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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

程云任上海市负责卫生工作的军

代表、华东军区上海汽车学校校

长；南京军区后勤部兽医处处长；

曾参加过南京军区高级速成学校

学习，后调任安徽军区后勤部副

部长（正师职）。1959年作为安徽

军区代表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观

礼，并接受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

人的接见和合影留念。

“我们兄弟姊妹六人，父亲对

子女要求很严，从来不徇私情，生

活上也始终艰苦朴素，这是他一

直以来遵循的准则。”尚海生回忆

自己年轻时候从部队退伍回来后，

父亲虽然已处在领导岗位上，也丝

毫没有利用他的人脉关系为自己

找工作牵线搭桥，他至今记得父亲

的话：“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自

己，只要是为人民服务就行。”

岁月峥嵘，戎马一生。历经土

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又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了

共产主义理想、为了革命事业，尚程

云一生奋斗、无私奉献。1955年他

被授予上校军衔，并授予三级八一

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

勋章，以表彰其一生为党的事业、新

中国的诞生所做的卓越功勋。由

于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积劳成疾，

尚程云于1963年提前离休。1976

年10月15日因病去世，后 被追授

为革命烈士。尚程云留下的传奇

故事和不曾褪色的革命精神，令人

感佩，让人传颂。 据《安徽画报》

尚程云（左一）和开国少将彭胜标（左二）等在南京高级速成

学校时研讨学习

尚程云：白衣执甲，热血担当
尚程云，1931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革命后历任红军第五军团后方医院调剂员、红七军团兵站医院司药、中央军委卫生

部医疗巡视组组长、新四军军医处主任、华中军区淮海军分区卫生部部长、华中军区第七

后方医院（第七野战医院）院长、华东军区后勤部直属卫生部部长、解放军军事交通学校

副校长、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兽医处处长、安徽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

授予上校军衔。1976年10月15日病逝于合肥，被追授为革命烈士。

记者 吴承江/文 马启兵 整理/图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合肥市一块被称“和尚岗”

的土地上，由安徽省军区仓库改建了南京军区第一所

老干部休养所——安徽省军区合肥第一干休所，里面

住着很多曾经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老干部家庭，

安徽省军区后勤部原副部长尚程云就是其中之一。在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我们通过采访尚程云之子

尚海生，了解了尚程云烈士的事迹和他所经历的那段

革命历史。

1915年11月6日，尚程云出生于河南伊川白元乡

谢庄一户贫农家庭。两岁丧母，家境贫困，度日艰难，

13岁时，迫于生计，尚程云投军于冯玉祥部队。

1930年10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对蒋介石的

中原大战失败。冯部第5路军被蒋介石收编为第26路

军，孙连仲任总指挥，下辖第25、第27师。早在大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个部队中建立过组织，一直有

着深刻的政治影响。在1931年著名的江西宁都起义

中，早已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满，深受共产党革命思想影

响的尚程云毅然参加了中央红军。随后参加了中央苏

区的反“围剿”战役，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

长征。他当时隶属于中央卫生局，从事医务保健工作。

长征途中，尚程云在朱德等领导的左路军（中央红

军五、九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两过雪山三

过草地，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最后到达延

安。“以前每次想让父亲给我们讲讲长征里经历的故

事，父亲总是说，大家都是克服重重困难过来的，我不

过是其中一分子，没什么好讲的。”在尚海生的记忆里，

父亲总是很谦虚、低调，但尚海生知道，在险象环生的

长征路上，正是父亲和战友们拼尽全力、九死一生，才

有了革命火种的延续，开启了人民军队发展的新起点。

抗日战争时期，尚程云参加

了抗大太行分校的学习。之后随

八路军115师2纵（后八路军4纵）

344旅（4 旅）从太行山经河北、山

东转战到豫皖苏地区。所在部队

改编为新四军三师10旅在淮海地

区抗击日、伪军。尚程云曾任新

四军三师10旅卫生部副部长及淮

海军区卫生部长。为了反击日寇

的“大扫荡”，曾与10旅全体指战

员化整为零，在苏北、鲁南地区与

日本鬼子打游击。尚程云和战友

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疗伤看病，

送医送药，为他们解除了伤痛和

疾病。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

了人民军队医务工作者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的 1946 年 7

月，尚程云奉命带领淮海军分区

卫生部所辖两个医疗所及部分机

关干部赴江苏宝应县太仓镇，又

将华中军区直属单位部分医务人

员编为两个医疗队，成立华中军

区第七后方医院（后为长春解放

军第 208 医院），并任院长兼政

委。当时苏中战役战斗激烈，大

批伤员转运到后方。第七后方医

院成立大会未开完，尚程云便带领

医务人员匆匆投入紧张的收容抢

救工作。医院虽刚组建，收容已达

千余名伤员，尚程云从不向领导叫

苦，自己参加手术每每通宵达旦，

带出了全医院坚韧不拔、吃苦耐劳

的优良作风。在历次参战中，七院

以能收容、能吃苦著称于华中（华

东）部队各医院，多次受军区和野

战军后勤部领导表扬。

1948 年，医院奉命南渡黄河

朝鄄城方向开进，追赶主力部队。

不料国民党军队先行占领鄄城，阻

住去路。前有敌军，后有黄河，医

院处境十分危险。尚程云连夜召

集全体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

扩大会，经过激烈争论，尚程云果

断决定，马上后撤到黄河北。这次

会议灵活处理突变的情况，避免了

无谓牺牲，保存了医院有生力量。

豫东战役期间，战事频繁，医

院收容伤员达5000余名。在著名

的开封战役中，尚程云曾带领全体

医护人员七天七夜不曾休息地为

数千名伤员做手术，因手术过程中

过度疲劳，手指破口感染，引起高

烧，不得已休息。待体力有所恢复

时，左眼已失明。作为一名忠诚的

老共产党员，他不计较个人得失，

并未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后带

领第七医院参加了临沂、济南、孟

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为解放

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尚程云不仅组建了第七后方

医院，还建立了野战条件下的医

院管理制度、方法，培养了一批技

术人才，倡导形成医院干部战士

舍己为人、救死扶伤的革命精神，

为医院的成长壮大奠定了基础。

医者仁心，无私无畏

革命精神，千古永矗

抗战时期，尚程云（左）与战友在一起的合影

尚程云的授衔照

尚程云全家福（20世纪50年代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