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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点，国庆检阅正式开始，开

路先锋自然是仪仗大队。身着蓝色中

山装的搬运工抬着“国庆”大板迈步前

进，接着是体育健儿在摩托车的引导

下，高举一面巨幅国旗正步向前，随后

是制服整洁的铁路职工护旗队、鼓声震

天的军鼓中队、步伐整齐的红旗中队和

百花舞动的鲜花中队。“当仪仗大队通

过主席台时，台上、广场上到处响起了

热烈的掌声。”回忆起当年的热闹情景，

牛耘仍然满脸喜悦。

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恺帆称

赞他：“我担任过几届国庆筹委会主任，

还是这一次仪仗大队最整齐，最有声

势！”

“从1971年以后，我就没有看过合

肥市举行过类似的游行活动了。去年

国庆60周年，我通过电视观看了阅兵

式，真的从内心感觉我们的祖国日益强

大，现代化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军力

国力的日益增强，我从旧社会一路走

来，那种内心的感慨只有自己才能深切

体会。”牛耘笑着说道。张亚琴/文

新中国成立7周年

指挥集会游行仪仗队
受访人：牛耘，民俗专家

“建国后，一个是国庆节，一个是劳动节，都是当时最伟大的节

日。每逢此时，合肥市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83岁的牛

耘说起国庆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此。1949年国庆庆祝大会在合

肥市体育场举行，由于场地的限制，牛耘并没有亲眼目睹，但从

1954年起，他就连续参加合肥市国庆节筹委会工作。最令他自豪

的是，1956年，建国七周年的时候，他还被推荐成为游行队伍的仪

仗队大队长，这在当时，可不是一般的荣誉。

牛耘在合肥市国庆节筹委会任

宣传员时，是1954年。他的主要任务

之一，便是和几个同事检查合肥大街

小巷张贴的横幅和标语。那会儿，合

肥城很小，街道窄，一条横幅就可以

挂街道的两旁，而牛耘骑着自行车绕

城一周，也花费不了多长时间。

庆祝活动一般是早上八点钟开

始，因而国庆节当天凌晨四点，牛耘

就得起床，简单梳洗后，骑着自行车

就往会场赶。天还没亮，道路一片

漆黑：“那时哪有路灯啊？我们只有

打着手电筒，一个个往墙上照着看

标语。”牛耘对此印象颇深。

为烘托节日的欢乐氛围，合肥

的工厂都张贴着红纸写的标语。因

而检查的工作量对牛耘来说，也是

很大的。发现有错误的，连夜就要

更换。牛耘任市总工会宣传干事

时，也曾张贴过无数张标语，有一

回，他半夜睡在床上，老是感觉白天

贴的标语有个字是错误的，越想越

害怕，这要是被发现了，会被打成反

革命的。于是，他连忙爬起来，拿着

手电筒赶到安庆路去准备把错的标

语换下来，待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赶

到那儿时，才发现那条标语没有错

字，完全是他疑心的后果。

有着这样的经历，检查标语对

他来说，可谓驾轻就熟。不料，检查

到一家工厂时，他发现标语上的

“共”写成了“公”，这在当时可是错

误严重了。牛耘不敢怠慢，立马通

知了该厂有关人员。工厂急忙换下

了错字标语，并追查到是写标语环

节出了错，马上便将此人逮捕。

一字之差被逮捕

国庆游行的仪仗大队是检阅时

的先导，万人瞩目。当时，牛耘家庭

成分不好，不是中共党员，能当上队

长一职可以说是痴心妄想。可是，这

份“痴心”却得到了真切地回应。

1956年，时任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的徐进，在物色大队长人选

时，力排众人异议，极力推荐了牛耘。

选他，原因有几个：一是牛耘多

次抽调到国庆节筹委会搞宣传工作，

熟知游行情况；二是他先后在合肥市

私营企业工会、商业工会和市总工会

宣传部工作，同各行各业都有联系，

便于上下协调；三是牛耘虽不是党

员，但他对党的忠心和对工作的热忱

不容置疑。

仪仗队中的红旗中队、鲜花中队

和军鼓中队是重中之重，其中的军鼓

中队主要是由省商业厅下属八大公

司的军鼓集中组成，只有9套军鼓。

牛耘只好四处奔波，动员基层工会的

关系，最后共有27套军鼓参加了集

会游行。

经举荐当仪仗队长

受领导赞赏有加

当背着简单的行李，高勤走入安

徽师范大学时，正值恢复高考制度时

间不长的1979年。至今，他仍清楚地

记得，看到粉刷一新、宽敞明亮的阶梯

教室，那种难以自制的兴奋和好奇。

留校：庆祝改变人生的国庆

在进入大学之前，高勤是农村的

一名代课教师。他的家，在巢湖无为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当时，闲暇之余，

高勤总是在梦想着走出这个环山的

“井底”。为此，复习文化课成了他最

大的精神支柱，也让他在机会面前，毫

不犹豫地抓紧了它。

如今的国庆长假放在三十年前，

是绝对不敢想象的，因为当时仅有一

天的国庆假期，所以，在大学的第一个

国庆节，高勤没有回家。

不仅是假期短的缘故，还有交通

不方便的原因。那时候，从老家芜湖

水路上走，要从早上六点到傍晚六点，

要花去整整十二个小时。

这样算起来，一天的假期只够来

回往返的时间。再加上九月份开学，

离开家也不过一个月，因此，高勤打定

主意，决定留在学校。

但是，这改变他人生的第一个国

庆节，用什么方法来庆祝呢？

风景：绳拴热水瓶吊啤酒

高勤在大学的人脉极广，是因为

他的爱好——文学。当时，安师大聚

集了一大批这样的青年。很多人都是

同样的原因不回家，因而他们约好，国

庆当天下午去芜湖的赭山公园。

高勤宿舍紧挨着马路，被称为零

号楼，他住在四楼。

他所住的围墙马路下是一个小餐

馆，对外出售一种散装啤酒，当然是劣

质的。每到星期六的下午，二楼以上

的同学，都纷纷将一根长塑料绳子的

一端拴住热水瓶的手柄，缓缓地向下

放到小餐馆门前狭窄的空地上，由小

餐馆的小服务员灌满啤酒后，再由买

酒的同学拉上去。发展到后来，邻近

围墙的寝室，不邻近围墙的寝室同学

到邻近围墙的寝室，都仿效着做。久

而久之，用塑料绳拴热水瓶吊啤酒，就

成为安徽师范大学一道奇特的风景。

那天的赭山公园，人很多，而高勤

他们就是拎着几个水瓶啤酒，一路欢

笑着。那天下午谈的具体是什么内

容，高勤已记不太清了，但是那些对文

学美好未来的向往，现在回忆起来，让

他仍是激情澎湃。

他们边喝边谈，直至日落黄昏。

也就是在那个黄昏，高勤开始了

一首歌颂党的诗歌构思，到最后《唱给

党的歌》成章时，他用了一年多的时

间，这首诗凝聚了他对生活的由衷感

谢，而这份情怀，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

人，是无法感受到的。“我歌唱，您把我

湮灭了的理想之火重新点着/我歌唱，

您使我枯竭的心海涌起希望的洪波。”

张亚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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赭山公园的相聚 受访人：高勤
安徽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宣传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