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洪元白洪元白洪元 “““彭老总救过我的命彭老总救过我的命彭老总救过我的命”””

在河间市黎民居乡前留保住村
有一位老人，身体硬朗，精神矍
铄，94岁高龄，身上还透着一种军
人的气质。他就是曾参加过解放战
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白洪元。

1946 年，解放战争急需兵员，
19岁的白洪元响应国家召唤，从戎
报国。参军后不久，他当上了通讯
兵，一路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先后
参加了解放石家庄、解放保定、解
放太原等战役。

在白洪元老人的军布包里珍藏
着解放奖章、华北解放和抗美援朝
立功奖章，以及几本纸页发黄的证
书，见证了他参加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战争的峥嵘岁月。他的退伍证
上清楚写着，三等功两次，其余立
功十余次。每次立功，都是他经历
生死考验的见证。

白洪元老人回忆，第一次立功
是解放保定。当时，解放军将保定
团团包围，敌军顽抗突围，白洪元
所在通信连遭受敌军猛烈冲击。危
急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收拾完文
件，最后一个才撤离。因为保住了
一份重要的文件，师党委授予他三
等功一次。

第二次立功是在朝鲜战场上。
在一次夜间战斗中，我军在高地架
设的通信接力天线杆，突然出现故
障，急需维修。当时情况非常危
险，头顶敌机发射曳光弹照明，下
面的敌人机枪疯狂扫射。关键时
刻，白洪元冲了上去，冒着枪林弹

雨迅速抢修排险，保障了通信畅
通。为此，师党委给他记三等功一
次。

其余十次小功，也都是他平时
表现或完成任务好，部队给予的嘉
奖。面对这些功勋和荣耀，白洪元老
人却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白洪元
随部队回国修整。后来，中央军委
发出指示，要建设一支能打胜仗、
有文化的新型人民军队，白洪元觉
得自己没文化怕给部队拉后腿，
1956年10月，主动要求退伍回乡务
农。

提起抗美援朝那段历史，白洪
元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当年的场
景。

白洪元所属部队是第二批赴朝
作战的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后，
条件十分艰苦，后勤供给困难重
重，战士们饮冰卧雪，在前进中浴
血奋战。战斗经常打得异常激烈，
对面是敌人密集的炮火和子弹，空
中有美军的飞机轰炸。

“那一天，如果不是遇到彭老
总，我这条命就留在朝鲜战场了。”
在抗美援朝中，有一件事让白洪元
老人记忆犹新。

那是 1951年 6月，白洪元所在
师指挥部设在一处大山脚下。当
时，天气非常炎热，为保持通信畅
通，通讯连战士只能部分隐蔽在树
林里，部分留在防空洞。有一天傍
晚，天气闷得实在让人透不过气

来，白洪元来到树林与小河之间小
道边，顿觉微风凉爽。这时，一个
急促又洪亮的声音传来：“快起来，
进防空洞。”他感觉有人用脚尖碰他
的腿，他机警地跃起，一位腰间挎
着手枪的首长正对着他，旁边还站
着警卫。

“啊，彭老总！”他揉了揉眼，
才看清了来人是谁。

原来，是彭德怀总司令到师指
挥部战前检查，师长陪同来到河
边。师长对他说：“还不谢谢彭老
总！”他慌忙说了声“谢谢总司
令”，便飞快地跑进了防空洞。不
久，天上敌机来袭，一顿狂轰乱
炸，白洪元刚刚经过的地方被炸出
了大坑。

白洪元退伍后，便安心回乡从
事生产劳动。忆往昔峥嵘岁月，白
洪元老人经历了残酷战争的洗礼，
见证了祖国的发展路程。谈起对未
来的期盼，他说：我最大的心愿就
是，希望世界和平、再无战争，咱
们老百姓永远过幸福安康的日子。

“寻访老兵 致敬英雄”公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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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芝甫 东征西战老炮兵
地上尽是敌人埋放的地雷，一个不

小心可能就会粉身碎骨。夜幕已然降
临，王芝甫向前走的步伐越来越小心，
敌人的驻扎地也许就在附近，一切细节
都不容忽视。到了安全平坦的地上，他
的炮就能派上用场了。这样想着，他一
步一探地向前摸索……

回忆戛然而止，老兵王芝甫的神情
变得凝重而复杂。七十年风雨飘摇，老
人的脸上早已刻满了岁月的痕迹，但那
坚毅的面孔以及深邃的目光，却是一位
战士历经风霜仍不屈不挠的最真实写
照。

年少参军

“这是解放西北的纪念章，这是抗
美援朝的和平鸽纪念章……”得知记者
要来采访，王芝甫特意戴上了他所有的

“宝贝”。虽然时隔70多年，但那段用热
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他谈起来仍清晰
如昨。

黄骅，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城市，
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上演一个又一个感
人肺腑的红色故事，也孕育了黄骅人
侠肝义胆、不屈不挠的品格。1931
年，王芝甫就出生在这里。在红色思
想的洗礼下，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植
根在他幼小的心中。年满15岁，他直
奔解放军驻地，可由于年龄太小，部
队不接收，他又跑了回来。18岁时，
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火热，村里动
员征兵，第一个报了名，加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某部炮兵连。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他随部队不断
向西挺进。走过山西，穿越宁夏，国民
党的残余部队在哪里，王芝甫他们就打
到哪里，一路追打着来到了兰州。

激战兰州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
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以摧枯拉朽之
势横扫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相继解放
了南京、上海及江南大片土地，并开

始向东南、中南和西南挺进。蒋介石
集团不甘心失败，企图依靠盘踞在西
北的胡宗南集团、青海马步芳等保住
西北和西南。

为了执行中央军委向全国进军的命
令，歼灭国民党军，解放全中国，4月
24日，华北野战军攻克太原。随后，中
央军委将华北野战军第18、19兵团划归
第 1野战军指挥，参加解放西北的作
战。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
增加到42万人，而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
总兵力为41万人。

王芝甫说，兰州是西北第二大城
市，北临黄河，三面环山，国民党军已
在沿城各高地修筑了较为完整的防御体
系。各主要高地对外均有一至三道峭
壁，高6至10米，峭壁之中设有隐蔽的
侧射机枪火力点，壁前挖有外壕，各壕
间设有暗堡、地雷、铁丝网等。国民党
守军称兰州为“不可攻破的铁城”。

“西北很多都是沙土地，迫击炮、
野炮根本打不过去。尤其是国民党军
布置了严密的地雷防线，可以说脚下
全是雷。而且，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以
彪悍闻名西北的‘马家军’，由马步芳
和马鸿逵带领作战。”在这样艰难的环
境下，王芝甫和战友们想尽一切办法，
用探测器将地雷作出标记。炮弹用不
上，就把所有手榴弹捆绑在一起投掷。

“兰州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后一个战
役，也是西北战争史上最艰难的一次
战役。打完沈家岭，大家忍受着浑身
伤痛和劳累，从沈家岭一路小跑到沙
井驿，渡过黄河，又一路追到中山桥
北，占领了白塔山高地……”在战士
们的英勇作战下，最终解放了兰州。

一生的财富

1951年，王芝甫所在部队接到命
令：入朝作战。

“美方的战斗机不断轰炸，把我
们的给养都炸毁了。天寒地冻，最初
穿的是棉衣，可由于要带的东西越来
越多，不得不减衣服。饿了就吃压缩

饼干，渴了就抓把雪塞到嘴里。”他
所在部队一直沿东线作战。

王芝甫是炮兵，他的任务就是听
到命令后发射炮弹，连日打炮震得他
耳朵生疼，后来耳朵被震得鲜血直
流，落下了耳疾。

他说，在前方作战给养跟不上，
很多战士得了夜盲症，到了晚上什么
都看不见。战士们着急，首长也着
急，后来听说吃猪肝能治，就给后勤
写了封信。过了一段时间，猪肝就从
祖国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

1953年，王芝甫回国。听说部队
缺驾驶员，他就奔赴山西学驾驶，后
来成了一名教员各地跑。听说西藏需
要车管干部，他毫不犹豫就报了名。

1979年，王芝甫一家回到沧州，
终于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在那个百废
待兴的年代，老人为沧州的交通运输
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他的影响下，
两个儿子都选择年轻时去部队锻炼。

如今，王芝甫儿孙满堂，那些闪
光的军功章伴随他一生，也成为王家
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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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迎春贾迎春贾迎春 见证日军缴械投降见证日军缴械投降见证日军缴械投降
15 岁那年，贾迎春骑上“战

马”，成为赫赫有名的八路军一二 0
师的一名战士。戎马 30余年，他亲
历了日军投降的重要时刻。近日，记
者在运河区佳苑领域小区见到了如今
已 91岁高龄的贾迎春，聆听他讲述
那段难忘的抗战岁月。

痛恨日军 毅然从戎

1930年，贾迎春出生在任丘麻家
务乡留村，在 6个兄弟中排行老二。
因为土地少，人口多，生活十分困
难。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军
沿平汉、津浦铁路南进，迅速占领
了任丘、河间等冀中城镇。老人回
忆，家附近有多处日军据点，经常
出来扫荡。儿时的他，还被抓去修
炮楼，每天从早干到晚，干不好就
会挨打。

当时活跃在冀中平原的主要是贺
龙领导的八路军一二 0师，他们负责
领导部队和群众在日军后方战斗。贾
迎春说，当地老百姓非常拥戴这支共
产党领导的部队。

为了消灭八路军，日军隔三岔五
就扫荡。有一次，日军把村民集中起
来，把几十个成年男子关到马棚里，
然后扔毒气弹讯问八路军的去向。还
有一次，日军抓住村民拷问八路军的
行踪。“村民们恨透了小日本，就是
不说，日本人就把村民们抓起来毒打
一顿，然后直接扔进村头的井里，一
共扔进去18个人。”

日本鬼子的残暴激起了百姓的反
抗，不甘做亡国奴的青年纷纷参军。
1944年3月，贾迎春放下锄头，加入
了八路军一二0师。

亲历日军投降时刻

“那时候我岁数小，力气也小，

根本拉不动枪栓，他们就让我当通讯
员。”参军时还不满 15岁，首长看贾
迎春机灵，又熟悉当地地形，就让他
在一二 0师独一旅旅部当作战科的通
讯员，作战时来回传递消息。虽不用
直接上前线杀敌，却也时时危险相
伴。有一次，他和两名战友去送信，
日军一发炮弹落下，两名战友当场牺
牲，贾迎春命大，只受了点伤。

老人回忆，八路军生活条件艰
苦，夏天和冬天各一身军装。战士们
最宝贵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武器，
另外一个就是鞋子。直到现在，他还
保持着穿布鞋的习惯。家里人给他买
了皮鞋，他总是应付一下就换上舒适
的黑布鞋。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
件投降。贾迎春记得，他们的部队当
时在内蒙古的卓资山上，他亲眼看着
日本人跪在自己的面前，双手高举过
头，交出大枪。那一刻，日军没有了
往日的骄横跋扈。“就连日本人训练
的狗也跟着耷拉下脑袋，不咬人
了。”他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撕毁国共和
平协议，大举进攻延安、山东解放
区。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一二
0师独一旅开赴西北战场。

后来西北野战兵团成立，彭德怀
出任兵团统帅，独一旅改编为西北野
战兵团一纵二师，王尚荣任师长。这
时的贾迎春，未满 20岁但已经长得
人高马大，成为了王尚荣的警卫员，
参加了“三战三捷”“宜川战役”等
西北战场上多个著名的战役。

在一次战斗中，王尚荣来到前
线，正好有一发炮弹落下，贾迎春马
上扑到王尚荣身上，保护了首长，自
己的脚却被炸伤，至今还留有疤痕。

东征西战 迎来和平

贾迎春回忆，在西北时，跟随王

尚荣去开会，他经常见到彭德怀总司
令。“彭老总特别朴实，没有架子。
我有个老乡是他警卫班的，有时我找
他玩，彭老总还亲切地问我们这俩小
鬼家是哪儿的。”说起这些，老人的
脸上瞬间洋溢出笑容。

解放西北后，第一军驻守青海，
一边剿匪，一边搞生产。后来朝鲜战
争爆发，1952年，为了支援前线，任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的彭德怀把第
一军调往朝鲜。而此时，贾迎春已成
为第一军军部的报务员。

美国为了消灭志愿军部队，出动
轰炸机进行不定时轰炸。一次，贾迎
春和报务工作人员提前截获情报，第
一时间告知军部，避免了志愿军一场
重大伤亡。为此，第一军还对贾迎春
等报务人员进行通令嘉奖。

1978年，贾迎春离开部队，回到
了家乡，先后在沧州市锻压厂、供销
社、外贸局等单位任职，1991年离
休。

贾迎春被授予过不少军功章，他
说，其中最珍贵的有 3枚，分别是抗
日战争的军功章，参加保卫延安、解
放大西北的功臣章，以及抗美援朝的
小和平鸽。但因为几次搬迁，这些奖
章已经找不到了。老人戎马半生，他
感慨道，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太多
的伤害。如今，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
的生活，但也要居安思危，把我们的
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孙玉杰孙玉杰孙玉杰 身经百战身经百战身经百战“““孙大胆儿孙大胆儿孙大胆儿”””
吴桥县于集镇树头孙庄有一位

老兵，14岁参军，在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中身经百战，因为作战英
勇，战友们都称他为“孙大胆儿”。
而他的真名叫孙玉杰。

1932年2月，孙玉杰出生在树头
孙庄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因为灾荒
战乱，他很小就背井离乡，与哥哥流
浪到苏北一带耍“独独戏”谋生。

“‘独独戏’也叫‘扁担戏’
‘独台戏’，现在属于杂技，以前就
是穷人谋生的手段。”老人说。

孙玉杰回忆， 1945 年 4 月左
右，他们在沛县大屯镇耍戏时遇到
一支部队。这支部队不抓人、不抢
粮、不欺负老百姓。经过一番了
解，得知这支部队是替穷人打天下
的，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豫军区独立
旅。多年的流亡，他像找到了家一
样当即加入其中。

部队当晚就开拔，奔向砀山战役。
“那天，雨下得很大，战壕里一

半泥水一半血水。炮火铺天盖地，
敌人黄压压一片往上冲，战场上倒
着横七竖八的尸体……那时我 14
岁，虽然是第一次上战场，但没有
被战争的血腥和残酷所吓倒。”孙玉
杰说。

孙玉杰历经一次次战斗的洗
礼，练就了一身本领，作战也变得

越来越勇猛。一次，部队在日伪据
点附近宿营，连长要把警戒哨放到
敌人近处。没有人敢接这个任务，
孙玉杰主动请缨，悄无声息地爬到
距离炮楼一步之遥的地里，监视敌
人的一举一动，甚至可以清楚听到
敌人说话的声音，直到天蒙蒙亮他
才撤回。从此，落下了“孙大胆
儿”的绰号。

还有一次，部队陷入敌人的重
兵包围，战斗异常激烈，很多战士
被打伤。孙玉杰说：“我打光 80发
子弹，把枪簧都打软了。”眼看战友
受伤，他背起来就走，被重机枪追
着打了几百米竟毫发无损。

转眼来到了 1947年，孙玉杰所
在部在黄河南岸遭遇国民党一个兵
团。

“战斗从凌晨一点打响，因为敌
人突然增援，防御实力增强，到天
亮时两军陷入胶着状态。我当时是
班长，受命带敢死队冲锋。敌人的
重机枪瞄准我们扫射，一下把我的
手击穿了……”

“子弹横扫过来，打碎了枪和
手，竟然没打到我身上，真是幸
运。”说起当时惊险的一幕，老人竟
还开起了玩笑。

孙玉杰在河南范县、河北馆陶
等地养伤，因为手部伤残失去作战

能力，于 1947年年底复员，返回阔
别的家乡。

起初县政府让他学文化，打算
安排他担任县里的干部。他偷偷把
300公斤谷子的安家费兑换成牲畜与
农具，选择回乡务农。

“俺们当兵打仗为的是解放穷
人，没想过给自己要什么待遇。”孙
玉杰说。

抗美援朝爆发，想到国家各方
面困难，他响应毛主席“不要吃老
本，要立新功”的号召，主动要求
将二等残疾改成了三等。比起那些
牺牲的战友，他始终认为，能活下
来就是一种幸福。

如今 88岁的孙玉杰耳不聋眼不
花，身体硬朗，骑三轮车赶集，在家
中照顾老伴儿，在村里过着平静的生
活。历经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安稳的
生活，是他最大的期许。

高义高义高义“““我我我曾参加金城战役曾参加金城战役曾参加金城战役”””

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 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的第三阶段，也是
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此
役历时 15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歼敌
5.3 万余人，将南朝鲜军 4 个师打
退，收复阵地 160余平方公里，有
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在我市市
区，就有一位老人曾参加这场艰苦
卓绝的战役。他就是家住东方世纪
城的87岁的高义。

“70年过去了，很多画面仍深深
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无法忘记。”高
义说，1933年，他出生在沧县大官
厅乡西边的郭蔡村。在抗日战争时
期，他家里叔父 4 人均为国捐躯，
在当地十分有名。沐浴着红色思
想，高义儿时便加入了儿童团，给
八路军送信，在街头站岗，传递情
报。1950 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
军，先是在海防支队当卫生员，后
来又被派到当时的石家庄陆军指挥
学校学习军事理论。

1952年，高义踏上了抗美援朝
的战场，被分配到某部政治处。据

老人回忆，当时他所在的部队属于
准备金城夏季反击战的二线部队，
正在进行战备训练。

1953年 7月 13日是高义一生都
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金城战役打
响。

“晚上，志愿军向敌人发起了全
面进攻，万炮轰鸣，硝烟弥漫，夜
晚被照得比白天还亮得刺眼，到处
都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前面的战
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紧接着发起
冲锋。炮打哑了，紧急修复后继续
射击。密集的炮火组成炮幕，掩护
志愿军步兵军团和朝鲜人民军往前
推进，向梨船洞、金城川的敌人发
起猛烈攻击，抢占高地。同时高射
炮营瞄准天上盘旋的敌机，将来犯
之敌一一打下。”高义回忆。

连续作战了不知多少天后，他
突然接到命令：打扫战场。这时，
高义才得知在与敌人坦克、重炮、
飞机的机械化部队的战斗中，我军
不但没有被击倒，反而最终攻占梨
船洞、北亭岭等地，向南扩展阵地

160多平方公里，重创南朝鲜军4个
师，有力促进了后来的停战谈判。

老人说，之所以能取得金城反
击战的胜利，主要是志愿军做了充
足的准备，包括上千辆汽车保证物
资运输，备足各种炮弹、炸药；还
加修了道路、桥梁，在前沿增加构
筑坑道；同时，对敌情、地形均进
行周密侦察，制订详细作战计划。

“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士都有一颗爱国的心、团结的心，
有打不倒的钢铁般的意志！”老人坚
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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