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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及的方式，继续传播和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鲍奇光荣离休后，一直关心军队建设、青少年爱国主义教

育和健康成长这些大事。据鲍一江介绍，父亲先后成为了上海

百老德育讲师团和上海市百名将军活动中心的成员。这些年，

鲍奇多次去学校、到社区、赴企业，通过宣讲战斗故事，回忆

峥嵘往事，传播红色基因。

2021 年 3 月 14 日，“红色印记”上海市青少年党史教育

校园行活动在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当天，鲍奇特地赶

来参加活动。尽管走路需要有人搀扶，但鲍奇依然一身正装，

胸前挂上了三四排整齐的功勋章，闪闪发光。少先队员手捧鲜花，

充满敬意地献给老英雄，整齐地敬礼。

那一天，已经 98 岁高龄的鲍奇，激动地对在座青少年说：

“同学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和平，好好学习，努力奋斗！”

听了鲍奇将军的寄语，当场有第一次参加党史教育系列活

动的少先队员表示，看到鲍奇爷爷为祖国付出了这么多，非常

敬佩。“正因有了他们的牺牲，才有了我们幸福的生活。这堂

开学第一课意义非凡。”

“父亲通常会从自己战争年代的故事开始讲述，他会告诉

现在的年轻人，当年我们的条件是多么艰苦。然而就是在这样

艰苦的环境中，人的意志非但没有消沉，反而实现了在战争和

磨难中自我成长。”在鲍一江看来，父亲想借此告诉人们，信

仰无比重要，和平年代更是如此。

正如鲍奇在“十八条”做人做事准则中所言：“胜利、顺

利的时候就要想着困难的到来，一旦困难来临要沉着气，不要

伤心、灰心，要冲过去。”

2020 年 9 月，时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登门看望了鲍奇。据

鲍一江回忆，在鲍奇家的茶几上，一行人注意到了一份手写的

文书。这便是鲍奇一直践行的“十八条”做人做事准则。这是

鲍奇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自己和家人的多年来一贯的要

求。

鲍一江告诉记者，父亲晚年依然努力地参加各种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别人邀请他，他只要身体允许，走得动路，都不

会拒绝。有一天，90 多岁的他一共参加了 4 场活动。”

鲍奇生前所居住的凉城新村街道负责人曾表示，鲍奇老

人的故事和精神，是社区学习的榜样，也是激励他们做好社

区工作的动力。社区这些年来关心爱护这些老同志，更好地

将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知

道他们的故事，使社区工作更贴近百姓，增加百姓的满意度

和幸福感。

在冯国权居住的徐汇区天平街道，发起了“天平德育圈”

项目，这是一个由街道党工委发起的关爱未成年人的区域性

德育工作联盟，近年来组织了系列活动，让这位志愿军空军

老战士有机会与青少年面对面交流。2020 年，全国纪念抗美

援朝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 70 周年之际，冯国权与建襄

小学少先队代表——王承小队的 8 位同学进行了充分交流。

在同学们的记忆里，那天冯国权身上挂满勋章，红光满面，

精神饱满。

从那时至今，老战士与红领巾们一直通过书信往来。

冯国权曾在给建襄小学学生代表的回信中写道：“你们都

是好学生，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光荣使命，将要落在你们身上，

大家知道落后要挨打，不学技术不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练好身体、学好本领。现在还小，要打好基础，少玩手机，少

看无用的书，保护好眼睛，带着问题多接触科技玩具。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在回忆自己或父亲抗美援朝归国后的人生时，三位采访对

象不约而同地向《新民周刊》记者展示了一样物件——一块微

微泛黄的米白色手绢。三块手绢大小不一，但都印有相同的文字：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敬赠。

三位老人收到手绢后，70 年间一直都没舍得使用。虽然手

绢已有淡黄色的岁月痕迹，但看上去都保存得很好。同样被保

存很好的还有那份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归来后的漫长人生

里，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努力践行这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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