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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10月 25日，中国

人民志愿军打响入朝后的第一

次战役，以光荣的胜利拉开了伟

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帷幕。1951

年，党中央决定将10月25日定

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72年过去了，中国人民

志愿军雄壮的歌声仍在耳畔回

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

人民志愿军用生命和鲜血捍卫

了和平，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

世界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激励

和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国人。

10月25日，本报记者重访

这些“最可爱的人”，聆听烽火故

事，传承抗美援朝精神，凝心聚

力，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勇

毅前行。

赵毛臣（资料图）

10 月 25 日，在舞钢市寺坡街道湖滨社

区，87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张聚良谈起抗美援

朝的战斗场面，仍历历在目。

张聚良老家在与舞钢市毗邻的驻马店市

西平县出山镇玉皇庙村，这是一个人口不到

200人的小村庄。1952年 9月的一天，几名政

府干部找到张聚良的父亲，动员张聚良哥儿

俩到抗美援朝前线去，“父亲当时好一阵沉

默。”见父亲犹豫，在儿童团拿红缨枪站过岗、

放过哨的张聚良当即向干部敬礼，主动表示

自己愿意去前线。

初到部队，张聚良被列编在河南省暂编

四团，到洛阳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思想文化

教育。在部队开拔前夕，不识字的他专门让

教官给自己写下“不打败美帝国主义决不回

国”几个字，以表战斗到底的决心。

从沈阳安东入朝后，张聚良得知他所在

的部队是为了充实上甘岭战役队伍，他被分

配到炮兵第 21师 202 团指挥连，配合步兵作

战。“上甘岭战役中，我们阵地上的炮筒连环

发射，把整个天空照得通红通红。”张聚良说，

“那时候每名战士都将生死置之度外了，都是

一门心思赶走敌人。”

资料显示，张聚良所在的炮兵第 21师是

我军入朝参战的唯一一支“喀秋莎”火箭炮兵

师，英勇善战、英雄辈出，电影《董存瑞》《翠岗

红旗》《战火中的青春》3 部战斗故事片的原

型均出自该师。

入朝作战两年半，在兄弟炮兵部队的支

援下，张聚良和战友们先后参与 30 余次战

斗，歼敌 10 万余人，击毁敌坦克 56 辆、汽车

230余辆、火炮 30余门，击落击伤敌机 24架，

在抗美援朝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争的后半程，各方都想争取最有利的

谈判结果，尤其是李承晚部出尔反尔、仍存幻

想，时不时骚扰我方阵地，有时部队正在‘三

八线’以北开着会，就突然遭遇袭击。为此，

上级命令我们发射最猛烈的炮火，直至打得

他们彻底服了为止。铁原阻击战中，我所在

的 202团配属 39军 117师参与作战，歼灭美军

45师千余人，十分激烈。”张聚良说。

1953 年 10月，完成作战任务的张聚良从

朝鲜凯旋，进驻辽宁阜新。此时，作为通信班

长的他，一边带领战士苦练通信架设技术，一

边化身泥瓦匠搞建设。10个月后，军营宿舍、

炮房、礼堂等一应俱全。“团里专门召开表彰

大会，我不但荣立了个人三等功，还代表受表

彰的 18名战友作了典型发言。”1956年，他带

领的通信班获得所在团乃至东北军区通信兵

竞赛第一名的好成绩，并代表东北军区参加

全军竞赛。同年，张聚良光荣地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57年 6月，张聚良退伍回到家乡，被分

配到西平县邮电局工作。随后的日子里，张

聚良生儿育女，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1973 年 5 月，舞钢三线建设实施平舞会

战的号角吹响，张聚良内心再次燃起“到前方

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情。他到舞钢

公司后，先后在劳资科、安全科工作，担任党

支部组织委员、动力厂工会主席等职，始终敬

业、踏实，直至 23年后光荣退休。

退休后的张聚良仍发挥余热，当起社区

的“五老”志愿者，向孩子们讲述革命故事，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参与社区道路维修、环境保

洁等志愿活动。“党养育了我，教我进步和成

长，我要用毕生精力报答恩情，这也是一个共

产党员、一个忠诚老兵的职责和坚守。”张聚

良说。 （本报记者 杨德坤）

张聚良：主动参军 英勇善战

今年 89岁的时福顺老人，家住鲁山县赵

村镇河南村，是该镇尚健在的唯一一位抗美

援朝老兵。

虽年近九旬，但老人身体硬朗，思路清

晰。10月 25日，得知我们是来听他讲述抗美

援朝故事的，老人很激动，仿佛又回到了朝鲜

战场。

1948年，时福顺响应党的号召应征入伍，

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1950年 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入侵朝鲜，

朝鲜战争爆发，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构成极

大威胁。时福顺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

军，于 1951年随参战部队入朝作战。由于他

思想进步、政治觉悟高，上级任命他担任某部

作战小组组长。他作战勇敢，多次坚守阵地，

受到上级表彰。

铭刻在老人记忆深处的，是著名的上甘

岭战役。1952年 10月 14日，“联合国军”调集

兵力 6万余人、大炮 300余门、坦克 170多辆，

出动飞机 3000多架次，对上甘岭及附近地区

发起猛攻。有关史料记载，上甘岭战役激烈

程度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超过第

二次世界大战最高水平。在持续 43 天的战

斗中，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反复争夺阵地达

59 次，志愿军共击退“联合国军”900 多次冲

锋。最终志愿军守住了阵地，取得了胜利。

老人回忆说，当时他所在的连队坚守一

个山头，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凶猛进

攻。战斗激烈，而增援部队及后勤补给迟迟

未到。刚开始，大家饿了吃自带的干粮，渴了

喝军壶里的水，后来食品和水都没有了，只能

忍住饥饿。

在阵地上坚守三天三夜之后，志愿军伤亡

惨重，时福顺所在的连队只剩三人：他、连长和

另一个战友。看着堆积如山的尸体，三人决心

与阵地共存亡。弹药打尽了，只剩下最后一枚

手榴弹，连长说：“这枚手榴弹留下吧，如果敌

人冲上来，咱们就与他们同归于尽！”

就在三人绝望之际，山下传来冲锋号，增

援部队赶到了。由于连队英勇抗击，最终山

头保住了，为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三人荣立一等功。

1953 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福顺随部

队光荣回国，1955年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复员

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福顺和老伴儿育有四女一子，老两口

生活在老家，儿女们经常回来探望。提起现

在的生活，老人感叹“真是过到了天上”。

2020年 9月 22日，时福顺获颁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当时，赵村镇党委领导赶往老人家中，为其佩

戴在胸前，老人异常激动。

至今，老人家中仍然保存着一个破旧的

白瓷茶缸，上面写着“赠给最可爱的人”，那是

赴朝慰问团赠送的纪念品。老人说，看到这

个茶缸，就会想起当年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

（本报记者 王春霞 通讯员 付娟娟）

时福顺：坚守阵地 战斗到底

“我是 1950年 10月作为第一批先遣人员

入朝的，首先到达一个叫大榆洞的地方……”

10月 25日上午，在河南省军区平顶山干休站

文化活动室里，胸前挂满勋章的 103岁老人钟

飞打开了话匣子，思绪飞回到 72年前的烽火

岁月。

钟飞，18 岁加入革命队伍，20 岁加入中

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

美援朝战争，子弹穿腿而过留下的伤痕依然

可见。1980 年，他从平顶山市人民武装部部

长的位置上离休后不忘初心，在关心下一代

的事业中散发着光和热。

如今，老人虽年过百岁，但精神矍铄，只

是听力下降明显，平顶山干休站副站长潘俊

杰不时趴在他的耳边做“翻译”。

刚入朝鲜时，作为志愿军司令站作战处

侦察参谋，钟飞带领将士冒着敌机的狂轰滥

炸，侦察敌情，在大榆洞选择一处相对隐蔽

的地方作为军事指挥部，安排妥当之后，再

侦察第二个指挥部。司令员彭德怀率领人

员进驻大榆洞后，成立过一个临时党支部，

当时张耀任党支部书记，毛岸英任宣传委

员，钟飞任组织委员。

“毛岸英同志牺牲的时候，我跟着韩先

楚 副 司 令 在‘ 三 八 线 ’以 南 作 战 。 他 和 另

一个参谋被敌人的火弹烧焦了，后来还是

凭 着 斯 大 林 送 给 他 的 钢 笔 和 手 表 才 辨 认

出来是他……”回忆起这段经历，钟飞心痛

不已。

在朝鲜的每一天，志愿军将士都面临着

生死考验，钟飞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每

天奔忙于前线和司令部之间，了解最新战况，

收集情报，为志司首长决策提供第一手资

料。有一次，他跟随韩先楚坐吉普车到前线，

后面跟着两辆装载军用品的卡车。不料，经

过一条山路时，卡车触发防坦克地雷被炸飞，

车上食品尽毁。一行人饿了两天，到达目的

地后，钟飞从阵地上的美国兵尸体上搜集了

一些饼干、罐头等食品，又用匕首从一头被炸

死的水牛身上割下一袋肉，背回指挥部。韩

先楚笑言：“想不到在朝鲜前线，大难不死，我

们还有口福啊！”

说起长津湖战役，钟飞说，长津湖那一片

是山区，人烟少，志愿军虽然缺吃少穿，但寸

土不让，冻死饿死的不少。

当时，他从前线回到驻地，长时间没有

洗澡，身上又脏又臭，便赶到一个朝鲜居民

废弃的澡堂洗澡，正好碰上彭德怀，就向彭

德怀汇报了西线战况。当他说到阵地上战

士们因为缺衣少穿冻死不少的情况时，彭德

怀双眸含泪，长叹一声，久久没有说一句话。

1953年，上甘岭战役胜利后，美国在板门

店签订停战协议，钟飞被派往南京军事学院

学习。3年学习结束后，他再次返回朝鲜，直

至 1958年，才跟随最后一批志愿军撤离朝鲜

回国。

“我是第一批带队入朝的，也是最后一批

离开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点让钟老

颇为自豪。2020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

最近几天，钟老一直在收看党的二十大

相关报道，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下，国家越来越繁荣富强，取得了了不起的成

就，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本报记者 王春霞）

钟飞：首批入朝 最后撤离

“ 一 条 大 河 波 浪 宽 ，风 吹 稻 花 香 两

岸 …… ”10月 25日，熟悉的旋律让湛河区曹

镇乡赵庄村卫生室主任赵广兴不禁回忆起一

位老人。

“按辈分，我要喊他爷爷。村里很多人都

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赵广兴所说的爷爷

名叫赵毛臣，是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战役的

特等功臣，时任 134团二营四连指导员。

1954 年 9 月 15 日，赵毛臣在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上汇报了上甘岭战役的经过，

毛主席为他鼓掌，并指示把上甘岭战役拍成

电影，弘扬伟大的上甘岭精神。1956 年，长

春电影制片厂特邀赵毛臣担任影片《上甘岭》

的军事顾问。

赵毛臣 1924年 8月出生于湛河区曹镇乡

赵庄村（原属宝丰县），1947年加入中国人民

解放军，参加过解放洛阳、郑州的战斗和淮海

战役、渡江战役。

“爷爷生前每次说起上甘岭战役，总是老

泪纵横。”赵广兴说。

1952年 10月 14日 4时，侵略者突然向上

甘岭地区发射密集炮弹，坚固的岩石腾空而

起，又像雨点般落下，硝烟弥漫着整个阵地。

赵毛臣所在的四连向 2 号坑道冲进时，敌人

的地堡突然开火，阻击了连队的前进，连长受

伤。紧要关头，赵毛臣站起来高喊：“共产党

员跟我从右边爬上去，炸掉这个‘拦路虎’！”

进入坑道后，战斗更加残酷，敌军在飞机和火

炮的掩护下多次反扑，反复争夺阵地几十次。

战斗异常激烈，战士们伤亡很大。危急

时刻，赵毛臣把全连仅剩的 18个战士分成两

个班，任命了班长，并与兄弟连队取得联系，

成立坑道临时党支部，带领战士们继续战

斗。身处坑道，最大的困难是严重缺水。赵

毛臣组织战士们在石缝里接水、出去抢水，弄

不到水就以尿代水。敌人把球形铁丝网投入

坑道口，并用机枪封锁、用喷射炮轰炸、用硫

黄弹烟熏……志愿军阵地山头被削平两米，

一面红旗上有 381 个弹孔，一截不到一米的

树干上有 100多个弹片。赵毛臣和战友们在

如此艰苦的环境里坚守 15个昼夜，为我军全

线反击立下不朽功勋。

1953年 12月，志愿军总部授予赵毛臣模

范政治指导员和二级战斗英雄称号。1953

年 10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

赵毛臣二级国旗勋章。

赵毛臣在功劳和荣誉面前，不言功、不自

傲，曾受到彭德怀、贺龙、谭政、秦基伟等人的

接见并合影留念，还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团副政委、师政治

部副主任、军后勤部副政委等职。1957 年 8

月，赵毛臣返乡向全县人民作广播讲话。

一门忠烈，两代英杰。1978 年，赵毛臣

送大儿子赵振军入伍。不幸的是，赵振军在

戍边战斗中壮烈牺牲。“振军、振军，振兴解放

军！老前辈是这样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的，

可是最痛苦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说到

此，赵广兴流下了眼泪。

后来，赵毛臣又把二儿子赵冠军、三儿子

赵亚军送到部队历练。

1984 年，赵毛臣离休，但是他那永不褪

色的军装伴随他继续走进军队、学校、工厂，

讲述他和战友们的战斗故事。

2007年 8月 23日，赵毛臣因病去世。

2021年 10月 21日，湛河区“致敬英雄、传

承精神、勇担使命——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1周年”活动暨湛河区红

色革命教育基地赵毛臣纪念馆揭牌仪式在赵

庄村举行。这一刻，赵广兴等了 6年。

“他是我们的精神丰碑，也是我们家乡父

老的骄傲。”为了建设赵毛臣纪念馆，赵广兴

努力了 6年。其间，他走访英雄后人和战友，

还不远千里前往赵毛臣生前所在部队，收集

大量历史资料，整理出 3万多字的文字材料，

将英雄故事讲给世人听。

“我们要铭记英雄的故事，更要传承英雄

的精神。”市老促会副会长李丰海说，我们要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主动扛起宣传革

命奋斗精神的历史责任，继承和发扬先辈们

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

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杨元琪）

赵毛臣：一门忠烈 两代英杰

钟飞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摄

时福顺 孟小恩 摄

张聚良 张志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