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访老兵 致敬英雄”公益行动

在黄骅，有一位董存瑞式的战斗
英雄，为了炸毁敌人地堡，以身殉
国。他就是李国栋，牺牲时年仅 33
岁。

今年 60岁的李金良是李国栋的
侄子，自 2010 年开始，他遍查资
料，走访近百名老兵，寻找伯父的线
索，逐渐还原了当年的场景。

光荣入伍

李国栋，中共党员，黄骅歧口村
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65
军 193师 579团迫击连(击炮连)排长，
参加过马家山战役，1951年5月牺牲
在朝鲜战场。

1918年1月13日，李国栋出生于
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7岁时父母双
亡，与弟弟被姑姑抚养长大。读过两
年书，后弃学主动承担起家庭的重
任。跑过小站，卖过海货，16岁开
始，上船谋生。

1949年初，听说本村正在征兵，
马上辞去工作，赶回家乡第一个报了
名。他有知识、觉悟高，一进部队就
被任命为班长。临行前，村里搭上了
戏台，为包括他在内的 4位参军新兵
饯行，他们胸前系着大红花，在阳光
的照射下，鲜艳夺目。

马家山战役

张玉岐是李国栋在新兵连的战
友，他说李国栋是新兵连的老大哥，
大家有什么烦心事都愿意和他说。闲
暇时，他还给大家拉二胡，鼓励大家
要坚强勇敢、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马家山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西
北解放战争史上最大的攻坚战。经过
一天的苦战，我军仍未突破敌人的防
守线，部队伤亡较大。傍晚，战士们
在梯田下挖猫耳洞原地休整，到了后

半夜又下起了雨，猫耳洞塌了，很多
战士被埋在里面，一时士气低迷。这
时，李国栋抹了把脸上的雨水，一步
跃到梯棱上，大声说：“同志们，有
战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要齐心协力战
胜一切困难，为主力部队扫清障
碍！”说完，他唱起了《打渔杀家》，
旋律铿锵，振奋人心，战士们情绪一
下子被调动起来。

在战士们的奋勇突击下，我军最
终突破了铁丝网，冲向第一道外壕。
就在这时，马家山的敌人竟然发起侧
翼逆袭，与解放军绞杀在一起，很多
战士猝不及防地死在了敌人的刺刀
下。李国栋见此急了眼，他装上刺
刀，振臂一呼，带着一排战士们冲了
上去，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马家山战役从 1949年 8月 21日
早上 6时至 1949年 8月 26日中午 12
时，我军历时 126小时，占领了白塔
山。兰州宣告解放，彻底粉碎了国民
党反动政府最后的幻想，推动了解放
战争的全面胜利。

抗美援朝

“二姨和我说过两次关于伯父赴
朝前的一些往事。”李金良说。他的
二姨小名叫连荣，婚后搬迁到东北，
李国栋赴朝行军时，正巧遇见。李国
栋身上围着小米袋，腰间挎着水壶，
带领着不少人，走时与妹妹相约：

“我打完朝鲜后，回来接你一起回
家！”李国栋到了朝鲜后，每个月都
给家里来信，讲述战争的激烈，“天
上是飞机，地下是大炮，枪林弹雨，
血流成河。”

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特
别在这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我军将
士奋勇追歼，直抵敌人的老窝。可
是，由于敌入占据地形优势，且地
堡目标太小，火力却很猛，战士们

被压在棱坎下，几次冲锋皆被敌人
火力压倒。眼看着战士们一个个倒
下去，李国栋对大家说：“同志们，
这样硬闯不是办法，我们要智取。”
说完，他嘱托家乡的战友滕永田：

“如果我牺牲了，请把牺牲的真实情
况告诉我的家人。”

随后，李国栋一把夺过滕永田的
炸药包，带领 4位战士，冲向前方。
他们兵分两路，利用有利地形，从两
侧匍匐前进，敌人的扫射还在继续，
同行的战友接连中弹。李国栋则借助
坡地，沿着纵横的沟壑匍匐前进。躲
过几轮扫射后，李国栋终于迂回到了
敌人地堡后方。他迅速滚到地堡跟
前，接好炸药、手榴弹，振臂高呼:

“同志们，冲呀！”然后冲进地堡。只
听“轰”的一声，地堡被摧毁了，而
李国栋也消失在了滚滚硝烟之中。战
士们高声呼喊着，迅速冲了上去……

战争过后，尸骸遍野，战士们想
寻找炸地堡的英雄，把英雄带回家，
可遗憾的是，什么也没留下。望着遍
地焦土，战友们热泪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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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老兵自家院里升国旗九旬老兵自家院里升国旗九旬老兵自家院里升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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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桥县安陵镇大寨子村，要
找到刘国良的家很容易——那幢飘
扬着五星红旗的老宅就是。

这些年，每逢建党节、国庆
节、春节等重大节日举行升国旗仪
式，都是 92岁高龄的刘国良雷打不
动的功课。他出生在旧社会，战火
纷飞的年代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在
他看来，没有什么能比五星红旗更
令他珍视的了。

六年升国旗 表达爱国情

冬日的暖阳不疾不徐打下来，
把刘国良的家包裹在一片静谧中，
院落里簇拥绽放的菊花显得格外灿
烂夺目。黄的、紫的、粉的，开得
悠然而倔强，陪伴她们的是一旁依
然挺立的夹竹桃。西侧低矮的房檐
下，整整齐齐摆放着 20来个葫芦，
上面写着“不忘”“初心”“全面”

“小康”“幸福”等词语。
“别看俺爹岁数大了，可挺有生

活情趣，这些花是他老人家种植养
护的，葫芦上的字也是他一笔一笔
写上去的。”刘国良的儿子刘风春
说。

比花朵更吸引人的，是院北侧
的旗杆。约 15米高的旗杆嵌在水泥
墩子里，系着尼龙绳，挂在顶端的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
在我们能过上好日子，都是党和国
家给的。”老人的爱国情怀几十年如
一日。

6年前，为了完成刘国良举行
升旗仪式的心愿，儿子竖起了这根
旗杆。从那时起，每年的建党节、
国庆节、春节等重大节日，他都要
举行升旗仪式。后来，知道的人多
了，村干部和一些村民也加入进
来。

升旗仪式在刘国良家，就像过
节一样隆重、喜庆。每次升旗前，
他都要拿出两三天时间做准备，买
红纸、写对联、擦旗杆、唱国歌、
打敬礼，练上一遍又一遍。“我老
了，这可能是能表达我对祖国感情

的唯一方式了。”
刘国良是一位老兵，经历过那

段烽火岁月，对他来说，国旗比生
命更重要。

从军八年 身经百战

老人的抽屉里，保存着当年的
立功战书和多枚勋章，它们记录了
老人8年的部队生涯。

1929年，刘国良出生在大寨子
村，7岁时仅上了半年学就被迫辍学
了；18岁，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渤海一分区机炮连队。随后，他跟
随部队不断南下，参加潍坊战役、
济南战役、蚌埠阻击战等战斗，还
在部队中学会了文化知识。

1947年 6月，为适应晋察冀战
局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
委决定，集中华北地区几支主要部
队发起青沧战役。12 日夜，晋察
冀野战军第 2 纵、第 3 纵、第 4 纵
对唐官屯至青县以及沧县城外围据
点的国民党发起攻击。刘国良所在
部队是重机枪连，负责掩护战士们
向前推进。他说，在发起总攻时，
为保护连队顺利进攻，重机枪的扫
射没有一刻停歇，战斗打得十分激
烈。

“那天，下着大雨，战士们在
雨中作战，枪身的散热片全部烧红
都变成了哑炮，连长王炳章命令我
到附近百姓家找点油和杂色布条
来。我带上枪飞快地跑去找油，串
了几户人家找到了两半瓶梳头油和
布条。穿过街巷，在不断的飞炸浓
烟滚滚中，快速地返回阵地，将油
布条交给了连长。这时，重机枪又
像火龙般脆声恢复了。”刘国良
说。

他说，当天作战中，他所在的
机炮连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暴露在
城墙上的炮楼、碉堡基本上被摧
毁。在炮火掩护下，战士们快速登
跃上梯子，越过城墙，冲入沧州城
内。“战斗打完，天也放晴了！解放
了的沧州城迎来了第一个朝霞满天
的早晨。”

爱国情怀 刻入脑海

从潍坊、济南到蚌埠、上海，
战士们一路南下，越打士气越高
涨，终于迎来了胜利的那一天。

1949年 10月 1日，身在上海的
刘国良早早起床，穿上了新军装，
和战友们坐在驻地广场上等待开国
大典之声。此时，他接到任务，要
迅速到达上海市中心的国际饭店。
随后，一辆绿色卡车驶来，待他和
其他战友上车后，连长用大蓬布将
大家盖在车厢内。

“任务很神秘，大家都没有多
想。到达目的地后，我按照命令来
到饭店顶楼，架上重机枪，安上高
射架，装上瞄准器，将弹袋顶上枪
膛。这时，连长才告诉我们要高度
警惕，随时打击来捣乱开国大典的
敌机。刚到 8点多，真的有一架敌
机在空中盘旋，我们马上发射子弹
提示对方离开。”刘国良回忆道。

1954年，在立功多次后，刘国
良光荣退伍。

70多年过去了，这段红色记忆
从未在他的脑海中消失，刘国良拿
起笔，将一段段壮烈的英雄往事与
一生的理想信念写成诗歌和文章，
挂在墙上，写在对联上、葫芦上，
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采访结束，老人再三要求演练
一遍升旗仪式。伴随着雄伟的国歌
声，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刘国良望
向空中，庄严地打了一个敬礼……

老兵的心愿老兵的心愿老兵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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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然 田志峰 王立芹

16岁参军，历经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战争。4枚参战纪念章和一副中
国人民志愿军肩章，记录了老人曾经
历过的血雨腥风。而其中珍贵的两枚
纪念章及肩章的意外丢失，成为老人
心中无法弥补的缺憾。

虽然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但每当
聊起父辈们那段血雨腥风的峥嵘岁
月，市区的康军民女士还是有些激
动。曾经一个小失误造成的遗憾让父
亲和她至今无法释怀。

康军民说，父亲年轻时在泊头运
输三队任队长（原厂址在泊头市火车
站附近）。曾经有 4枚参战纪念章和
一副中国人民志愿军肩章。这些东西
的背后有不能忘怀的岁月，有感天动
地的悲壮故事，还有永远不能忘怀的
一个个战友。父亲经常拿出来一看就
是半天。

遗憾的是，几经辗转，其中的 3
枚纪念章和这枚肩章不慎遗失，好在
后来找回了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但
那丢失的两枚，成为老父亲多年的牵
念。

她说，父亲 16岁参军，先后参
加了解放石家庄、榆次、太谷战役，
后随军在风陵渡渡过黄河，参加解放
西安、咸阳、兰州、银川等战役。特
别是兰州战役，堪称西北解放战争中
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
坚战。当年，父亲只有 16岁。而纪

念章就是老人家当年参加解放大西北
和华北战役的见证。

1951年，康军民的父亲随部队蹚
过冰冷的鸭绿江水，入朝作战，保家
卫国。据老人讲，在突破临津江时，
棉裤冻成冰桶，人像原木样移动，身
边的战友呈冲锋姿式纷纷倒下，血肉
飞溅染红了江水和江面上的冰块。在
著名的铁原保卫战中，父亲和战友们
浴血奋战，亲眼所见战友受伤后依然
坚持战斗。

“至今，父亲不愿穿套头的衣
物，因为在战场上，敌人的燃烧弹沾
在衣服上就会把身体引燃，套头的衣
服不方便脱下，很多战友被活活烧
死。夜晚行军，战士们困了，就一只
手搭在前面战友的肩上，半瞌睡着前
行。一个漆黑的夜晚，部队与装备精
良的联合国作战部队遭遇，处在队伍
最前面的尖刀班距敌人仅有 30 多
米，密集的子弹射来，许多战友来不
及留下一句话就牺牲了。父亲与徐信
师长侦察敌情被敌人发现，两架飞机
追着他们狂轰乱炸，他们机智地从一
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侥幸逃过了
敌人的轰炸。没有充足的食物，执行
任务的父亲数天仅靠战友给的一小片
锅巴，负重整整走了一夜回到了部
队。父亲和他的 63 军打过了三八
线，攻下了汉城，直追敌军 100多公
里。一个铁原阻击战，2万多人还剩

下 2000多人，其中就有我父亲。”她
说。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老人
回国，听从组织安排，转业到地方。
1958年到泊头运输三队任队长。在当
时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他带领广大干
部职工搞革新，黑白忙于抓生产，因
成绩突出被调到沧州市，也就没有再
寻找遗失的解放西北纪念章、华北解
放纪念章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肩章的下
落。

时光荏苒，一晃 60 年过去了。
康军民说，父亲对遗失的两枚纪念章
和肩章十分想念，自己在家中照片镜
框后面写下了它们遗失的时间和地
点，让子女们记住。老人说，纪念章
和肩章应该遗失在原运输三队、家属
院，或两地之间的路上。解放西北纪
念章是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华北
解放纪念章上有八一军旗和“华北解
放纪念”字样。这两枚纪念章虽为铜
质，却是老人戎马半生枪林弹雨的历
史见证，是由硝烟、战火和无数参战
英雄的热血铸成的。

“作为子女，我们也曾想从其他
渠道为老人再寻两枚纪念章，了却夙
愿。但是父亲觉得还是找回 60年前
自己遗失的才有意义。”康军民说。

如果大家有线索，请尽快与她联
系，了却一个老志愿军的心愿，联系
电话是17731777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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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抗战女英雄谭玉兰，东光南
霞口镇谭庄村方圆几村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老人今年 91岁，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幼小的谭玉兰
参加抗日；解放战争时期积极组织妇
女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为社会
主义建设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她的
一生，一颗红心跟党走。

日寇侵略中国，靠的是沿津浦
铁路长驱直入，铁路沿线 4公里是
他们的保护区。谭庄村距津浦铁路6
公里，是挨着敌占区最近的村庄。
这个村进步青年较多，谭丙瑞、李
景田、谭玉兰家都是堡垒户。抗战
初期，我军地下党的领导经常吃住
在这里，当时想把区政府设在谭庄
村，并在村北学校秘密挖了地道。

结果地道由于地质松软，时间
不长就坍塌了。考虑到谭庄村离燕
台村和南霞口村鬼子据点近，他们
决定把区政府挪往马候杜村。区政
府挪了，但游击队打击鬼子的重点
是铁路沿线，所以五区的区领导们
常在谭庄开会住宿，和群众打成一
片。谭玉兰自幼就跟着乡亲们参加
活动，早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6年在东光县妇女联合会主任孙
庆荣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耳闻目睹了日军的罪行，尤其
是在谭庄村发生了两次农历七月十
五的惨案后，她更坚定了誓死跟党
走和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

第一个七月十五，鬼子包围了
谭庄村，搜查八路军，把谭玉兰当
八路军的二哥谭培俊和五六个青年
抓了起来，扔在村中湾里，逼问谁
是共产党。后来，二哥被拉上来，
遭严刑拷打，被敌人用水把肚子灌

鼓后再猛踩，灌入肚子里的水从口
中蹿出有一米高。人被折磨得死去
活来，二哥却始终没有供出谁是八
路军和共产党。

第二个七月十五，日本鬼子包
围了谭庄，痛打本村村民杨路，让
他交待谁是八路军，杨路的儿子因
过度惊吓去世。

由于谭玉兰参加革命年纪小，就
先帮着母亲烧火做饭，为伤病员洗衣
服，帮着父亲谭丙旭站岗放哨。她年
龄小、个头矮，不易引起敌人的注
意。1943年的一天，3位区干部正在
她家开会，谭玉兰和伙伴们在门外玩
耍放哨。远远看见鬼子从燕台方向奔
来。区干部马上从她家牛棚牛糟口钻
入地道，躲过了鬼子的搜查。谭玉兰
家的地道8年来成功掩护了20多名八
路军和抗日干部。有一年，东乡的一
名八路军战士腿部受伤，不能随军作
战，在她家秘密养伤，谭玉兰整整伺
候了一个多月。

谭玉兰的父亲和二哥都积极抗

日，她家成了我军抗日的“交通
站”。随着年龄的增长，谭玉兰除了
站岗放哨、送信外，还多次参加扒
铁道路、挖抗日交通沟。有一次，
她带领本村十几名妇女夜间参加了
北霞口村附近扒路活动，把路基上
的石子运到远离铁路的大坑，使鬼
子火车停运了好几天，损失很大。
谭玉兰抗日有功，1943年，抗日政
府奖励她一支洋炮，就是打猎的猎
枪，鼓励她站好岗放好哨。

抗日战争胜利后，谭玉兰又积
极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发动妇女做
军鞋、军袜，支援前线。新中国成
立后，她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两次得到县
委县政府表彰。之后她到原任坊乡
任党委副书记，后来回本村当过党
支部书记、妇女主任等职。目前，
谭玉兰老人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在平常的日子中，时常为孩子们讲
述战争故事，教育后代不忘国耻，
感谢党恩。

策划：张徽贞 周红红

本报讯（记者） 第二届河湖长
制征文和摄影比赛揭晓啦，快来看
看获奖名单里有你吗？

为深入贯彻落实“河长制”工
作，凝聚河流管理保护工作合力，
形成“人人参与河流管护、管护成
果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从去年
开始，《沧州日报》与沧州市河湖长
制办公室联合开展了“共护母亲河
河长在行动”河湖长制主题征文及

摄影比赛，今年是第二届。经过一
段时间的稿件征集，共收到各类作

品近 200件。经过专家评审，最后
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名
单如下。

征文类获奖名单：一等奖《家
有河长》，作者何菲；二等奖《贝壳
湖》，作者高海涛；《在捷地，我见
到一位河长》，作者王汉中；三等奖
《美丽和希望的守护者——致敬河湖
长》，作者娄勇；《父亲的河》，作者
柳依；《美丽的捷地河》，作者赵文
俊；《又自在，又美丽》，作者张
艳；《乐水水流深》，作者纪梅；优

秀奖获得者：邢一丹、王凤贞、郭
庆峰、张永祥、金红利、吕学良、
王志明、里火、马文利、崔建。

摄影类获奖名单：一等奖：崔顺
卿；二等奖：陈雷、魏志广；三等
奖：边志明、阮长助、张海军、刘文
杰、李晓红；优秀奖：李鹏举、黄文
才、吕云霞、王建新、冯丽、郭庆
峰、张长峰、周长江、马心蕊、韩超。

请获奖者 12月中旬来沧州传媒
大厦 16楼渤海周刊部领取奖品。电
话315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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