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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17岁时，他被抓壮丁入伍国民
党部队参加抗战，跟随部队转战多
地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斗争；抗战胜利后，他和战友起义，
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祖国的
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他，就是现年93岁的老人薛九。8
月1日上午，记者慕名前往郏县安良
镇狮王寺村，采访了这位富有传奇
色彩的抗战老兵。

17岁被抓入伍

8月1日上午，记者和河南工业
大学的支教大学生一起来到了薛九
老人的家，给这位抗战老兵送去了
节日的慰问和祝福。在薛九老人简
陋的住室内，老人激动地向记者讲
述了自己的抗战历程。

薛九老人告诉记者，1939年 2
月，年仅17岁的他被抓壮丁，跟随许
多人一起步行8天到了湖北，坐着
轮船过长江到了当时的四川省万
县。薛九老人说，在去四川的途中
他们非常受苦，起初一天只吃一顿
饭，过了湖南长沙才一天吃两顿
饭。行军途中没有水，有时连马尿
都捧起来喝了。在那里，在接受了
为期数月的作战训练后，他加入了
国民革命军92军102师424团3营9
连。当时部队的口号是：有钱拿钱，
有人出人，没有人想办法也要打日
本！

1939年 7月的一天，薛九所在
部队在四川凉山和日本侵略军一个
团的兵力在一个竹园附近展开了战
斗。在此次战斗中，薛九担任炮兵
射击手。由于美军支援，日军的飞
机没敢出来。在激战中，日军逃进
了竹园里隐蔽起来，国民党部队空
军便在空中往竹园里投炸弹，连竹
园都被燃烧起火了。经过一天一夜
的战斗，日军全部被消灭。在清理
战场时，只剩下一个日本兵还负隅
顽抗，被薛九一枪击毙。“我虽然是
新兵，可这一仗我打死的日军不下
百人，这一仗打得可过瘾了！”回忆
起打日本的第一仗，薛九老人显得
十分激动。

抗战老兵薛九：
神枪手只身闯敌营

今年以来，我省著名的方便面品牌
大骨面好事连连，继上半年大骨面上市
一年多销量突破两亿包后，近日又勇夺
河南方便面销量冠军，成为名副其实的

“中原第一面”。
国内领先的市场研究机构央视市场

研究（CTR）河南市场消费数据显示，数据
统计的河南省七百四十万户家庭中，大
骨面为最近一年（截止至2015年3月20
日）河南省商超渠道消费量第一名的方
便面产品，在消费数量、消费金额等各项

指标上均超越其他方便面品牌，成为河
南更多人吃的方便面。

另据了解，大骨面曾对河南方便
面市场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在河南3-
12岁孩子家庭中，大骨面的认知率、偏
好率和购买率都高居第一。快消品营
销专家表示，无论是央视 CTR 的河南
市场消费数据，还是大骨面自身对河
南方便面市场的调研，都无可争议地
证明了大骨面河南方便面销量冠军的
市场地位。

大骨面河南销量夺冠 超越众知名品牌

薛九老人不变的军人本色

有关部门给薛九颁发的纪念章

1940年初，薛九跟随部队来到了湖南
长沙。在长沙驻地，日军以一个连的兵力
向他们发起了进攻。他们当时有一个团
的兵力，但由于日军有飞机、坦克作掩护，
他们不得不撤到山上，和日军打起了游击
战。薛九牵着马，马背上驮着迫击炮。白
天和日军打游击，晚上就撤离隐蔽，敌人
虽多次发起进攻，但都被打退。在这三天
的战斗中，日军被打死20多人，他们却没
有一个伤亡。

不久，薛九所在部队就开到了贵州
的一个小县城，继续和日军打游击战。
当时，日军在当地抓了不少群众当苦力，
薛九得知情况后，就主动请缨，要只身一

人闯入敌营救出苦力。得到批准后，薛
九扮作一个苦力混进了日军营地。闯入
敌营后，他发现看守苦力的是中国人。
经过了解，他得知这个看守是辽宁人，这
看守哭着说自己太想家了，薛九就趁机
和此人商议如何逃出敌营，并释放被抓
苦力。在中午时分，趁着日军在接待长
官，薛九故意大声呼喊：“有敌人来了，有
敌人来了！”日军闻讯顿时乱作一团，薛
九和那个看守趁乱释放了苦力，并安全
回到部队营地。薛九闯营归来，团长握
着他的手说：“你真胆大，敢只身闯敌人
的营！”薛九笑着说：“他日军也是人，不
是阎王爷！”

亲眼看到抗战胜利日军军
官自杀

说起日军的暴行，薛九老人至今仍
义愤填膺。薛九老人说，日军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在信阳北的一个地方，他看
到日军追着几名妇女，薛九隐蔽起来快
速跟踪，击毙了几名日本兵，救下了被追
的妇女。说起自己的枪法，薛九老人颇
为自豪，打靶时，他每次都是打中满环。
在山中和日军作战时，用薛九老人的话
说打日军像是打猪一样。

1945年 8月 15日，军部向下发出通
知说日本投降了，连部的士兵还不相信
是真的。不久，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就
得到了证实。在武汉汉口，薛九亲眼看
到失败后的不少日军军官跳江自杀。

同年10月，薛九向团长请假回乡得
到了批准，团长为他开具了公函证明，他
安全回到了老家狮王寺村。

再次被抓后起义投诚

1946年，回到家中不久的薛九再次
被保长抓兵，在郏县白庙乡团造村住了5
天后，他们被送到了漯河，坐着火车随国
民革命军66师到了焦作。其间，薛九和
战友李德清（许昌市襄城县人）就商议起
义，投诚解放军。随后，薛九和李德清在
许昌鄢陵县遇到解放军后起义投诚，被
送到了刘伯承所在部队47团3营9连服
役。“团长姓张。”虽然几十年过去了，薛
九老人还记忆犹新。

后来，薛九和战友们在石家庄与国
民党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我担任预
备手，当时爬着向阵地上的战友送炮
弹。”薛九老人回忆说。在此次战斗中，
战友李德清身受重伤，薛九冒着生命危
险，硬是将战友从枪林弹雨中抢了回来，
背回了连部。

晚年幸福安康享清福

1955年，薛九退伍后回到了狮王寺
村，一直从事农业生产。他婚后养育了4
个儿子和2个女儿。四儿子在2001年夏
天因车祸不幸身亡，让他经历了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悲痛。

如今，薛九老人已经93岁高龄。在
儿媳妇梁改朋的精心照料下，过着幸福
安康的美好生活。近几年来，不断有社
会爱心人士前去看望他，给他送去棉被、
大衣等慰问品。今年八一前夕，一位爱
心人士还给薛九老人送去了20000元的
慰问金。说起眼下的幸福生活，薛九老
人说：“过去连饭都吃不饱，现在想吃啥
都有啥，这日子过得和神仙没啥两样！”

只身闯入敌营

薛九老人退伍后回到了郏县
安良镇狮王寺村安享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