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进深水
抢“汉奸”卡宾枪

父亲身高 1 米 8 多，浑身

有使不完的劲，举碌碡、扳手

腕没人能比过他。父亲个性刚

烈，爱打抱不平。一位常来村

里驻点、留八字胡的八路军干

部想招纳父亲参加革命工作，

很想找机会考验一下父亲的胆

量。

夏天的一个中午，有个同

伴突然找到父亲说：“风田，

西河崖有个汉奸在洗澡，卡宾
枪放在水边，真馋人，你敢不
敢搞掉他，把枪夺过来？”

“敢，你等着看！”父亲
平素最恨的就是认贼作父、卖

国求荣的汉奸，一听要搞掉这

种人，应答的非常干脆。

父亲来到河边，远远看到

枪插在地上。也不管水势如

何，父亲一头扎进河里，憋住
气潜游到“汉奸”站立处，从

身后用腿猛踢正在洗澡的汉
奸，父亲想把汉奸灌死在水

中。

然而令父亲没想到的是，

身宽体胖的“汉奸”也不是等

闲之辈，两人战了几个回合
后，父亲竟弄不倒他。两人在

水中搏斗了老半天，肚子中也
灌进不少水，不分胜负。

就在二人不分胜负之时，

“汉奸”突然咳嗽着赞扬起

来：“好小子，有种！”父亲
闻声，不由得住了手，仔细看

模样，感觉有几分面熟。再仔

细一看，竟是剃成和尚头、刮
了胡子的常驻在村里的八路军
干部！俩人哈哈大笑，相见恨
晚。

部队领导
给父亲开“小灶”

1945 年 4 月，父亲正式参
军，很快成了威名远扬的罗在

太队长手下的一员前锋。无论

扒铁路、截汽车、炸公路，还

是武装侦察、反奸反特，父亲
都一马当先，凭着强壮的体

魄、超人的胆量和灵活的战

术，使敌人闻风丧胆。

1946 年冬，父亲协助大病
初愈的罗队长奔袭驻寿光县后
寨村的国民党 15 旅特务连，俘
虏敌军 13 人，缴获步枪 20 支、

机枪 1 挺。三天后在廿里铺截

击敌 8 军 103 师，缴获长短枪 8

支和 1 车弹药。

父亲入伍之时，部队首长

看见父亲体格健壮头脑灵活，

非常赏识父亲的胆量，特意给

父亲“吃小灶”——— 安排指导

员跟踪培养父亲。经过一年的

考验，父亲光荣入党，从一个

只有朴素斗争意识的彪悍之人

成为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机智

勇敢的先锋战士。

随后，父亲被提升为区中

队副队长，部队编为潍北独立

营后，任“猛虎排”排长。

孤胆英雄
夺枪大王

父亲冲锋陷阵，勇往直

前，两眼却很“抠”——— 专门

盯敌人的武器。一有战斗，即

使自己没参加战斗，战后总是

习惯性的询问：“搞了它几样
家伙？”

在龙爪树战斗中，父亲孤
身深入敌群，智擒敌连长，缴

获大枪 5 支、机枪 1 挺。在大
庙包围战中，一人将 27 名敌兵
赶下大湾，俘虏 23 人，获长短

枪 18 支、机枪 3 挺，子弹无
数。“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

我们造”，他勇夺敌枪的事迹
传扬地很快很远。部队颁给他

的立功奖状上写着“孤胆英
雄”，军民口头叫他“夺枪大
王”。

父亲向战友们解释自己之

所以成为“枪迷”时总会说，

杀敌和夺枪分不开，杀不了敌

人夺不到枪，可夺到一杆枪，

就能杀更多的敌人。打仗敢冲

锋，才有夺枪的机会！

在父亲的影响下，部队掀
起一股杀敌夺枪的高潮。 1948

年 9 月，父亲在河南村村西遭

遇敌人，身中数弹仍坚持战

斗，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

牺牲。

后阙庄是寒亭区著名革命

老村，有据可查的烈士不下 20

名。村“两委”在市、区、镇
(街道)组织、民政部门拨款和关
照下，辟建了烈士陵园，并于
2008 年清明节举行“革命烈士

永垂不朽”纪念碑揭碑祭奠仪

式，父亲与战友同伴和生养他

们的故乡沃土融合在了一起。

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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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人
俘虏了 23 个敌人
口述人：于月兰 整理：耿德令 张建国

我的父亲于风田，1923 年 4 月出生于寒亭区高里街道后阙庄。1945 年参加共产

党领导的潍北三区区中队，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次年调任高里区中队担当副队长

并入党，1948 年在一次与敌人遭遇战中不幸牺牲。

父亲牺牲时我才三岁，父亲的故事都是母亲讲述的。当时，村里还流行着一

首儿歌：“打内战好凶残，蒋匪来到大庙前。三区队往上冲，独立营从南转，打了一

个包围圈。敌人丧胆下了湾。孤胆排长于凤田，俘虏人头廿又三，缴获大枪二十

杆……”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非常神奇。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看志书，

随文史工作者调查，对父亲的了解也更加全面深刻。

于风田戎装照

敌机空袭炸掉丈夫左腿
口述人：张爱华 整理：魏雪琴 王风之

我的老伴高立泰， 1 9 4 0

年出生于奎文区樱桃园子村，

1960 年参军， 1965 年入党。

同年随部队秘密奔赴越南，支

援抗击美国的侵略战争，在敌

机空袭中被炮弹炸去左腿，

1969 年 1 月复员。

挖掩体时遭遇敌机轰炸

越南是与中国山水相连的

紧密邻邦，当年毛主席和胡志

明主席曾亲手缔造了“中越情
谊深，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
系。当时的中国军民在这样的

教育和动员下，积极投入到越

南自卫反击战中。

老高所在的工程兵部队，

任务主要是挖坑道、筑掩体、

垒碉堡等，时常顶着水土不
服、虫蛇叮咬、敌机轰炸的重

重压力，不分昼夜地战备。完
成这里的，再开到其他地方继
续战斗，所以到过越南的许多

沿海城市和地区。

当时在越南战场上，到处
都能看到中国造枪炮、中国制

服装、中国产商品……一次在

工业城市海防厂区，面对着印
有“浙江麻纺厂”字样的掩体

沙包(麻袋起初装援越大米)、

潍柴造的动力机以及山东别地

产的空压机、搅拌机等设备，

部队举行了誓师大会，指战员

们感慨良多。当时祖国还不富
裕，老百姓正在节衣缩食，为
了援助越南，祖国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这让所有指战员

倍感肩上的责任之重大。

老高经常向子孙们讲述改
变他命运的那次战斗。 1 9 6 6

年 5 月 31 日，部队正在海防
涂山施工，突然头顶上传来嗡
嗡声，敌机空袭了！防空高炮

随即吐出密如针织的火舌，爆
炸声震耳欲聋，部分敌机被击

中而爆炸坠落，部分敌机投下
炸弹仓皇逃跑。

我军趁机罩上隐蔽网，继
续挖屯兵坑道。大约过了半个
小时，敌机又发起一轮狂轰滥

炸，一枚枚威力巨大的炸弹铺

天盖地投向阵地，就在此时,一
颗炸弹在老高所在的施工区段

爆炸……

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老

高醒来，发觉自己躺在后方医
院的病床上 . 当发现自己的左
腿完全不存在时，他没有大惊
大悲，而是开口就问：“敌机

没让它跑了吧？其他人呢？”

当被告知敌机扎进大海、驾驶

员被活捉时，他脸上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当听说很多战友在

敌机的狂轰乱炸中牺牲时，他

艰难地撑起身子，深深地低下
了头……

我自小就敬佩革命英烈，

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等在

我心目中神圣高大，有着不可

动摇的地位；有时还瞎想，什

么时候能见到活着的英雄，和
他们说说话、拉拉呱、照一张

相。 1968 年秋天 ,一次偶然的

机会我遇见了老高,听罢他的英

雄事迹 ,心情非常激动 ,没多想
就嫁给了他。至今两个人还有

说不完的话、拉不完的呱，逢

年过节就照“全家福”，现在

都数不清多少张了 ！

《援越抗美》影画纪念册
勾起回忆

老高复员回到到潍坊市运

输公司，先当统计，后干供

销。他身残志不残，工作依然

出色，秉公办事，任劳任怨，

默默奉献。他入伍第二年就当

班长，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复

员到运输公司后曾有几次提干

机会，但他每次都会说：“我

是个残疾人，换个岗位也能

干，可效率会低许多，还是让

给更能胜任的同志吧。”

老高现在是潍城区唯一的

越战甲等荣残军人。退休后锻

炼身体，读书看报，热心公

益，党组织的所有活动都参

加，抗灾捐助总是带头一次不

落,四个女儿都有他的韧劲。我

四十多年来精心照料他，他时

常抚今追昔开导我：“想想牺

牲的战友，有的才十八九岁，

捞着享受什么了，就连尸骨也

埋在了异国他乡;对今天的生活

条件我非常满意，相信明天的

生活会更好！”

不久前，老伴收到一本打

淄博寄来的《援越抗美》影画

纪念册，是他五湖四海的战友

把各自珍存的黑白合影和实物

照片编辑出版的。他如获至

宝，天天捧着翻看。“这是某

某某，这是某某某，哎，死的

死，伤的伤……”眼里闪着泪

花，指着一个个青春而模糊的

脸庞，思绪回到了远离近半个

世纪的那场战争岁月，喃喃自

语，“世界和平多好啊！我们

中国为了这目标，为了周边国

家的安全，付出了多少人命物

力啊……”

当年的施工现场，最里面的是高立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