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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曾在军旅

记者：今年2月，您受邀前往河南

省正阳县参加大别山革命老区春节联

欢活动时，给大家讲了刘邓大军千里跃

进大别山时强渡汝河的故事，您经历过

许多次战役战斗，为什么特意选择那场

战斗？

许克杰：因为在那场战斗中，晋冀
鲁豫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指示我们掩
护中原局、野战军统帅部和直属队强渡
汝河的部队：狭路相逢勇者胜！在前有
阻击后有追兵的生死攸关时刻，我人民
子弟兵正是凭借着这种“当勇者、当胜
者”的革命信念和战斗精神，敢打硬拼、
英勇奋战，战胜了十倍于我的敌人，圆
满完成掩护任务。

打仗要攻坚，脱贫也要攻坚。我知
道当地正处在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要
攻坚，就要有铁拳头，就要有“狭路相逢
勇者胜”的劲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
未来，我们的这种传统、这种精神永远
都不过时，永远都要发扬。

记者：2016年7月27日，您参加陆

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受到习主席亲

切接见。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听

说您这些年做了很多心系强军、助力强

军的事？

许克杰：无论我做多少事，都是为
了报答党和军队的恩情。我是个孤儿，
自小受苦。12 岁那年，八路军来到我
们村，我心一横，从地主家跑出来，跟着
队伍走了整整 3天，感动了部队领导，
把我留下来，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八
路军游击队员。后来，我经历了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参加的
战役战斗有近百次。战争年代，我很长
一段时间担任参谋工作，了解到许多战
斗的始末和打法。离休后，我致力于记
录战斗经历、总结战斗经验，希望能为
军队留下一笔财富。我当年所在的是
人称“王疯子”王近山的部队，以“打起
仗来不要命”著称。从 1988 年到 1991
年，我参与编纂《一代战将——回忆王
近山》一书，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书
名。后来有人跟我说，电视剧《亮剑》的
主创人员把这本书翻看了许多遍。书
出版后，我的老部队第 12集团军计划
编写军史，邀请我主持这项工作。我带
领编写组的同志花了 4年多时间到全
国各地搜集资料、调查史实，忠实记录
了这个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狭路相逢勇者胜”永不过时

记者：习主席在视察中部战区陆军

某师时强调：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

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

骨头要更硬。您可否就习主席的重要

指示，跟年轻官兵谈谈自己的体会？

许克杰：这番话是习主席在反映该
师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激战松骨峰情况
的展板前所说的。我们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打出了国威、军威，震撼了世界。
说到这场战争，不能不提上甘岭战役。
当时我担任 12军 34 师侦察科长，根据
回忆和收集的资料，我讲讲其中的一次
战斗。

那是 1952 年 11 月 2 日早晨，敌对
我 597.9 高地展开猛烈攻击，先以 10万
发炮弹的密集火力向我猛轰，同时出动
飞机百余架次，轮番狂轰滥炸 2小时之
久，我阵地地面工事基本被毁。10 时
起，敌地面部队向我发起多路、多波次
猛攻，我高地上 91团 8连英勇顽强、机
智灵活地与敌激战。当敌人火力袭击、
步兵开始向我军阵地接近时，我以少数
观察人员监视敌人行动，将主力隐蔽在
坑道内，呼唤炮火对敌实施炮击。当敌
人火力延伸、步兵准备发起冲击时，我

除以强大炮火杀伤进攻之敌外，另以一
部兵力跃出坑道，利用弹坑、岩缝和残
存的地面工事，迅速占领射击位置，做
好战斗准备，待敌临近时，用机枪、冲锋
枪、手榴弹、手雷、爆破筒等火力，迎头
痛击敌人，并针对敌冲击方向和队形变
换，及时灵活转移射击位置，将成群敌
人歼灭在阵前。当敌以重兵占领我军
表面阵地时，适时退守坑道，立即报告
上级，以密集炮火大量歼灭敌人，退守
坑道人员相机实施反冲击，歼灭突入之
敌。敌败退时，我以火力和兵力相结
合，将其歼灭。用此法，我 8连与敌激
战 7 小时，击退敌 20 余次冲击，歼敌
1500 余人。16 时，敌再次攻击，8连顽
强坚守。8连 4班在激战过程中，连长 3
次派兵增援，副班长蔡兴海均以阵地无
工事依托、兵多徒增伤亡为由拒绝。友
邻 1号阵地情况危急时，8连 1 班战士

王万成、朱友光主动驰援，拉响爆破筒
冲入敌群，与突入友邻阵地之敌同归于
尽，使友邻阵地得以恢复。他们就是电
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之一。这
就是我们英雄的部队，意志比钢还坚，
斗志比铁还硬，既能以智胜敌，又能舍
身杀敌！

记者：我看到您在给原第12集团军

领导的信中说，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存

在着“短板”，这支英雄部队有60余年没

有打过一个像样的仗了，缺乏现代条件

下的作战经验。那么，和平时期的铁拳

头从何而来？

许克杰：在那封信的后面，我附上
了回忆上甘岭战役的文章《12军鏖战上
甘岭忠诚铸军魂》，希望将这一胜利作
为“强军样板”供部队学习。我认为，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必须与继承
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结合起来。上甘岭

战役是体现我军光荣传统的一个典型
战例，充分彰显了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红色基因。

我军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一
个又一个的胜利，是始终坚持和贯彻
古田会议精神的结果。在党的绝对领
导和政治工作坚强保证下，我军才得
以始终保持特有的优势，即人是战争
胜负的决定因素，从而战无不胜。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们人民军
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
命根子！新时代，我们狠抓练兵备战、
锻造铁拳头，除了坚持发扬我军特有
优势外，还要做到知己知彼，有选择、
有鉴别地学习外军经验，弥补我之不
足；更要根据作战对手的特点、强弱情
况和我军作战任务，深入探索创新克
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在实战中做到避
敌之强，击敌之短，敌变我变，战而胜
之。希望广大官兵继承先烈遗志，对
党绝对忠诚，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
委和习主席指挥，加强政治学习，刻苦
钻研习武，提高军政素质，争做“四有”
新时代革命军人，为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作出新贡献。

和平时期更要攥紧铁拳头

记者：《一代战将——回忆王近山》

这本书里收录了您的文章《虎将军的铁

拳头》，着重回忆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

纵队司令员王近山锻造铁拳头部队的

故事。这位著名战将为什么这么强调

铁拳头？铁拳头又是怎么练出来的？

许克杰：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司
令员曾多次强调：手中有铁拳头，才能
更有把握地战胜敌人；没有铁拳头，关
键时刻不解决问题。无论在政治思想、
作战训练还是后勤建设方面，他都十分
注重锻造铁拳头部队。

首先是狠抓教育训练，提高拳头部
队的政治觉悟和作战能力。例如 1946
年，王司令员和纵队其他首长在全纵队
开展诉苦运动、推广王克勤同志“思想互
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的带兵经验，广
大指战员更加坚定了听毛主席的话、跟
共产党走，热爱人民、仇恨敌人的政治信
念，官兵关系更加亲密融洽，部队面貌发
生很大变化。在军事训练中，纵队突出
了以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和
小分队战术为主的训练，加强跋山涉水、
负重行军等辅助训练。拳头团的官兵在
各种恶劣复杂的条件下进行针对性、适
应性演练，同时结合作战任务，广泛开展
军事民主，有效提高了部队的技战术水
平。

其次是在实战中锤炼拳头部队。王
司令员常说，铁拳头不是生来就是铁的，
是在实战中培养、锻炼出来的。我记得，
1946年，在打下上官村后的一天，我跟随
尤太忠旅长去纵队队部驻地小韩集开

会。会后，王司令员对尤旅长说：“46团
是 16旅的拳头，也是纵队的拳头。这个
团有光荣的传统和优良的战斗作风，特
别擅长巷战、纵深战斗，但在突破战斗方
面还不及 49团，今后，要注意在作战中
多给它机会，加强培养。要记住，拳头部
队是打出来的！”此后，尤太忠旅长十分
重视对 46团进行突破作战的训练和在
战斗中的锻炼提高。1947年 5月初，在
攻克汤阴、活捉匪首孙殿英的攻坚战斗
中，该团担负主攻任务，在城东北角连续
突击，勇猛冲杀，打开了突破口，为全歼
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纵队的几个铁拳头团在实战中提
高很快，在作战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充分显示了铁拳头的威力。王司令员
也非常善于在指挥作战时把好钢用在
刀刃上，动用铁拳头就要一锤定音。铁
拳头也都很争气，无论哪次战斗，官兵
都顽强奋战，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
概去夺取胜利，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
血牺牲，攻能攻得上，守能守得牢。

王近山司令的做法对我后来的工
作影响深远。1970年我担任原第 12军
36师师长后，集中全力抓备战训练，一
是抓战备思想教育；二是重点抓干部、
机关训练，组建教导队，自任队长，组织

教学、训练和考核，言传身教帮带，提高
干部的管教能力和作战指挥水平；三是
狠抓野营拉练，强调在运动中按照实战
要求演练走、打、吃、住、藏，严格训练部
队接到命令就能投入战斗的能力。

记者：那么请问在实战中锻造铁拳

头部队，形成了哪些优良传统？

许克杰：铁拳头部队在长期战争实
践中形成了具有拳头特色的作战特点
和战斗作风。

首先是一声令下，刀山敢上、火海

敢闯、有我无敌，坚决完成战斗任务。

在铁拳头部队里，无论是团、营、连、排，
还是班、组、个人，都能自觉置于党的绝
对领导之下，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
叫攻就攻，叫守就守，叫撤就撤，叫走就
走，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和命令；无论是
打大仗还是打小仗，无论是进攻还是防
御，无论是阻击还是穿插，都有那么一
股子勇猛顽强、敢打敢拼的英雄气概和
战斗作风。只要一打仗，部队情绪就特
别高涨，3天不打仗，大家就有点坐不
住。特别是受领打强敌、打敌王牌部队
的战斗任务时，部队的斗志更加旺盛，
战前充分准备，个个摩拳擦掌。战斗
中，指挥员一声“跟我上”，战士们就像
猛虎下山岗一样直扑敌人，伤亡再大也

不怕，前仆后继，只要还有一个人，也坚
持战斗下去；情况再危急，也临危不惧，
百折不挠，上级指挥员倒下了，下级就
挺身而出代替指挥，干部倒下了，党团
员战士就主动指挥，建制乱了人不散，
能重新组织起来继续战斗。

二是善于夜战近战、孤胆作战，敢

于短兵相接、刺刀见红。这是铁拳头部
队的拿手好戏，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
宝。进攻战斗时，部队利用夜暗摸上去
偷袭，偷袭不成转为强攻，短兵相接，用
手榴弹、刺刀消灭敌人；小分队利用夜
暗和有利地形，紧盯敌人的间隙和接合
部，大胆迂回穿插，像尖刀一样揳入敌
阵，攻其不备直捣敌心脏。在防御战斗
中，把敌人放到几十米内才打，突然开
火，一锤子下去，打得敌人稀巴烂；班组
能独立坚守，坚如磐石，稳如泰山；一个
人就是一根钉子，以一当十、以十当百，
牢牢地钉在阵地上，让敌人啃不动、拔
不掉，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

三是灵活机动，密切协同，敢于负

责，敢于胜利。铁拳头部队在作战中善
于分析和把握战役战斗的客观形势和
环境，依据不同的作战对象、地形和条
件，灵活用兵，适时变换战术，机动歼
敌；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想方设法采取
手段争取和保持主动，创机歼敌；主动
与友邻密切协同，配合作战，在不违背
上级总的作战意图情况下抓住有利战
机，该出击的出击，该增援的增援，适时
扩大战果。年轻战友们应该记住，铁拳
头不仅要勇猛，更要有智慧。

铁拳头不是生来就是铁的

离开部队 20多年了，总忘不了“军
用病号饭”那四溢的香味。

将病号饭冠以“军用”二字，的确是
那时部队的病号饭独具特色：一是盛病
号饭的不是碗而是盆；二是病号饭几乎
都是鸡蛋肉丝面，如果没有肉丝就在面
条下面卧两个以上鸡蛋；三是无论驻地
在哪儿，无论什么病号，病号饭都大同小
异。

上世纪 70 年代末，我在驻新疆喀
什某步兵团的一个连队当文书。一天，
因训练意外，一位战士的右手被炸伤，
我陪连长将战士送到医院。

当时连队正在战备施工，只有炊事
班和少数几名战士留守。从医院回来
后，连长一直不吃不喝、忧心忡忡。我
心急如焚，找到炊事员给连长做点吃
的。炊事员二话没说，立马下厨做了一
顿香喷喷的“病号饭”。

满满的一盆鸡蛋肉丝面，面汤上漂
着细细的葱花和大大小小的油珠，香气

势不可挡。我双手端着面盆，口水不争
气地往外涌……

饭送到连部，我忙给连长盛了一
碗：“连长，你一天都没吃饭了，炊事班
给你做了点病号饭……”连长劈头盖脸
地说：“病号饭？我又没病吃什么病号
饭？我不吃，要吃你自己吃！”

我不知所措。片刻后，连长稍微平
静了一些：“对不起小刘，我不是冲你发
火，我是恨我自己，要不是我工作失误，
战士的手也不可能炸伤。这个时候，不
要说病号饭，就是龙肉我也咽不下去。”

连队任务重，一连之长不吃不喝是
不行的。我把病号饭端起来，大有他不
接我就不放下的意思。连长只得接过
面碗，但示意我走。
“你不吃，我不走！”我也来了犟劲

儿。
“你……”连长狠狠往嘴里挑了一

大口面，嚼了两口，眼泪大滴大滴地往
下掉。

大个子连长是我们团最年轻的连
长。记得这次突如其来的意外后，连长
话变少了，武装越野跑得更快了。若干
年后，他当上了新疆军区某军分区的司

令员。
后来，我要从连队调到师教导大

队。两年多的连队生活，我给炊事班
送过多次连长指导员批的病号饭条，
可自己从未真正享受过病号饭。临行
前两天，我悄悄跑到炊事班长那儿：
“班长，求你一件事，能给我做碗病号
饭吗？”“病号饭？你小子身体好好的，开
什么玩笑？”说完，他大笑着转身忙去了。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房间收拾行
装，门“砰”地开了，炊事班长端着一盆
病号饭闯进来：“我的大文书呀，要调走
咋不明说呢？要不是连长让明天中午
加一个菜为你送行，我还蒙在鼓里呢。
可惜咱们连没肉了，我总算在营部炊事
班借到点肉。”

说完，班长将病号饭放在我的桌
上，“啪”地给我敬了一个军礼。

我怔了一会儿，老班长已转身离
开。端起那盆病号饭，浓郁的香味没有
勾出我的口水，反而引得我的眼泪扑簌
簌掉下来。

20多年过去了，我吃过天南地北的
各种美食，可连队的那碗病号饭，却是
我今生最美味的记忆！

香味四溢的“军用病号饭”
■刘长青

这张与军旗的合影，是我在老

领导韩友三家看到的。

韩老告诉我，这张照片的来历，

还得从1951年国庆阅兵说起。当

时他所在的空14师两个团满编驾

驶48架米格-15喷气式歼击战斗

机，参加了首都天安门受阅飞行。

10月4日晚，受阅飞行员在北京中

山纪念堂受到朱德总司令接见。朱

总司令激励大家：“新中国成立不

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时刻想扼杀

我们，希望空军指战员提高警惕，加

紧战备，保卫祖国的领空。”

受阅飞行结束不久，韩友三便

驾机随空14师42团赴东北大孤山

机场参加抗美援朝空战。1952年

1月25日，他和战友驾机在朝鲜上

空巡逻，返航时几架美军F-86战斗

机突然从海上方向来袭。韩友三

看到敌机企图进攻长机，便驾驶僚

机勇敢前冲，瞄准敌机开火，只见

敌机中弹下落，而他驾驶的战机也

被敌僚机击中无法操纵，他只好选

择跳伞。

当晚，部队派人营救韩友三，同

时也找到了他的战机，照相枪里有

他击落F-86战斗机的证据。刘亚

楼司令员签署命令为韩友三记二等

功。立功后，他在八一军旗下照相

留念。此时，这位击落美国军机的

年轻飞行员，刚刚驾驶喷气战斗机

飞行80个小时。

（肖邦振/文）

击
落
敌
机
，我
和
军
旗
合
个
影

和年轻战友说说咱们的“铁拳头”
—访老八路、原陆军第12集团军副军长许克杰

■中国国防报记者 姜 馨 本报通讯员 王少亭 张 勇

老兵档案：许克杰，山西省榆次县人，1928年8月出生，1940年6月入伍，1945年2月入党，历任战士、参谋、团长、师长、
副军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87年11月离休。1949年12月被授予甲等战斗英雄，1955年8月被授

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朝鲜二级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2016年7月当选陆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

并出席大会。

2018年初春，记者来到江苏省军

区徐州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一座不

起眼的小院门上贴着一副手写的对

联：“不忘初心续长征 晚年奉献报党

恩”。两行字，揭示出主人的老兵身份

和赤子情怀。这里是老八路、原第12

集团军副军长许克杰的家。

90岁高龄的许老正等着我们，手边

是一沓厚厚的资料。未等许老开口，家人

在一旁解释：“前几天他参加老区的活动

累着了，嗓子现在还哑着。听说你们要

来，昨晚他急着整理资料，两点多才睡。”

接下来的时间里，记者一面采访，一

面惊讶于许老多年来心系红色基因传承

的尽心竭力。几乎我们提到的每个问

题，他都能找到自己曾经撰写的相关材

料，并一一耐心解释。嗓音明显嘶哑无

力，但他记忆清晰，许多细节了然于心。

■影像·军旅回眸

主人公：韩友三

上图：2018年 2月许克杰在家

中。 姜 馨摄

题图：1972年，许克杰在训练中

为战士做示范。

制图：张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