，有力地支持了抗美

援朝战争。此外，通过宣传发动，思想教育，汝州人民向中国

人民志愿军发出慰问信30000余封，送糖果、钢笔、针线包、

鞋袜等物资分装50多包，由县抗美援朝分会寄往朝鲜前线。

战士们看到了慰问信，收到了慰问品，非常感动。有些战士

向赠送慰问信和慰问品的人回了信，建立了友谊，互相学

习、鼓励，共同进步，也更加增强了前线将士杀敌保国的勇

气及后方支援前方的责任感。

崔荣华送子参军的先进事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当

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7家国家级主流媒体，都在第一

版显要位置，对崔荣华的模范事迹进行了宣传报道。崔荣华一

下子成了闻名全国的军属模范。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如今谈起

她，还能背诵当时那首脍炙人口的快板：“革命老人崔荣华，人

老心红为国家。三个儿子送朝鲜，保家卫国把敌杀。”“崔荣华

老模范，英雄事迹说不完，送军粮、宣传员，亲手办起幼儿园。

人民群众有困难，少吃缺穿记心间。白天走访问暖寒，带病工

作夜难眠。年长脚小不怕难，爱憎分明美名传”。

1953年9月16日上午9时，崔荣华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

家常香玉等121名拥军模范，在北京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当毛主席走到崔荣华的跟前，看到她是

一个旧式小脚妇女时，笑着用浓重的湖南话说：“想不到一

个裹脚老太太的觉悟这么高。”

1953年9月23日，崔荣华和常香玉等拥军模范一起被编

入赴朝慰问团的前沿队伍，乘专列到了朝鲜。在朝鲜，她们

受到金日成主席等朝鲜领导人的接见，被朝鲜人民视为座

上宾。在前沿战场上，志愿军对崔荣华也无比尊敬，亲切地

称她为“崔妈妈”。整整两个月，崔荣华和慰问团的同志们跋

山涉水，足迹踏遍了朝鲜的每一个角落。每到一处，常香玉

带领的宣传队就为战士们演出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活跃

气氛。崔荣华和其他演讲队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

法，鼓舞战士们的士气。崔荣华每讲一次，总会博得战士们

的阵阵掌声。崔荣华从朝鲜回国很长时间了，还经常有志愿

军战士给她来信，亲切地称她为“志愿军妈妈”。

崔荣华回到家乡后，汝州父老乡亲把同毛主席握过手、

金日成主席亲切接见过的她视为汝州人的荣耀。每天都有

几十人到上百人不等从四面八方找崔荣华见面、握手。用父

老乡亲的话说，她的手被毛主席握过，同她握手就如同与毛

主席握手一样，我们很幸福啊！那些日子，崔荣华陶醉在幸

福之中，她更加卖力地工作了。1955年11月，崔荣华被河南省

民政厅授予“军属模范”光荣称号，并出席了全省优抚模范

代表大会。

1956年1月，作为军属代表，她参加了河南省第三届妇

女代表大会。同年5月，崔荣华在北京参加全国烈属、军属、

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军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时，

她又一次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接见。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崔荣华积极带领群众走互

助合作的道路，先后任高级社社长、妇联主任等职。她热爱

集体，大公无私，疾恶如仇。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几

年间，一直担任城关公社望嵩大队妇联主任。对乡邻，她古

道热肠，谁家有事需要帮忙，只要给她说一声，哪怕跑断

腿、忙断肠，吃苦受累也在所不惜。1958年吃食堂饭时，她

家亲戚多盛了一碗饭，崔荣华一双小脚跑了很远，追到亲

戚家，硬是将饭夺回来，倒进了集体的大锅里。为此，这位

亲戚一直到去世，都不再与其来往。因此，整个望嵩大队谁

家有纠纷，都找她评判说理，大事小事都找她拿主意、想办

法。1963年12月，崔荣华光荣地当选为河南省第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1993年1月13日，崔荣华因病去世，享年88岁。

（作者简介：李翔宇，生于1964年9月，河南省汝州市人，

毕业于洛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共党员。现供职于中共汝州

市委党史研究室。）

“志愿军妈妈”崔荣华与他的三个儿子
●李翔宇

崔荣华，女，汉族，1905年9月6日出生，汝州市煤山街道望嵩社区人。中共党员。她是抗美援朝时期，汝州

市涌现出来的闻名全国的模范军属代表。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随中央

志愿军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被志愿军战士亲切称为“志愿军妈妈”。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直到

今天，她大公无私，把自己的3个儿子全部送到朝鲜战场的动人事迹，还被广为传颂。

崔荣华出生于汝州城西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9岁那年，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母为了活命，央人说和，把她送给汝州

城区刘家当了童养媳。刘家的生活也很艰难，常常是吃了上顿

没下顿。寄人篱下，艰难困苦的日子，铸就了崔荣华吃苦耐劳、

宽厚仁慈的性格。19岁结婚后，她先后为刘家生下了3个儿子。

不幸的是，在她怀上最小的女儿时，她的丈夫被国民党军队抓

去做了壮丁，一走整整3年，杳无音信，家里就像塌了天，仅剩

下老的老、小的小。因缺乏劳动力，举家靠借债艰难度日。在万

般无奈的情况下，崔荣华70岁的公公孤身一人踏上了寻子之

路。更为不幸的是，她的公公在寻子途中身染瘟疫，病死他乡。

崔荣华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靠沿街乞讨、替别人洗衣服度日。

但洗一件长衫仅能得到一文钱，寥寥无几的收入，根本解决不

了全家人的生计问题。与其全家人被饿死，倒不如把儿子送给

别人收养。为了孩子能活命，崔荣华忍痛把两个小儿子送给了

别人抚养。可没过多久，两个儿子因受不了虐待，都又偷偷跑

了回来。崔荣华这时真是欲哭无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

灵”。她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在贫困的生活中相依为命，在水

深火热中苦苦挣扎。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共产党。1947年11月1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陈谢兵团四纵十旅二十八团解放了汝州城，经

过半年多的剿匪反霸斗争，彻底摧垮了国民党在汝州的反动

统治，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从此，崔荣华与全县广大人民

群众一样，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幸福生活。苦日子里泡出来

的崔荣华非常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的救命之恩，在解放战争

时期，崔荣华带领妇女们开展支前拥军活动，经常给解放军

战士送茶送饭、缝补衣裳，帮助困难烈军属做家务、针线活。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她和男同志一道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

地。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她的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加上她

吃苦耐劳，积极肯干，被破例吸收为农会会员。1955年4月，崔

荣华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6月25日，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凭仗美帝国主义的支

持，公然挑起了朝鲜南北战争。同年初冬，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

动势力，又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地区，妄图把刚刚建立起

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为了拒敌于国门之外，保卫兄弟般的朝鲜人民民主共和

国，1950年10月8日，毛主席、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

战，支援朝鲜人民抗击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的

伟大斗争。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

民并肩战斗，共同严惩美国侵略者，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国

际主义的壮歌。

刚刚获得解放、饱受战争之苦的汝州人民，坚决响应党中

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号召，在原中共临汝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下，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爱国运动。全县上下出现了

“父亲送儿到朝鲜，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热烈场面。

崔荣华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毅然决定把3个儿子送

到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儿子们不

负母望，在抗美援朝前线奋勇杀敌，屡建战功。

长子刘本立，1945年被国民党抓去做壮丁。1947年3月，他

弃暗投明，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在晋冀鲁豫野战军

太行独立二旅七十七团当战士。后来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晋冀

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随陈谢兵团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先后两

次参加了解放汝州的战斗。汝州解放以后，刘本立随军南下，参

加了著名的淮海、渡江等战役，并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

次。1950年12月，刘本立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编入十五军

四十四步兵师炮兵营随军入朝作战，参加了上甘岭等著名战

役。在战斗中，寒风呼啸，气温降到零下二十七八摄氏度，但刘

本立和他的战友们，光着膀子仍汗流浃背。炮筒被烧红了，战士

们手上被炮筒烫得起了泡，大家就用胳膊夹着炮弹往里送。此

次战役，前后共打了40多天，歼灭敌人25000人，彻底粉碎了美

军“金化”攻势。1953年7月停战后，其所在的部队调到朝鲜西海

岸，驻扎在离毛岸英牺牲地不远的元山一带，直到1955年5月才

回到祖国。1960年3月，他参加了西藏平叛，后留在西藏工作，直

到1985年离休，2003年6月因病去世。他为中朝人民的解放事

业、为西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贡献了一生。先后荣获“解放

奖章”“抗美援朝纪念奖”“金日成奖章”“和平奖章”，被授予“人

民功臣”荣誉称号。

次子刘本成，1931年4月15日出生，中共党员。1948年8月，

他刚满17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在临汝县公安局、临汝县

一区政府、临汝县县大队工作，参加了土地改革、剿匪反霸等斗

争。1950年12月与大哥刘本立一起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随64军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1951年5月，刘本成参加了朝鲜战

争中著名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战役———“第五次战役”。敌我双

方共投入兵力100多万人，历时50多天，共歼灭敌军85000余人，

粉碎了美军在朝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

附近。在这次战役中，刘本成及战友们创下了15天没有睡过一

个囫囵觉的纪录，整天不是打仗就是急行军。大家实在困了，就

头靠在前边战友的身上，边走边打盹，摔倒了再爬起来走路。也

正是在这次战斗中，刘本成的耳朵被炮弹震坏，留下了终身残

疾。战役结束后，刘本成转入西线海州一带驻防，任连副指导

员，荣立三等功一次。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后，刘本成

作为第一批回国将士，受到了国内人民的热烈欢迎。刘本成回

国后，继续在鸭绿江驻守。1954年被选送到齐齐哈尔步兵学校

学习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15军无线电连任指导员。1963年复

员，参加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2005年12月因病去世，享年74

岁。

崔荣华的三子刘本善，生于1933年10月14日，1949年加入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1948年汝

州刚解放时，15岁的刘本善就积极参加了革命工作。1949年1

月，他被调到许昌公安处，参加了武装工作队，在舞阳县南山剿

匪时，荣立二等功。同年7月被调到浚县公安局工作，任派出所

所长。1950年8月任淮河治理指挥部保卫科长。1951年5月到许

昌地区公安处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的两个哥哥参加

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在他们的影响下，刘本善也提出

了参加志愿军的申请。1951年9月，他被批准入伍，被编在志愿

军暂编14师12团，任排长。后由于朝鲜战争战况的变化，刘本善

没有实现赴朝作战的愿望。1952年6月被选派到河南省军区干

部学校学习一年。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柘城县武装部工作，先

后任参谋、部长助理、县革委会副主任等职。1982年因身体原

因，提前退休。2003年2月因病去世，享年70岁。

27日，汪东兴写好了第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

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我没有听

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

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

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

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

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

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看过他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

可以发到全会上。汪东兴还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

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

检讨的差不多。汪东兴的检讨书，经周总理批阅修

改后印发了。

关于庐山会议期间那段混乱情况，吴德回忆：

8月24日下午，华北组开第一次小组会，讨论

林彪讲话。这个会我没有参加。林彪办公室通知让

几个省、市分别整理出一份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

东思想的材料，要求限时送到，于是，我和黄作珍，

还有我们带到庐山去工作的市委办公厅主任陈一

夫，一起凑材料。

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

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

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

很多斗争的。他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

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

得手舞足蹈了。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汪东兴跟着

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

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当

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

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的是相信他

的讲话。散会后，吴忠告诉我发言的情况，他说陈

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我急

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吴忠说，他们没有点名，不

知道是谁。这时，大家已经议论纷纷了。

晚上。我和李雪峰在会场碰到了汪东兴，我问

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汪东兴说：

“有人。枪杆子、笔杆子。”

我问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也不清楚。我更不明

白这是指什么人了。

晚上11点多钟时，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夜

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

加了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

来送审。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

内容。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

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

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

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

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

这样，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

“吴”字。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办公厅了，

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二号

简报，全会的第六号简报。

8月25日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经过一夜的

沸沸扬扬，人们的发言都集中到了所谓有人反对

毛主席的问题上。部队同志的发言更激动更气愤。

连陈毅同志也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

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当时，北京组的聂元梓又显示出了“造反派”

的能量。极其活跃，到处串联，她找了河北的同志、

找了军队后勤部门的同志，一直串联到了吴忠。她

对吴忠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

揪出来。吴忠问她是谁反对毛主席，聂元梓也不说

具体人。吴忠对聂元梓其人是有警惕的，他说他不

清楚情况，也不清楚是什么人反对毛主席，表示不

愿意与聂元梓谈这样的问题。吴忠随即把这个情

况告诉了我，说聂元梓在串联。

这时，一些工人中选出来的中委和候补中委

也找我说，别人都表态了，他们也要发言表态。我

对这些同志说，这个态你们怎么表呢？假如问题涉

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

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

这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中

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了言，到处点火，气氛相当紧

张。我还发现王洪文和上海组的人在到处探听消息。

当日，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是我和陈一夫

同志商量后由他起草的。信的内容是反映聂元梓

在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

正常。我把这些情况报告周总理后，还请示周总理

以后的会议怎样开下去。

当日下午，华北组继续开会。李雪峰接到通

知，到毛主席处开会去了。华北组的会议改由我主

持。河北省四名劳动模范出身的候补中委先后发

言。对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宪

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有问题，点了康生的名字。他

们的发言，口径完全一致。

他们讲完后不久，李雪峰就回来了。李雪峰告

诉我，会议立刻停止。我问他为什么要停止，李雪

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详情以后再谈。李雪峰当场

宣布会议停止。

在散会回来的路上，我又问李雪峰出了什么

事情，会议为什么停止了。

李雪峰说，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议，他在会上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

是毛主席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的。

我对李雪峰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

席的意见，他打过招呼。你们河北为什么还有四位

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们点名批判

宪法起草委员会，是怎么回事？

（未完待续）

1958年春节，崔荣华全家首次团聚。前排左三为崔荣华，后排自右依次为长子刘本立、次子刘本成、三子刘本善。

三、军属模范，名扬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