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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白城市通业小区一户普通的居
民家中，93岁的老兵高峰凯，稳稳地站在鲜红
的“八一”军旗前，神情肃穆，身姿挺拔。这一
刻，在这位垂暮之年的老兵身上，让人感到了
从未老去的军魂依然如钢铁般坚强。

1948年的高峰凯，还是一位年轻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战士，从白城参军，一路南下到广
西，全程步行近4000公里。这样的路程放在今
时今日，恐怕也是很多徒步爱好者仰望的高
度，然而高峰凯不仅要徒步走路，还要面对枪
林弹雨。最让他心痛的是很多亲如兄弟的战友
倒在了途中，最让他庆幸的是自己活了下来，
最让他高兴的是他所追随的人民军队取得了
最后的胜利。

1949年1月的天津战役，是平津战役中
的关键一战，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仅用一天多
的时间，就歼灭国民党军13万人并解放天
津，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也
是高峰凯参军后第一次上战场，因作战需要，
他被上级从独立团三营调派到135师403团
一营一连，而这支连队恰好是天津战役中的
钢刀连。首次上战场的高峰凯在钢刀连里成
功地克服了紧张和恐惧，迅速成长为一名真
正的战士。不久之后，高峰凯随部队南下，一

路烽火。
部队途经湖南时，高峰凯所在的一营奉命

执行任务，与正在转移的国民党一个师的部队
遭遇，双方的人数对比是800人对1万人，而且
这支国民党部队还带着一个军部，战斗力自然
也要比寻常国民党军高出许多。高峰凯和战友
们丝毫没有畏惧，在营长的带领下，英勇而又
机智地与国民党部队打起了游击，最终以极小
的伤亡，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

1950年，高峰凯随部队来到广西，参加了
广西剿匪战役。在这场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剿匪战役中，高峰凯与他的战友们再一次面
临了残酷的生死考验。在一次突击盘踞着400
多名土匪的据点时，土匪利用坚固的院墙作掩
护，利用院门上的射击孔组成交叉火力，残忍
杀害了10余名解放军战士，高峰凯和战友们毫
不畏惧，冒死冲破大门，全歼土匪。随着剿匪战
役的胜利，高峰凯跟随部队开赴广东休整。

1953年，刚刚结束了剿匪战役的高峰凯又
随部队入朝。尽管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已接近尾
声，高峰凯的部队也没有参加大规模的作战，
但是仍然要面对美军的火炮和空袭，高峰凯和
战友们躲在坑道中，就连吃饭都不能生火，以
免火光和烟雾被美军侦察机发现。即便如此，

高峰凯还是在一次轰炸中被弹片击伤了腿。
1962年，已经在部队服役14年，成为连队指导
员的高峰凯结束了戎马生涯，回到白城老家务
农，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生活。

落日的余晖瑰丽而温暖，伴随着峥嵘岁月
的回忆，高峰凯老人脸上的皱纹慢慢舒展。就
在记者想对这位共和国功臣说一声谢谢的时
候，老人却真诚地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
谢人民还记得我。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
发，无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用鲜血铸就了中华
民族坚实的脊梁，为捍卫民族独立与维护世界
和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也因此成为
了中国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和“永远的丰碑”。

抗美援朝老兵董青鸾居住在洮北区阳光嘉
园。当记者来到她家中时，已是90岁高龄的她，
高兴得像一个孩子。她说：“我这一生，最难忘的
岁月还是我当兵的那段日子。”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董老
的歌声中，记者的思绪随着她一起回到了那段
战火纷飞的岁月。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董青鸾便选择了
参军入伍。当时的她放弃了40块大洋的工资待
遇，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只有1毛钱补贴的中国
人民志愿军。用她当时的话说：中国人，就是要
团结起来！

参军仅仅1年的她，便随着部队去支援朝

鲜，董老说：“当时的情况特别艰苦，我随着部队
步行进入朝鲜，饿了只有苞米面吃，有时连饭都
吃不上。”回忆起参军时的种种场景，说起那一
段段往事，董老的眼睛渐渐湿润。她坚定地告诉
记者，她不怕苦，不怕死，只要共产党一声令下，
就会冲上去！

在学校主修医护的董老，来到朝鲜战场从
事医疗保障工作。在残酷的战场上，不时就要面
对敌人飞机和大炮的狂轰乱炸，从前线运回来
的伤员经过简单救治后需要紧急转到后方进行
治疗，董青鸾就和战友们一道护送伤员撤离，有
时敌机炸弹扔到她附近，她就用身体把伤员保
护起来，避免伤员受到二次伤害。董老回忆说：

“当时我才18岁，有的伤员手脚被炸得血肉模
糊，现在想想还心有余悸，但我保护大家的意志
从未退缩！”

当董老缓缓举起那只救过无数战士的右
手，再次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时，记者感受到了

流淌在她血液里的无畏精神，也深深体会到了
她对牺牲战友们的缅怀之情。“能从朝鲜战场活
着回来，还亲眼看到祖国的日益强大，相比于牺
牲的战友，我已经足够幸运了。”董老的眼中再
次泛起泪花，久久凝视前方。

追忆峥嵘岁月 聆听英雄事迹
——记抗美援朝老兵董青鸾

●本报记者 姜宁

深秋的午后，老兵郑云岚身着军装，在家
里的沙发上正襟危坐，俨然75年前刚刚入伍
时一样，身姿挺拔。面对记者的采访，这位参加
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
无数血与火洗礼的老兵，竟然显得有些紧张和
激动。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并不在意自己的
名字是否见诸报端，只是希望能把那段峥嵘岁
月里的故事讲给后人听。

郑云岚出生在河北省密云县的农村，
1945年6月，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村子东
头驻扎着八路军县大队，村子西头则是日军的
据点。此时的日军尽管大势已去，但百足之虫
死而不僵，当地百姓对日军又恨又怕，就是在
这样的情况下，时年21岁的郑云岚勇敢地参
加了八路军，成为县大队重机枪班的一名战
士。他参军后执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连夜到
50多里外的古北口八路军部队驻地送信。不
久之后，日军无条件投降，郑云岚跟着县大队
接收了多个日军据点。

解放战争爆发后，郑云岚也迎来了军旅生
涯中的第一场实战。战斗在河北省香河县打
响，战斗中，郑云岚的主要任务是扛着数十斤
重的机枪子弹箱，保障重机枪弹药供给。初生
牛犊不怕虎，任凭敌人的炮弹在身边炸响，弹
片混着泥土四处飞溅，郑云岚丝毫没有退却，
继续为战友提供子弹保障。转战了冀东八县
后，郑云岚的部队正式编入了解放军野战部
队。

1947年，郑云岚随部队出冷口，到东北参
加辽沈战役。他所在部队转战东北各地，先后
参加了黑山阻击战、锦州战役、长春战役等。在
东北期间，郑云岚还参加了部队的炮兵学校学
习，并成为炮兵参谋。1948年底，郑云岚随部
队再次进入山海关参加平津战役，并一路南
下，参加了渡江战役、湖南醴陵战役，还在湖南
衡阳参加了剿匪作战。

1951年，郑云岚又随部队入朝作战。先后
驻守朝鲜西海岸和三八线。在朝鲜期间，身经
百战的郑云岚还是深刻感受到对手的强大，毕
竟当时美军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水平，是日军和
国民党军无法相比的。郑云岚驻守的阵地距离
海岸线比较近，不仅每天要面对敌人漫天的飞
机和漫山遍野的坦克的轰炸，还要遭到战舰的
舰炮轰击，如此高强度、高密度的火力，是郑云
岚和战友们前所未见的。虽然志愿军的武器装
备远远不如美军，但是他们却有着钢铁般的意
志，也正是这种意志，支撑他们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军事史上的奇迹。

说起国防建设，郑云岚感慨万千。他说自
己当年参军时，别说武器，就连套军装都没有，
穿着便装抬机枪，那也觉得美滋滋的，很神气。
看如今，我们强大的海陆空部队，歼20战机、
99A坦克、055驱逐舰、东风系列导弹……一
件件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国重器，向全世界彰显
着中国崛起的风采。

说起现在的生活，郑云岚觉得非常幸福和
满足，但是说着说着，这位钢铁般坚强的老兵
却忽然热泪盈眶，“牺牲的战友啊，你们在哪
里？如今的幸福生活，你们都没有看到……”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铿锵的
旋律、激昂的歌词，总会让人想起抗美援朝战
争。如今尚且健在的抗美援朝老兵已经为数不
多了，曾经以步枪对抗美军坦克、光荣负伤并落
下残疾的抗美援朝老兵张建华，90岁高龄了，
仍然耳聪目明、精神矍铄。

1950年10月，20岁的张建华从大安参军。
在新兵训练期间，张建华就充分体现出了优秀
军人的素质。一次手榴弹实弹训练中，一位战友
因为精神紧张，把拉开引信的手榴弹掉在了脚
下，眼看就要爆炸，千钧一发之际，站在附近的
张建华一个箭步冲上去捡起冒着烟的手榴弹奋
力扔出去，随着手榴弹在十几米外爆炸，张建华
和战友都被爆炸的气浪掀倒在地，所幸没人受
伤。张建华的机智勇敢和沉着冷静得到了部队
领导的充分认可，他也因此荣获个人三等功。此
外，上过五年小学的张建华，在那个年代的基层
部队里，已经算是高材生了，所以他还经常帮助
战友写信，深受战友们欢迎。新兵训练结束时，
张建华还作为新兵代表上台发言。

1951年2月，张建华所在部队授命入朝作
战。部队出发前，张建华和战友们为表达战斗的
决心，纷纷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

入朝后，张建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
次战役，他在多次战斗中表现英勇，还亲手抓
获了敌方俘虏。后来，因作战需要，张建华又被
调入运输连，负责向战场输送给养和弹药。在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的海陆空立体作战模式已
经相当成熟，对于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破坏也
是空前的凶狠和残酷，志愿军的后勤补给部队
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甚至比前线主力部队还要
严酷。

张建华回忆，他们曾经路过美军丢弃的炮
兵阵地，看到炮弹壳堆得像小山一样，可见美军
炮火有多么强大和猛烈，而张建华的运输连在
运输补给的路上，更是经常要面对来自美军战
机的扫射轰炸、坦克和机械化步兵的围追堵截、
海岸线附近美军战舰的舰炮轰击……就是在这

样的情况下，志愿军仍然顽强、英勇地战斗着。
1951年6月，张建华所在的运输连执行一

次运输任务时，遭到了一支美军部队的阻击。根
据侦查，发现这是一支由坦克和步兵组成的部
队，战斗力十分强悍。张建华和战友们依托山势
地形的掩护，冒着猛烈的坦克炮火与敌人顽强周
旋。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枚坦克炮弹落在
张建华身边，巨大的爆炸冲击波让张建华差点晕
死过去。很快回过神来的张建华拍拍身上的泥
土，正准备起身继续战斗，忽然觉得裤子很湿，伸
手一摸才发现是血，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臀部和大
腿受伤了，而且很可能伤得不轻。很快，战友们发
现了受伤的张建华，抬着他撤离了火线。

这次负伤让张建华落下了终身残疾，炮弹
弹片造成的伤口，让他一侧腿部的肌肉和神经
严重受损，从此跛了一条腿，走路也离不开拐杖
了。谈起这次负伤，张建华感觉很遗憾，但他遗
憾的不是自己落下了残疾，而是无法继续留在
前线。

回忆那场战争，张建华感慨地说，志愿军真
的了不起，面对武器装备、物质条件世界第一的
美军，我们丝毫没有畏惧，英勇顽强地打到底，
不仅打赢了战争，更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看
如今我们的军队如此强大，感觉特别自豪，从此
以后，再也不会有落后挨打的日子了。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中共白

城市委宣传部、白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开展“留住老兵记忆，传承

红色精神”主题教育宣传活动，对部分参战老兵进行了面对面专访。让

我们共同回到“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战争年代，感受参战老兵舍生

忘死、浴血奋战的动人故事，赓续红色基因、传承革命精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凝聚起新时代白城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磅礴力量。

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记抗美援朝老兵郑云岚

●本报记者 张风

七十载风霜磨不灭 三千里征途洒热血
——记抗美援朝老兵张建华

●本报记者 张风

老兵垂暮 军魂不老
——记抗美援朝老兵高峰凯

●本报记者 张风

纪念抗美援朝 70 周年

留住老兵记忆 传承红色精神

岁月无情，解放战争的亲历者们已渐渐
老去。曾经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岛、参加过解
放战争三大战役、曾两次使用爆破筒炸毁敌
人碉堡、荣立过3次大功2次小功，今年已经
91岁高龄的老兵杨青山，竟然几乎忘记了自
己曾经是一名战斗英雄。

从杨青山断断续续的记忆片段中，记者
渐渐拼凑起他所经历的那段峥嵘岁月。

1947年，杨青山已是白城农村一名17岁
的青年，作为家中的独生子，义无反顾地参加
了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
野战军前身），之后随部队辗转东北多地。1948
年辽沈战役打响后，杨青山先后随部队参加了
锦州战役、四平战役、黑山阻击战等战役。

在一次战斗中，杨青山所在部队担任主
攻任务，但却遭到国民党军的抵抗。国民党
军凭借坚固的机枪碉堡和强大的重机枪火
力，给我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在一次次的
冲锋中，杨青山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
下，直到班里只剩下他和班长两个人。这时，
班长接到命令，务必炸毁敌人的机枪碉堡，为
我军进攻荡平障碍。杨青山看着身边倒下的
战友，望着机枪碉堡喷出的火舌，不禁怒火中
烧、睚眦欲裂，早已将自己的生死抛诸脑后。

他背起爆破筒和手榴弹，在火力掩护下，向着
敌人碉堡匍匐前行。杨青山一边前进，一边
向前方投掷手榴弹，利用手榴弹爆炸时的烟
雾作为掩护，干扰敌人机枪手的视线，期间碉
堡里的重机枪倾泻的弹雨无数次在杨青山的
耳边掠过，也无数次射进杨青山身边的泥土
中，这段仅有50多米的距离，每一步都无限
接近死亡。杨青山爬到了碉堡前，冲到了射
击孔旁的射击死角处，拉开爆破筒的引信，将
爆破筒塞进碉堡中。随后杨青山向着碉堡侧
面的方向狂奔出十几米后转身面对碉堡迅速
趴在地上，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机枪碉
堡飞上了天。

在此后的又一次战斗中，杨青山再次接
受了炸碉堡的任务。而这一次的国民党军非
常狡猾，在碉堡射击口内设置了铁丝网，既不
影响机枪射击，又能阻止爆破筒被塞进来。
杨青山冲到碉堡前，才发现爆破筒根本塞不
进去。情急之下，他把爆破筒插在碉堡之上
的泥土里，结果虽然爆炸威力不如之前，却依
然炸毁了碉堡里的机枪，成功拔掉了火力
点。两次炸碉堡的任务，杨青山都出色地完
成了，这让他成了部队中一位颇具传奇色彩
的战斗英雄。

辽沈战役胜利后，杨青山又跟随部队开
进山海关，参加了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随后
一路南下，参加了海南岛战役。1956年，杨青
山从部队转业后回到家乡，做起了平凡的工
作，过上了平凡的生活。如今杨青山的身边，
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起7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
甚至连他自己都已经渐渐忘记自己曾经是一
位战斗英雄，但是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也许这一代曾经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过的无
名英雄们都已渐渐老去，但是他们的功勋将
永远彪炳史册。

昔日烽烟散 凯歌犹在耳
——记解放战争老兵杨青山

●本报记者 张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