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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打了三天三夜，消灭56000敌人

8866岁岁老老战战士士回回忆忆莱莱芜芜战战役役
训练场上浴桑拿

建军节日献佳绩

2013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86周年，记者走进驻莱
芜某部57分队，走近这群最可爱
的人。

上午9点半，战士们正在进行
教学法训练。据该分队指导员孙
腾飞介绍，开展此项训练是为了
培养战士们成为部队栋梁做的
前期培训。记者站在训练场地
旁，看到战士在炙热的阳光下艰
苦训练。虽阳光照耀，但草地上
十分潮湿，草地上的湿气和热气
混在一起，给人一种窒息的感
觉。眼前的战士们正在进行射击
模拟训练，扑倒、射击、爬起……
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草地上
的水和汗水打湿了衣服，从来没
有见到一个战士擦去汗水，任凭
汗水流淌。训练一段时间后，战
士们对射击要领再次回顾，并且
改正之前的错误。“当他们准备
完毕时，你要告诉他们动作准确
准备射击，当出现问题时，你要
指出错误动作，及时改正……”
教员认真地对战士们讲解，对于
战士来说，他们不仅要自己熟悉
训练动作，更要教会新战士如何
准确掌握。

记者在与孙腾飞的谈话中
了解到，这支部队曾在4月10日自
发捐款4000多元资助莱芜市第十
七中学2名贫困生继续求学。战士
们津贴不高，他们奉献的是爱
心。

见习记者 冯建华 徐莹

“90后”小战士

训练场上的二郎神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
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则国独立”，绿色军营是“90后”少
年杨戬曾经的梦想，如今他实现
梦想，在激扬的青春中抹上最亮
的“军营绿”。

记者来到时，杨戬正在进行
射击模拟训练，动作干脆利落。虽
然与中国神话传说中著名的“二
郎神”同名，却有着与名字完全不
同的稚气和羞涩。杨戬来自四川
资阳。“我从小就喜欢蹦蹦跳跳，
学校运动会经常拿奖。来之前知
道训练很辛苦，但是我一点不害
怕。”尽管父母不舍得他离开家
乡，但是这个坚定的少年带着他
的梦想义无返顾地投身军营。

在旁人看来，风吹日晒地训
练会十分辛苦，但是在杨戬的眼
中，似乎没有什么训练难倒他，
在思考了很久之后，他才说：“最
累的是十公里跑步吧，但是每次
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像一般
的男孩一样，他最喜欢射击训
练，举枪、瞄准、射击……动作一
气呵成，“跟小时候想的一样，觉
得很神气”，杨戬微笑着说。训练
很辛苦，杨戬没有掉过泪，但是
去年老兵退伍时，他跟记者说他
哭了。看着那些在训练、生活中
都无微不至地帮助过他的老兵
离去，想到也许这辈子都没法见
到他们，心里特别难受。

2011年12月入伍至今杨戬没
有回过家，在提到父母时则话多
了一些：“过年的时候最想家，最
想爸爸妈妈。我哥在湖北打工，
家里就他俩在家。”

谈起两年的部队生活，杨戬
觉得他最大的收获就是锻炼自
己、磨练意志，“以前干啥事都没
有耐性，现在我能坚持做好一件
事”。杨戬的服役期于今年的12月
份结束，但是他希望能够留下
来。成为士官需要层层考核，杨
戬对此充满信心。

见习记者 徐莹

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

秦继庚参军保卫家乡

据秦继庚老人介绍，他参军
与他的的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秦继庚的父亲是中国共产
党的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时期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农民抗
日组织农救会 (农民抗日救国
会)长，经常给八路军传递消息。
一次，秦继庚的父亲被汉奸出卖
关进了大牢，是乡亲们四处找关

系才把父亲救出来。从那以后秦
继庚便暗暗发誓，他一定要参
军，打日本鬼子，保护家乡，保护
父老乡亲。可是没等秦继庚参
军，日本鬼子就被中国人民打败
了，滚出了中国。

正当中国人民准备安安稳
稳过日子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
发动了内战，疯狂向我解放区发

起进攻，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掠
抢，无恶不作。而且山东解放区
是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地区。为了
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家乡人民的
生活，秦继庚在1946年19岁的时
候，参加了新四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遵照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罗荣桓

等率领山东军区部赴
东北，陈毅等率领新四军军部及
第7师、第2师第4和第5旅、第4师
第9旅、苏浙军区第2和第4纵队
及苏中军区教导第1旅等部，由
华中先后北上，执行巩固和发展
山东解放区的任务。
秦继庚成为陈毅领导的新四军
中的一员。

莱芜参战急行军两天两夜

打了三天三夜歼敌56000

秦继庚回忆，他入伍的第
二年参加了莱芜战役，当时新
四军已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秦
继庚是华野七纵21师61团3营
8连的战士。莱芜战役发起前，
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临沂。

1947年2月10日，秦继庚的
部队接到北上歼灭孤立分散在
莱芜的李仙洲集团的命令。战士
们连夜动身，用了两天两夜跑步
到莱芜。白天有国民党的巡逻飞
机，所以部队只能晚上行军，白

天战士们只能藏在深山老林
中。一次敌人的飞机发现了他
们藏身的地方，飞机上的机枪
对他们进行扫射，当时在秦继
庚身边的排长中弹身亡，子弹
擦着秦继庚的鞋过去了，当时
虽然没有受伤，但那以后秦继
庚有了飞机恐惧症。部队的连
长摸着他的头说，小伙子命真
大，在偏一点就没命了。翻越
蒙阴大山的时候没有粮食也
没有水，每个脚指头上都磨出

了血泡，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丝
的怨言。

据老人回忆，国民党当时驻
扎在莱芜城内、南野、安仙等地。
他们的部队从临沂赶过来，在莱
芜南野就与国民党兵展开了战
斗，从孟家庄、蔺家庄、南北白
龙、芹村，一路往北到吐丝口(口
镇)，打了三天三夜。在战争打响
时，沿路的村民有些躲到南山、
北山，有些躲到村子里的姜井
中，还有一些老人在家里躲着，

到刘家庄的时候有一户村民的
房子被战火点燃，秦继庚与战友
不顾危险，帮助村民把火扑灭。

莱芜战役歼灭国民党军
5 . 6万余人，取得巨大胜利。这
场战役结束后，部队在沈家岭
驻扎，秦继庚通过大姐联系到
父亲，在部队临行前父亲赶来
匆匆见了一面了，一向坚强的
父亲与他分别的时候留下了眼
泪，这一幕老人永远也不能忘
记。

战争结束后辞掉工作
回农村带领村民致富

秦继庚回忆，莱芜战役后部
队到章丘休整一个月，当时国民
党驻扎在济南、青岛，秦继庚与
战友接受上级命令，掀翻了章丘
段的胶济铁路，切断了国民党的
交通运输线，随后他又跟随部队
南下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在这次
战斗中，他的胳膊被子弹打伤，
受伤以后他继续坚持战斗，至今
老人的胳膊上还留着子弹打伤

的痕迹。南麻战役是他参加的最
后一次战役，秦继庚在战斗中受
重伤，耳朵也震聋了，受伤后他
退出战斗，到莒南医院治疗。后
经评定，老人是三等革命伤残军
人。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因伤退伍。

秦继庚分配到莒南县政府工
作，战争结束后，他一口回绝了这
份工作。“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

想，我要回到生我养我的莱芜。”
老人说，多次在战场上与死神擦
肩而过，名利对他来说已经很淡
薄了。

1950年，秦继庚成为蔺家庄村
第一任村支书，一干就是36年。在
这段时间里他带领着全村人致
富，再苦再累他都没有一句怨言。

86岁的秦继庚告诉记者：“当
年打仗的时候吃的是地瓜干，直接

舀河里的水喝，现在的生活水平提
高了，再也不会过饿肚子的日子
了。咱们国家这些年发展的很快，
在当年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现在的
好生活我们都有好好珍惜啊，这些
都是革命战士用鲜血换来的。”秦
继庚老人说着流下了眼泪。

秦继庚老人说，在八一建
军节到来之际，他祝福我们国
家越来越繁荣、强盛。

文/片 见习记者 陈静

莱芜市蔺家庄有一位86岁的解放军老战士，名叫秦继庚。1946年，
他19岁光荣入伍，跟随华东野战军南征北战，参加过鲁南战役、莱芜
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战役。在战斗中，秦继庚多次受伤。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6周年到来之际，记者采访了人民军队
的同龄人秦继庚，请他讲述了他的战斗经历，回忆了当年参加的莱芜
战役。

“八一”军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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