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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山，1932年出生于前郭县八郎乡一个小村庄，
1948年3月，在前郭县参加解放军，在独立三团二营六连
当战士。同年7月，编入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三支队三大
队三中队三分队当战士。随即参加抢修陶赖昭松苑江大桥
铁路的施工任务，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孙海山深知抢修桥梁、铁路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加入
部队后他就一头扎进了抢修工作中，凭借着吃苦耐劳和勤
学好问，他掌握了抢修本领，先后参加了1949年4月抢修
安徽省蚌埠市淮河铁路便桥施工任务，1949年7月抢修河
南省巩县黑石关洛河大桥线路施工任务，1949年10月修
建湖南省衡阳市湘江大桥施工任务，1950年8月修建江苏
省新沂县砲车镇老鳖河大桥施工任务（砲车至连云港线）。

参加抢修任务时因表现突出，1948年立两小功一次、
1949年立一小功一次。并获得了解放东北纪念章、华北解
放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解放西北纪念章。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孙海山于1950年12月跟随部
队奔赴朝鲜。

1951年4月，孙海山在铁道兵团直属桥梁科任测工。
在完成新安洲新安江大桥和价川大桥的抢修施工任务后，
所在的铁道兵团奉命调到顺川大同江桥承担抢修任务。同
年7月，直属桥梁团扩编为铁道兵团第四师，工程科改为
工程处，孙海山任施工技术科测工。回忆起那段经历，孙
海山说：“当时抢修桥梁时每天都是九死一生，有几次大
型的轰炸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1951年4月的一天，科
长王金铎带领我和另一名战友到大同江桥现场。到了才知
道由师长批准，16团1营一副营长带领一个排、师侦察连
一连长带领一个爆破班，在便桥南侧运土石方。这是我入
朝以来第一次白天施工抢修。上午9时左右，飞来4架敌
机，飞得很慢很低，还有4架喷气式飞机，围绕大飞机前
后来回飞。副营长命令防空。敌机来到我们的上空，发现

了我们部队。怕敌机炸桥，我们急忙跑进指挥所，只听到
轰的一声响，冲击波合着风将矿尘吹进屋。敌机飞走后，
一看便桥完好无损，再看施工之处烟柱升空，一片肃静。
过去一看，有的战友被烧死了、有的战友被炸死了，而大
多数是被土埋闷死在里面，伤亡50多人。只我和另外两
名战友是幸存者。”“还有一次是在1951年9月的一天，科
长张秉贺带领我和测工王金城去大同江桥第一便桥现场，
飞来了30余架敌机，轮番轰炸，同时在周围的村庄轰
炸，我们3人在桥梁防空，敌机就在离我们两米远的地方
扫射，那一次感觉死亡离我们太近了。”

这样的抢修战斗一直持续着，孙海山和他的战友们在
一次次的死里逃生中继续着战斗。1953年12月，孙海山
随部队凯旋回国，在朝鲜战斗了整整3年。回到祖国后，
荣获抗美援朝纪念章两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
章一枚。

回到地方后，孙海山被抽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政
治学校学习，获得通报嘉奖一次。随后，他被分配到镇赉县
百货公司工作，因工作突出，被多次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
进工作者。1982年5月在镇赉县百货公司任党总支书记期
间，因积极参加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被县教育部门评为优
秀工作者，并出席吉林省优秀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大会。

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孙海山身体尚好，头脑清楚，
行走自如。老人从未挑剔过待遇和住房等问题。他说，比
起牺牲的战友，自己幸运多了；比起抗战年代，现在的生
活好多了。“我现在什么都不缺，只希望大家别忘记一寸
山河一寸血的过去，铭记历史、振兴中华！”

1931年8月，李福出生于镇赉县一户贫苦的农家。他
4岁时父亲去世，13岁时母亲去世，一直寄住在大伯家，
童年生活十分贫苦。李福每天捡柴、拾粪，像一个大人一
样帮助大伯家干活种地。可地少人多，大伯家也有4个孩
子，所以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次，他饿极了，就来到
河边找吃的，看见了解放军的队伍。他早就听村里老人说
过解放军的英雄事迹，心里充满了崇敬之情，于是李福就
萌发了参军的想法。他急忙跑到家里跟大伯打了声招呼，
就加入了解放军的队伍，跟着大部队一起向长春进发。

李福参加了解放长春、解放四平、解放锦州、解放天
津的战役。回忆当年的战斗故事，李福说最难忘的是解放
长春的那次战役。1946年4月，李福所在的四野38军与
敌人进行了正面交火，战况十分惨烈。在枪林弹雨中，他
看着身边熟悉的战友一遍一遍的冲锋，又一个一个的倒
下，16岁的李福丝毫不畏惧，跟着部队一边打一边向南突
围，连续走了几十里地。有好几次，他都差点被子弹打
中，他抱着枪在地上匍匐前进，躲避敌人疯狂的扫射。面
对敌人他没有害怕，经历一番激烈的厮杀后，部队终于撕

开了一条口子，李福也冲出了包围圈。
退伍回到地方后，李福一直在镇赉县供销社工作，

当了一名普通的保管员。在工作中他勤勤恳恳、兢兢业
业，不论什么重活、累活他都抢在前面干。他也从不提
当年在部队的事儿，同事们都不知道身边这位勤劳朴实的
小伙子，竟然以血肉之躯亲历了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在
供销社退休后，李福安享晚年，但依然生活简朴，关心国

家大事。他说：“我最爱干的事儿就是每天看新闻，看着
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我就觉得当年的牺牲和付出都值
得！”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经历过残酷战
争洗礼的李福，经常把战友的牺牲与自己现在的生活作对
比，在思念战友的同时，感怀自己的幸运，于是才有了他
独有的宠辱不惊的沉静和与世无争的满足。

“绿色戎装戴帽徽，辛勤苦练技精微。贡献青春我无
悔，为国为民去增辉。”这是李贵在做通讯兵时每天都要
喊的口号，也正是这响亮的口号和为国为民的情怀，支
撑着李贵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战争岁月。伴随80岁李贵老
人的回忆，我们走进了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

1941年，李贵出生于镇赉县沿江镇一个普通的农民
家庭，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到了
上学的年纪也不能走进校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
响。为保家卫国、报效祖国，年仅15岁的李贵积极响应

号召，于1956年报名参军入伍，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成
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军67师炮团的一员。走进了部
队，也就意味着走进了枪林弹雨。参军第三天，李贵就
跟随大部队进入朝鲜，在朝鲜参加了一个月的新兵训练
后，就进入阵地开始了战斗执勤。

那时通讯兵的生活环境非常艰苦，要十分的隐蔽才
能保证更好地完成通讯任务，不被敌人发现。“我们在
朝鲜住的是潮湿的山洞，铺位下都是水，外出侦查走的
大多是‘交通沟’。”老人回忆说。即使在这样的环境

下，他们依然坚持每天背电码，收发电报，边作战边学
业务，做祖国的雷达和耳朵，为祖国提供宝贵的信息。
由于表现优秀，李贵被授予上等兵军衔，在反季训练和
冬季训练中，还先后被评为二级技术能手、一级技术能
手。

在聊天时，老人给我们看了他手脚肿大变形的关
节，他一直穿着厚厚的裤子，因为一旦吹着风，身上的
关节就疼得不能动弹，走路都困难。老人虽然一身伤
痛，却乐观豁达。他说，虽然当时战争条件艰苦，但我
们保家卫国的初心从未改变，现在的生活已是当时想都
不敢想的美好，我已经很知足了，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1959年，李贵退伍回到家乡，在镇赉县电信局工
作。他扎扎实实无怨无悔地投入到了工作中，投入到了
他全身心热爱的通信事业，将骨子里的军人本色展现在
了日常工作中。

李贵用他朴实的行动书写了精彩的人生，令人敬
佩。老人说：“我把自己人生的这段经历讲给大家听，绝
不是表明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为了说明我们每个人都
有一段难忘的经历，它锤炼我们成熟、激励我们成长！
它告诉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珍惜今天、开创未来！”

这是一位积极投身解放战争的战士，这是一位17
岁就参军入伍的老兵，这是一位有着 67 年党龄的军
人，这是一位退役后扎根基层、在平凡岗位上继续工作的
普通人……这位时时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心
全意为党和国家事业奋斗不息的人，就是参加过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朱尚德。

朱尚德，镇赉县人，1930年1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
农民家庭，1947年3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表现
优异，被任命为班长。先后参加了解放东北、解放华北、
解放西北等战役，1950年入朝作战，1953年回国。在朝
鲜战场上，他不畏牺牲，英勇杀敌，跟着部队打了许多胜
仗，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那时候的条件十分艰苦，缺吃少穿，肚子饿的时候
只能以炒面充饥，没有水喝只能吃雪，不仅不能吃饱穿
暖，还要时时刻刻躲避敌机的狂轰乱炸，能够活下来，真
是历尽了千难万险……”朱尚德老人在讲述志愿军在朝鲜
作战时说。

那时候在朝鲜打仗，经常需要在雪地里潜伏，为了更
好地隐藏，有的战士发到了白布遮盖身体，但由于物资短

缺，像朱尚德一样没有领到白布的就把自己棉袄翻过来
穿，白色里子朝外，隐藏自己。在滴水成冰的严寒天气
里，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心里装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充
满了斗志。“我当了9年兵，打了7年仗。”老人边说边拿
出了一个黄布包，里面装着他服役期间获得的奖章和战役
纪念章，老人视若珍宝。

退役回到地方后，朱尚德成为食品公司的一名工人。
他时时提醒自己，虽然脱下了军装，但还是一个兵，一个

永远的军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一切要服从组织安
排。无论在哪儿，他都告诫自己：我是一名党员，我是一
名战士，哪儿都是阵地。

如今退休在家的他，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朱尚德老
人说：“我从来不觉得我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长眠
在战场上的战友们，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和平。我
要替牺牲的战友们好好看看新中国，看看我们的国家如今
是多么繁荣富强！”

今年97岁的张旭，住在镇赉县林业局一个70平方米
的家属楼，与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在我们对他进行采访
时不难看出，老人依旧精神健硕，意气风发，眉宇间仍有
当年征战沙场的英气。老人很健谈，讲起当年的往事依然
思维清晰。

张旭是吉林省农安县人，1947年任镇赉县哈吐气区政
府助理。当时镇赉县为支持全国解放战争，号召全县年轻
同志积极加入担架队，张旭得知这个消息后，积极响应，

主动找到领导报名加入了担架队。他回忆说：“加入担架
队后，我们就上了战场。当时我和战友们一起挤坐在闷罐
车里，等到了那家屯西王府大庙时我们就按照部队要求住
下，白天敌机轰炸，我们不敢行军，就在农户家躲着，天
黑以后才敢走，到达目的地后，我和战友们被编到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七纵队第四卫生队，参与救援和运送物资的工
作。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九死一生。”

就这样，张旭开始了他担架队员的生涯。每天扛着担

架，负责运送伤病员和重要物资，在战火中穿梭，随时都
有牺牲的危险，但是那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怕死的概念，
就想着打胜仗，想着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据老人回忆，
有一次他们在运送物资时，白天赶上了国民党飞机从沈阳
出来，发现了他们，在他们头上盘旋了3圈以后开始向张
旭和他的战友们发起了扫射。两轮扫射过后，张旭看到许
多战友都牺牲了，他来不及悲伤，只想着要完成好这次运
送物资的任务，把前线的补给赶快送到位。张旭和另外两
名战友死里逃生后，借着扫射炸起的尘土做掩护，逃出了
轰炸包围圈，圆满完成了此次运送任务，将重要物资补给
及时送到了前线。

退伍回到地方后，张旭扎根家乡教育事业，先后任镇
赉县五棵树镇中学校长，坦途镇中学校长和镇赉县第三中
学校长，1983年离休。如今，老人已是耄耋之年，或许正
是亲历了那些残酷的战争，老人格外珍惜晚年安稳的日
子，他说：“亲历了那些战争，才知道如今的幸福生活是
多么的可贵，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当年战争的不易，更
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难忘烽烟战火时
——记老兵孙海山

●李蒙 刘乾坤 常凯盈

纪念抗美援朝 70 周年

留住老兵记忆 传承红色精神

抗战烽火铸人生
——记老兵李福

●李蒙

通讯战场显身手
——记老兵李贵

●刘乾坤

在血与火中锤炼
——记老兵朱尚德

●常凯盈

出生入死不畏惧
——记老兵张旭

●刘乾坤 常凯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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