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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是华东地区进入山东通往京津和华北的门户，是津浦和陇海线的枢纽，是苏鲁豫皖抗日根据地的
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位于枣庄市北部的山亭区尽管生产和生活条件格外恶劣，却也是当年革命活动
较早的地区之一。

在几十年异常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先烈们用鲜血捍卫国家尊严，用血肉之躯挺起民族脊梁，也留下了
许多催人泪下的英雄故事和先烈事迹，他们那股吃苦耐劳、舍我其谁的奉献精神至今在山亭大地广为传
颂、历久弥新。

89岁老兵杨德昌从军12载历经3次战争，两次主动向组织请战——

“我要去前线参加战斗”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宋 伟

在山亭区徐庄镇辛召村，有这样一位老兵，他15岁便参军入伍，从军12年里先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曾与战友一起拦阻敌人五次进攻而坚守到只剩7人，先后荣立过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近日，笔者登门采访了这位有着
89岁高龄的退伍老兵杨德昌，听他讲述参军报国的感人故事。

15岁前三次报名参军

走近杨德昌老人，给笔者
的印象是尽管年事已高，除听
力有所下降外，身体依然硬朗，
精神矍铄。提起当兵经历，老
人在三个多小时的采访里始终
思路清晰，目光炯炯，声音洪
亮。

杨德昌家中兄妹共五个，
他排行老二，由于父亲去世早，
全靠母亲拉扯他们长大，一直
家境较为贫寒。年少时他就给
人打长工放牛谋生，吃尽了苦
头，也极早养成了独立自主的
性格。

抗日战争时期，杨德昌所
在的辛召村是滕峄边中心县委
所在地。日军曾对该村进行

“扫荡”，杀害军民多人，烧毁房
屋无数，罪恶暴行累累。

当时他的年龄小，虽然对
战争情况不太清楚，但他却对
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老人
说，那一次只有他一个人在家，
来了位八路军战士找铁锨用，
并让他跟着到了村子南边的梨
园。这时他看到几个人从南边
抬来两个人，停在了梨行南头
的棺林子处，几个人轮番挖坑，

把抬来的两个人埋上。他因为
害怕，就老远的站着，不敢走
近。后来才得知埋葬的是两名
因守卫村庄及县委，遭日军“扫
荡”而英勇牺牲的八路军战士。

村民郭殿富在与鬼子战斗
中腿被打断，后被抓住用刺刀
穿死。村民郭继生、杨德昌的
二奶奶等十几人也被鬼子杀害
……看着日军累累罪行，年少
的杨德昌便有了参军打仗的想
法。因为村里有八路军驻防，
凭着自己原有的儿童团经历，
杨德昌踊跃报名参军，可起初

两次都因年纪小而被婉拒了。
直到 1945年 7月，15岁的他跑
到同样驻军的后安上村才报了
名，光荣地加入鲁南军区，由于
年龄小没能派到前线，被分到
后勤纺纱厂。

“我要去前线参加战斗”

不久后抗战胜利了，纺纱
厂经历了一段和平时期。年轻
的杨德昌此时特别勤快爱学
习，他不仅是操练场上的标兵、
纺纱一线的好把式，还是一名
如饥似渴的好学生。闲暇时
光，他便学习文化知识，遇到不
认识的字主动向教员和战友请
教，这期间他自学完成了初小
课程并取得了证书。

1947年，军区后勤纺纱厂
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部队不
得不将机器藏匿到山上，将大
批战士北撤到黄河北乐陵一

带。在这里，杨德昌担任后勤
部卫生所看护员（类似护士工
作），耐心做好消毒、敷药等零
碎工作。

一次，当他听到上级下达
“精简机关、充实前防”的号召
后，立刻向组织提出“我要去前
线参加战斗”的申请，这时的杨
德昌刚满 17岁。杨德昌说，他
被调到鲁南军区特务团，编入
了 2营 4连，团长为李明河，参
谋长谢子山，政委姚德。之后，
他先后参加过临沂、马头、郯
城、徐州等地解放战争的部分

战斗。
提起这期间的战斗，老人

讲起来津津有味，有好几个细
节记得格外详细。“没命令不准
开打！放、放、放，让敌人走近
点再打。200米，100米……”这
是在进攻临沂前，他们4连在付
家庄战斗采取诱敌深入战术的
情景。在这里，杨德昌牺牲了
两位战友，他特别强调其中的
一个叫王明九（和当时的临沂
匪首王洪九只差一字），讲到此
时老人的话语低沉而充满哀
思。

还有一次是解放郯城时，
他们采用迂回包抄战术，连夜
包围郯城，先从北面进攻、接着
转西面，后半夜又从北面绕过
打东面，只为敌人在南面留出
一条出口。在猛烈地进攻下，
敌军招架不住只得选择从南门
出逃，正好进入提前布下的包
围圈，彻底消灭了大部敌人并
解放了郯城。这时，老人的两
只眼睛炯炯有神，讲起话来眉
飞色舞，仿佛刚参加完这场战
斗一般。

整个连队曾战到只剩7人

解放郯城后，杨德昌又随
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解放徐
州后连队被整编到 98 师 292
团，他领到了淮海战役纪念章
一枚，并被记二等功和三等功
各一次。驻扎在徐州城关没多
久，杨德昌又随队调到徐州东
北的贾汪一带驻防两座发电厂
和煤矿，防止国民党残余势力
破坏。杨德昌依然清楚记得，
当时连长是滕县木石镇的王道
友，指导员是平邑县的金印祥。

1950年 6月，美国发动对
朝全面战争。侵朝美军不顾中
国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
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并
轰炸我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
村，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国家
安全。当年10月，为响应“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杨德
昌再次向组织提出申请，“我要
去前线参加战斗”。

据杨德昌老人回忆，他是
在通化下了火车后进入朝鲜
的，被编入 27军 79师 235团 3
营 8连 3排当战士。当时正赶
上接连几天的大雪，大家一天
行军只能走百十华里。条件异
常艰苦，双脚早已被冻得肿大
而没有知觉，掏出来的馒头都
硬邦邦的。行军打仗经常是好
几天都吃不上热乎饭，只能靠
随身携带的炒面充饥。美军装
备先进，有重型机械、飞机，而
他们部队的大炮却要靠12头骡
子拉着，但是大家士气异常高
涨，真个是“雄赳赳、气昂昂”。

老人介绍，在朝鲜战场，有

东西中三大战线，他们部队主
要在东线与李承晚伪军交锋。
打汉江时异常激烈，子弹纷飞、
排炮轰鸣，耳朵都被震得听不
见声响，军队从南汉江到北汉
江反复运动多次，最后采取穿
插战术才将对方的 5个师消灭
掉3个，扭转了战局。

之后，美军将西线军队调
援过来，他们所在的3营遭遇上
了敌军主力，力量悬殊而损失
惨重，不得不边撤离边分队阻
击敌人。为给主力撤离留下充
足时间，在翻过三座大山之后，
他们连在阻击中仅剩7人，排长
和班长都已牺牲，他便自告奋
勇担任起排长带领大家坚守阵
地。当他们拦下敌军五次进攻
后，杨德昌才命令大家分开撤

离。在北撤途中，他幸亏被彭
德怀的警卫团救下，安置在高
炮528团2营4连2排担任副排
长，从那再没有和原部队、失散
的战友联系上，老人说话间还
唏嘘不已，深感遗憾。

1953年 7月，朝鲜战场结
束。次年 10月，杨德昌回国后
进入上海防空部队，为 4533支
队 2分队 2营 4连一名副排长。
1956年 4月复员回家，成为了
一名普通农民。过去，他经常
把当兵经历讲给儿孙听。如
今，已到暮年还经常会给村民
讲那段故事，希望现在的人们
能铭记历史，勿忘苦日子，加倍
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解放徐州后，杨德昌（左二）
在平邑县东寨村与战友合影。

抗美援朝归来，杨德昌（前
排左一）在东北时的留影。

杨德昌（后排左一）在上海
与战友们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