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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何定，汝州市大峪镇刘何村人，生于

1930年11月，1947年8月入伍，1948年7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一级战斗英雄、革命烈士。

曾先后参加洛阳、淮海、渡江、两广、滇南、

抗法援越等战役，参加战斗200多次。先后
荣立特等功2次、大功6次、小功2次，一等功
1次。1953年10月、1964年7月，何定分别两
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

导人的亲切接见。1964年，何定被授予中国
人民解放军少校军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何定被评为后勤战线积极分子。1980年4月
3日，因积劳成疾病故，享年50岁，同年5月9
日，追认为革命烈士。

适逢乱世从军路

何定的家乡土地贫瘠，祖辈们靠几亩

薄地维持生活，一遇灾荒更是雪上加霜，全

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何定从小没上过学，

少年时曾给地主放过牛。1944年11月，八路
军豫西抗日先遣队皮(定均)徐(子荣)支队
35团来到大峪店，建立临汝县大峪抗日根
据地，何定的家乡得到解放，他和家人才又

回到了家乡。1945年仅16岁的何定，被还乡
团抓去当了壮丁，送到国民党军队里当了

司号员。1947年8月，全国解放战争拉开序
幕，陈（赓）谢（富治）兵团解放了河南省洛

阳市新安县铁门镇，何定脱离了国民党军

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原野战军第

四纵队第13旅第38团2营七连服役。

身经百战建奇功

1948年，何定和他所在的中原野战军
第四纵队参加了淮海战役。部队奉命到达

砀山东南杜楼地区时，与国民党四十五师

工兵营、搜索营遭遇，双方激战两天，工兵

营被歼，搜索营投降，国民党45师主力被迫
东撤。在此次战斗中，敌军凭借碉堡内的火

力及平坦的地形，致使我军无法推进。在距

敌碉堡一百米处，身为副排长的何定急中

生智，采用深挖地道的战法，向前靠近。为

了增加手榴弹的威力，何定竟脱掉衣服，把

衣服撕破作为绳子，把六七个手榴弹捆绑

在一起，在距敌碉堡两三米时，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把捆绑好的手榴弹投掷到敌碉

堡内。此次战役，何定炸毁敌碉堡一座，炸

死敌团长及勤务兵3人，抓获俘虏5名，缴获
机枪两挺。其中一挺机枪存放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展厅内，另一挺陈列于

原13军军史馆内。此次战斗何定荣立特等
功一次。

1948年12月，何定所在的中原野战军
四纵在双堆集战役中，他和战友们毫不畏

惧，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集中用手榴弹、

炸药包等方法炸毁敌坦克，顶住了国民党

十四军的突围。何定所在的七连在与国民

党军的战斗中，连长、排长都牺牲了，何定

以副排长的身份指挥着战斗，坚持到最后

仅剩他一个人，而他仍顽强地坚守着阵地。

在此次战斗中，何定因被炮弹震伤，致使其

鼻子、嘴巴、耳朵出血，且失血过多昏死过

去。待救援部队赶到，挫败了国民党黄维兵

团14军突围的企图。在救援部队的战友们
清理战场时，发现阵地上躺着血肉模糊仅

有一口气的何定。何定被送往医院治疗，伤

愈回到部队，跟随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又

参加了攻占南昌、协同四野解放两广、进军

云南等战役。

淮海战役结束后，何定所在部队改编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归

第四兵团指挥。改编后不久，鉴于何定在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期间的突出战绩，1949
年第二野战军四兵团授予他“一级战斗英

雄”荣誉称号，授予称号时任四兵团十三

旅三十八团七连副排长。何定跟随部队参

加了渡江战役、抗法援越反侵略战争，荣

立特等功一次。1951年3月，他在抗法援越
的战场上，被任命为师部侦察连排长。在

越南的蒙己、浣汀战斗中，法军大败，法

国一上校师长在乘坐敞篷吉普车逃跑时，

被何定所带领的侦察班发现并将其捉获。

此次战役因何定活捉了法国上校师长，荣

立了一等功。1953年10月，何定作为西南
军区英模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

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

人的亲切接见。1962年，何定在全军军事
大比武中，荣获全军“投弹标兵”“射击标

兵”称号。1964年，何定被授予中国人民解
放军少校军衔。1971年，何定调任郴州军
分区军械科任副科长。享受正团职干部待

遇。

居功不傲人低调

何定的战友，原郴州军分区作战科科

长、离休老干部戴洪是这样评价何定的：

“何定不论在任何岗位、任何地方，从不以

英雄自居，也不摆老资格。他始终保持着艰

苦奋斗的精神，服从组织安排，恪尽职守。

他几十年如一日，把党的事业、国家的利

益、军队的建设放在第一位。他和战士们一

起打砖烧石灰建设营房。训练场上他亲身

示范，讲解动作要领，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

打。”

“何定为人谦虚，从来不居功自傲。记

得有次他从郴州部队回家看望二老，他为

了不给地方领导添麻烦，在回来途中就把

领章、肩章、军衔去掉，身穿绿军装，肩背绿

挎包，俨然是一副地道的老兵模样。村里人

都知道何定是个大英雄，当问及他在部队

啥职务时，何定说，‘我是个老兵，我在做着

我应该做的事’”，这是何定的堂弟何善卿

对何定的评价。

家风淳正慰后人

1978年12月，何定动员不满十八岁的
大儿子何庆惠去参军，并满怀激情地对他

说:“现在是祖国最需要你们的时候，男儿
志在四方，保卫祖国是你们的责任，作为军

人的儿子更应带头报名参军，到前线去，在

战斗中杀敌立功报效国家。”何庆惠按照父

亲的要求参军入伍，服役于42集团军，参加
了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1月19日，在攻
打越南复和县城战斗中，何庆惠因其作战

勇敢，荣获三等功一次。1979年2月26日，在
班占高地战斗中光荣负伤，被评为三等甲

级伤残军人。

“记得有次我探亲回家，刚推开门，父

亲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在战场立功

没？我说立功了，还‘挂彩’了，父亲听后哈

哈大笑：不愧是我何定的儿子，有出息。伤

情咋样？不严重的话，明天就回部队。”何庆

惠回忆起父亲说的话。当时心里挺不是滋

味的，现在想起来感觉父亲挺伟大的。

“军分区机关每年寒暑假要组织机关

大院的孩子们上红色教育课，邀请我父亲

讲战斗故事，大家都很喜欢听。我父亲从来

不为名不为利，从来不过多宣扬自己立功

情况，我们一家人都不知道他是战斗英雄。

听母亲讲，我父亲生前给母亲讲他在淮海

战役中，打死敌人的尸体可以堆满一个房

子。”何庆惠接受采访时说道。

1979年12月，何定又将女儿何庆华送
到南海舰队服役。小儿子何广会，何定原本

也想让他去部队锻炼，军分区首长考虑到

何定的家庭实际情况，两个孩子已去部队

了，留一个好照顾家里。所以，何广会一直

在郴州烟厂工作。

1980年4月3日,何定同志因积劳成疾，
在501野战军医院经抢救无效病故，享年50
岁。同年5月9日，解放军总政治部鉴于何定
同志对革命的突出贡献破格追认他为“革

命烈士”。按照何定同志“生要尽忠，死要尽

孝，叶落归根”夙愿，经上级组织批准，何定

同志的骨灰，安葬于他的家乡刘何村何窑

自然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编

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英

雄模范英名录》第3卷第204页记载：何定，
男，汉族，河南省临汝县人，1930年生，1947
年8月入伍，1948年7月入党，1949年第二野
战军四兵团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

号，授予称号时任四兵团十三旅三十八团

七连副排长。

何定的妻子葛桂新，是汝州市大峪镇

寨湾村人，她与何定1954年结婚，几十年相
濡以沫、相夫教子、恩爱有加。葛桂新随丈

夫的部队南下，辗转多地，不离不弃。何定

病逝后，葛桂新为了革命烈士的后代，几十

年如一日，含辛茹苦、默默照顾着家庭。葛

桂新于2007年病逝，享年76岁。
现如今，何定的子女们继承着父亲的

遗志，在各自的工作中奋发有为，他们以实

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初心。英雄已逝，精神

永存！愿何定的“战神”精神，与山河同在，

与日月同辉。

曾几何时，一本薄薄的购粮证，是全部市民一家子的粮袋子、

命根子，没有这个购粮证，就意味着买不到粮食，一家人要饿肚子。

那天回老家整理东西，在一堆旧书中翻出一套着红色塑料皮

的购粮证，把我的思绪一下子带回那个多证的年代。

今天大多数年轻人可能永远都无法理解当时购粮证的重要性

和它承载的沉重而具体的生活内容。那时我上小学，记得家里有一

个专门盛放各种票证的盒子，里面放满了包括粮证、布证、糖证、烟

证等各种票证，林林总总，让人眼花缭乱，难以分清。而购粮证是当

年各种票证中最为重要的。

说它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有点夸张，但人们确实是把它当命根

子看待的。它可以说是户口本的另一种延伸，是市民获得生存的一

种特殊的“绿卡”。所以放票证的盒子总是被锁得严严实实的。母亲

还专门为它套上了一个毛主席语录的红色塑料皮。

当时由于家里人口多，父母工作都很辛苦，我也能体谅父母的

艰辛，总希望替他们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这天家里的面快吃完

了，可父亲和哥哥都不在家，我便自告奋勇要求去买面。平时家里

买面都是哥哥们去的，如此重要的活，一般不让我干。母亲犹豫一

下。打开小锁从里面取出购粮证，千叮咛万嘱咐才让我去了。

一路上，我兴奋得像初次出征的将军，走在街上左顾右盼，巴

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肩负的重任。来到粮店，由开票的人在

购粮证上登记盖章，然后开出票来递给我让我去领面，我雀跃着向

前面的门市跑去。等称好了面，我一手攥着购粮证，一手将面袋扛

在肩上。

由于心情极好，也顾不得面粉沾在脸上、衣服上，脚下生风，一

路小跑地往回赶。谁知一不留神就摔了一跤，面袋掉在地上。我急

忙爬起来，也顾不上打掉身上的灰土，将地上的面粉捧回袋中。回

家交账时，我只字未提摔跤的事。

“购粮证呢？”母亲见我将面袋放下问道。

天啊！购粮证哪里去啦？我的头一下子懵了，只觉得天旋地转。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飞快地跑出去在走过的路上疯狂地寻找着，

却怎么也没找到。

那天晚上，任性倔强的我在父亲的痛打下丝毫没有觉得委屈。

我知道自己给家里惹出了多大的麻烦，心中充满了内疚和不安。

过了几天，一位好心人把拣到的购粮证送到了我家，那人在父

母的再三感激下走了，我也总算舒了一口气，以后的日子却再也没

有勇气要求去粮店买面了。

如今各种票证早已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退出而成为收藏品，

但那段难忘的岁月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情风文人

小 山 村 里 走 出 的 大 英 雄
———记一级战斗英雄、革命烈士何定

马俊杰

购粮证记忆
○李晓伟

许由（约前2323一前2244），字道开，号武仲，
是上古时代一位高尚清节之士。传说许由夏天

就住在树上，冬天则住进山洞里，饿了吃山上的

野果，渴了就用手捧着河水喝，以清高而有志节

闻名于世。人们见他连个水罐也没有，就送给他

一只葫芦瓢，许由用瓢喝完了水，就把它挂在树

枝上，风一吹发出铛啷啷的响声。他觉得这声音

叫人心烦意乱，就干脆把瓢取下来毁掉了。据晋

人皇甫谧《高士传》载：巢父，不知其姓名，隐居在

汝颍之间的山中，不谋求世俗的利益，年老之后，

在树上筑巢并能安然沉睡，所以当时的人都称呼

他为“巢父”。

巢父与许由是同一时代的人，皆避世隐居，

躬耕而食，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的生活。

尧帝86岁时（前2287），深感衰老，儿子丹朱
不肖，不愿因爱子而误天下。听说许由清高大志，

便派人求贤，欲禅让帝位。许由说：“匹夫结志，

固如磐石，采山饮河，以求陶冶情操，非求禄位；

纵情游闲，以求安然无惧，非贪天下。”尧得知许

由不轻移其志，便登门拜访。许由仍推辞说：“我

年纪大了，需求无多，还是当个臣民吧！”于是连

夜逃往箕山颍水旁，农耕而食，隐居不出。

当时尧还以为许由谦虚，更加敬重，便又去

请他，说：“如果坚决不接受帝位，则希望能出来当个‘九州长’。”许

由一听，又撒腿就跑。尧心说麻烦了，这次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但很快就在一条河边找到了许由。见许由正在河边洗耳朵，尧走过

去说：“别洗了，都快洗掉皮了，这种洗法还不把耳朵洗聋了啊？”许

由说：“刚才你说的话我不想听，但在我捂耳朵之前你已经说出来

了，没办法，我只好用水把那些不想听的话给洗掉。”接着又说：“匹

夫结志，固如磐石，采山饮河，所以养性，非以贪天下也。”

许由洗耳之时，巢父牵牛饮水，便问他干什么。许由便将帝尧

要自己当大王、当九州牧的苦诉说了一番。或许，他这样诉说是想

得到巢父的同情，最好能宽慰他几句。哪料，巢父听了，不仅没有同

情他，还不屑地说：“假如你一直住在深山高崖，谁能看见你？帝尧

肯定也找不到你。你到处游荡，换取名声，现在却来洗耳朵，别故作

清高了！”他数落过许由，牵了牛回头就走。许由纳闷，问他，怎么不

让牛喝水了？巢父头也不回地说：“不饮了，我真怕你洗过耳朵的水

脏了我这牛犊的嘴！”说着，巢父牵着牛犊去上游饮水了。

后人为许由修建庙宇，表示尊崇和纪念。庙在汝州西关，不知

始建于何时。据正德《汝州志》记载：“许由庙在西关南，久废基存，

明弘治九年（ ）知州彭纲重建。”明弘治十七年（ ）汝州知州

王雄以为巢父井和许由庙两项古迹同在一处，巢许二人均系上古

隐士，在《高士传》中，均在七十二名高士之列，应该并于一座庙内，

共受香烟。于是在许由庙内加上一个巢父的牌位，并把庙名改为巢

许庙，亲笔题写匾额。明弘治十八年（ ），汝州知州王雄在河西

岸立一座石碑，上刻“许由洗耳处”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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