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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军史馆

1938年 10月，日军登陆大亚湾，并
迅速进逼广州。面对危急形势，东江
纵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毅然挺身
而出，逐渐成为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
的主力，并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被中
共中央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
帜”。在东江纵队转战东江两岸，深入
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的峥嵘岁月
中，东江纵队医务队克服艰难险阻，舍
生忘死，为东江纵队指战员们筑起一
道生命防线。

从简单分散到初具规模

日军入侵广东后，东江纵队的前
身——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
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迎着熊熊抗
日烈焰相继诞生。1939年 4月，东宝惠
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国民党第
4战区第 4游击纵队直辖第 2游击大队
（简称第 2 大队）；5 月，惠宝人民抗日
游击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 4 战区第 3
游击纵队新编游击大队（简称新编大
队）。东江抗日武装的建立，吸引了由
内地、香港和南洋赶来的大批爱国青
年，其中不乏医务人员。新编大队分
配到 2 名男医生和 10 余名女医务人
员，遂建立了医务所；第 2大队也分配
到数名女医务人员，可以进行简单的
救护工作。1940 年 9月，第 2大队和新
编大队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1942年 3月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
总队）。这支部队回师东宝惠敌后战
场后，又陆续增补了 10余名医务人员，
次年在东莞大岭山的瓮窑村、宝安的
白石龙村修建了医务所。

1941年 12月，日军侵占香港后，中
共香港组织动员在九龙广华医院工作的
冯慕贞、江培荃等 5名护士，携带一批药
品和医疗器械返回东江敌后，加入游击
队。各部队遂在宝安沙梨园、东莞瓮窑、
惠阳竹坑等地建立了医务所或医院。
1943年 12月，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后，各
支队和大队均设有卫生机构。随着一批
医学专业人员的加入，东江纵队的医疗
骨干力量得到充实，原先分散、简单的医
疗机构也逐步得以健全。1945年 5月，
东江纵队在罗浮山创办了一所较大的医
院，能接纳伤病员100余人。

边学边练与集中培训

在紧张的作战过程中，尽管医务人
员十分有限，但东江纵队仍以军政素质
和业务能力为重点，最大限度加强对医
务人员的培养和锤炼。

东江纵队始终处于日伪顽军的严
密包围、封锁中，作战条件极为恶劣，战
斗任务异常繁重，因此对于部分未来得
及培训便参军作战的医务人员，只得以
传、帮、带的方式，边作战边学习医务知
识和技能。例如，港九大队的医务人
员中，除个别受过护士专业教育外，其
余都是来自香港或大陆农村的十六七
岁的年轻战士，不仅文化水平参差不
齐，更未接触过医务知识，只能边学边
练。

东江纵队非常重视对新入队医务
人员的集中训练。如从香港动员的女

医务人员加入游击队后，立即被编入女
子中队进行集训，重点提高其军政素
质。军事课主要讲授行军注意事项、战
场救护方法、队列操练等；政治课主要
普及全国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并加强纪律教育。

到全国抗战后期，随着医疗条件的
不断改善，东江纵队开始以创办培训班
的形式，成批次地培养专业的医务人
员。东江纵队司令部在土洋、洋坑、王
母、罗浮山等地举办了 4期卫生员训练
班，学员均是由各支队选送而来的女青
年，由专业医生任教员，共培训卫生人
员 130余人。学习的内容主要有疟疾、
感冒等常见疾病的防治，战场救护和连
队卫生管理等。学员经过几个月的培
训后，大多被分配到连队当卫生员，极
大增强了基层部队的医务力量。

艰难支撑

由于长期进行分散的游击作战，物
资给养匮乏，东江纵队缺少稳定的医疗
后方，经常处于医疗条件简陋、医务人
员奇缺的窘境。在频繁作战中，常常是
部队打到哪里，医务人员就带着伤病员
转移到哪里，当地的茅屋、柴房、祠堂及
寺庙等，铺上门板或稻草就变成简易病
房。一些重伤员无法转移时，医务人员
就带着他们转入偏僻山区，以山洞、炭
窑为病房，再拿树叶铺成床，用茅草编
成被子。

药品、医疗器械的严重匮乏，给医疗
救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虽然部队从战
斗缴获和群众捐赠中获得部分药品和医
疗器械，有时也可以通过地下关系到国
民党统治区购买，但数量都极为有限。
东江纵队连队卫生员的药箱里通常只装
有几支止血针和止痛针、少许棉花敷料、
注射器、消毒剂、常用药和清洗伤口用的
口盅。

为克服缺医少药的困难，医务人员
采用土偏方和中草药防治常见疾病，收
到较好效果。同时，他们因陋就简，就
地取材，自制或寻找代替品。如用瓦罐
代替消毒锅、削尖的竹片代替镊子或探
针、消过毒的石头片代替止血带、捣烂
的生姜代替消炎药、香蕉麻代替绷带
等。东江纵队第 4支队医疗队就曾用高
温煮沸的剃头刀代替手术刀，成功取出
伤员肩胛骨中的子弹。虽然条件艰苦，
但医务人员一直重视做好消毒工作，避
免发生伤员因消毒不当而伤口感染化
脓的情况。

枪林弹雨中

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最崇高的职
责。在行军作战途中，医务人员为更好
地照顾伤病员，总是替伤病员扛枪支、背
包袱，并主动搀扶、照顾伤病员一起翻山
越岭、涉水趟河。到达宿营地后，战士们
都躺下休息了，医务人员仍要忙个不停，
或到各班排查看病号，或为病号煎药煮
饭。当伤病员衣被单薄时，医务人员便
将自己的衣服、被单、毡子等盖在他们身
上。当给养断绝时，医务人员便将仅有
的野菜米粥先拿给伤病员吃，并想方设
法摘野果、挖野菜、捡鸟蛋、捉石蛤、捕鱼

虾，给伤病员补充营养。
战场救护更要经受血与火的考

验。全国抗战时期，东江纵队对日伪军
作战多达 1400余次。残酷的战斗中，东
江纵队的医务人员不仅要拿起枪杆子
与战友并肩杀敌，还要冒着枪林弹雨抢
救伤员，由此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英
雄人物。比如，在战场背着伤员撤退
时，被子弹击中腹部仍忍痛背着伤员奔
跑，直至昏迷牺牲的卫生队长张漪芝；
抢救伤员时脚部、腹部多处中弹，倒地
后仍顽强向敌炮楼射击，为主力部队冲
锋创造有利时机的卫生员梁通；本已身
处安全地带，却为救伤员重返阵地，牺
牲后仍一直保持掩护伤员姿势的卫生
员陈坚；被捕后慷慨赴义的卫生员莫福
娣等。

赢得群众大力支持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东江纵队医
务人员既要参与作战、开展医疗救治工
作，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建民兵或妇
女队、为伤病员筹粮购药、传送情报等
多项任务。她们之所以能以一当十、圆
满完成各项任务，离不开当地群众的鼎
力支持。在敌情紧张的形势下，当地群
众毫不畏惧，冒着生命危险，主动给医
务人员通报敌情、当向导，帮助救助、掩
护、疏散伤病员，还将有限的粮食衣物
送给医务人员和医务所。

医务人员与当地群众一起上山打
柴、下田插秧割稻、喂猪烧饭，主动为群
众问诊看病……医务人员每转移到一
个地方，就迅速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
为掩护伤病员，地方民运队队员阿娥姐
以走亲戚为掩护，在日军监视下，昼出
夜归，穿梭于各村之间，为医务人员和
伤病员送饭送水，安排住宿。当日军突
然搜村时，梁带娣大娘迅速将伤病员隐
蔽到村后草屋的柴草堆中，帮助伤病员
度过危险。卫生员江培荃就曾隐蔽在
梁大娘家中，以大娘儿媳的身份在村内
放哨、侦察敌情，使伤病员及时疏散转
移。东江纵队脚步遍及之地，这样的故
事举不胜举。

医者仁心

在艰难的战争岁月中，这些医务人
员在救治伤病的同时，也展现出医者仁

心的大爱。当伤病员疼痛难耐时，有的
医务人员就和他们对唱山歌，使他们忘
记痛苦，振奋精神。当伤病员情绪低落
时，有的医务人员就认真做他们的思想
工作，帮助他们扭转悲观情绪。当有的
伤病员心情烦躁、乱发脾气时，医务人
员不但不埋怨，反而更耐心细致地开导
和安慰他们。为了感谢医务人员的辛
勤付出，很多伤病员痊愈返回部队后，
把缴获的小手帕、毛巾等捎回送给医务
人员。

1942年 4月，为协助紧急转移阳台
山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时任白石龙医务
所所长的张惠文，匆忙背着尚未满月还
发着烧的孩子，赶到后方医院。由于时
间紧迫，她放下孩子即着手伤病员疏散
工作。忙了大半天完成任务后，她才想
起还未喂奶吃药的孩子，但等抱起孩子
时，孩子的身体早已冰凉。张惠文掩埋
了孩子，擦干眼泪，毅然投入新的战
斗。还有一位为抢救战友而血洒疆场
的卫生员叶丽珍。她背着药箱在战场
上连续抢救回 5名战士。当背起第 6名
战士时，她不幸被敌人击中，牺牲时年
仅17岁。

至全国抗战胜利前，东江纵队医务
人员共有 260余人，其中女性有 241人，
占整个医务队伍总人数的 90%以上。
其中，年龄最大的 25 岁，最小的才 13
岁。这些伟大的白衣战士以非凡的气
概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将最美好的年华
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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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线上的生命守护者
■朱姝璇

瓮窑村医务所旧址

一支部队的“传家宝”，凝结着红色
基因的赓续传承，传递着革命精神的巨
大能量。在第 77集团军某旅旅史馆中
就陈列着 3件这样的“传家宝”，见证着
这支英雄部队的成长之路。

夜袭界首时使用的大刀

1938年1月28日，该旅前身泰西抗日
自卫团司令员张北华、政治部主任远静沧
率领 60名精干队员，夜袭泰安市界首车
站。趁夜深之际，队员们用大刀砍死8名
酣睡的日军，接着又毙伤由界首车站前来
增援的日军10余人。此役，痛失了政治部
主任远静沧等革命骨干，干净利索地全歼
了30多名守敌，还缴获了两支崭新的“三
八”式步枪和一支德国马步枪。

夜袭界首杀“鬼子”的消息，使自卫团声

威大振，鼓舞了军民的抗日热情。两三个月
里，自卫团就由4个大队，扩充到17个。人
员也从200多人迅速发展到2700多人。

陇海战役中缴获的山炮

1946 年 6月下旬，晋冀鲁豫军区参
加陇海战役。在吕庄一役中，该旅前身
部队第 7纵第 20旅在兄弟部队配合下，
歼灭敌第 181旅旅部及第 543团全部，毙
伤俘敌 1500余人，缴获日式山炮 3门、战
马百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

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猖狂进攻
下，第 20旅官兵针对敌人要害薄弱部，

以“猛虎掏心”战术直捣纵深，给敌以重
大打击，扰乱了敌人南线作战部署，配合
了华东地区的作战。司令员刘伯承曾多
次表扬第20旅火力组织得好。

昌都战役中使用的无后坐力炮

1950 年，党中央、毛主席把解放西
藏、建设西藏这一光荣而艰苦的任务
赋予了该旅前身部队第 18 军。10 月 6
日至 9日，该部横渡金沙江，昼夜兼程，
多路合击昌都地区守敌。在兄弟部队
的配合下，历时 19天，经历大小战斗 20
余次，全歼藏军第 3、第 7 等 4 个代本

（代本相当于团），歼第 2、第 4、第 6 代
本各一部，共歼灭藏军 5700 余人，打通
了进军西藏的门户。西藏地方政府昌
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 4个代本和总
署、卫队共 2700余人放下武器。

此役，我进藏部队急需装备无后坐
力炮，刘伯承和贺龙专程来到 50 兵工
厂，要求生产 28门。西南军政委员会工
业部部长段君毅、副部长万里亲自到厂
督战，工厂按时完成了任务。这 28门炮
送到进藏部队后，在昌都战役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为解放西藏立了功。

在该旅军史馆，“阳廷安班七勇
士”雕像、抗日战争中缴获的部分日军
战刀、官兵在艰难岁月中自编的《战
利》报等，与这 3 件“传家宝”一起，构
建起该旅厚重的历史底蕴。这些馆藏
珍品，也成为该旅官兵感悟战史、激发
强军热情的重要载体，在“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催人奋进的“传家宝”
■张 军 郭 朋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9军第 117师
第 349团（现为武警某部机动一支队）
在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的横城反击战
中，担负着战役穿插任务。该团一夜
之间迂回 38公里，断敌退路，打敌援
军，多次击退 3倍于己之敌进攻，随所
在的第 117师创造了志愿军劣势装备
战胜优势装备、一个师歼敌最多、缴获
最大的经典战例。

1951年 1月 25日，第四次战役打
响。针对敌人的大举反扑，中朝军队
决心“西顶东反”：以一部兵力在西线
组织防御，牵制“联合国军”主要进攻
集团；集中主力于东线实施反击，从翼
侧威胁西线敌人，制止其进攻。

1月 31日，东线“联合国军”集中 8
个师从原州、武陵地区向砥平里、横城
方向发起进攻。在东线向横城和砥平
里地区北进的“联合国军”以快于西线
的速度一路推进，至 2月 9日已进至砥
平里、横城、下珍富里、江陵一线。

上级命令第 117师第 349团于 12
日 7时前占领横城西北公路两侧有利
地形，切断敌人退路和阻击横城出击
之敌，在上级协同下反击歼敌。

我方能不能用“两条腿”赛过敌人
的机械化，按时到达穿插位置截住敌
人，将关系到第四次战役的全局。

面对行军路上一座高达 800公尺
且覆盖着一层薄冰的大山，第 349 团
决定，趁夜色取捷径直插目的地。12
日 6时 30分，该团提前 30分钟到达鹤
谷里，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并迅速占领
鹤谷里公路两侧要地。

第 349团 2营 5连占据 302.2高地
战略制高点，压得敌人难以出城。敌
人如鲠在喉，与 5 连展开了反复争
夺。在 3个多小时的激战中，我方数
次击退横城出击之敌。至此，第 349
团就像一把铁钳，从公路两侧扼住了
横城敌人的咽喉。

第349团2营4连插到鹤谷里后，因
炸药不足，只好死守桥头。面对敌人回
逃坦克的疯狂进攻，战士们抱着爆破筒

奔向一辆又一辆坦克。被炸毁的坦克
把公路堵住，4连不怕牺牲、越战越勇，
先后击退敌人7次进攻，毙敌百余人。

被困于夏日之敌，在十几架飞机的
支援下，于 12日 15时向第 349团扼守
的鹤谷里阵地冲来。他们先以重炮轰
击我鹤谷里桥头阵地，而后以坦克掩护
步兵发起冲击。第349团 3营集中兵力
向敌反击，并以侧射火力猛然拦击步
兵，轰炸敌坦克，将敌阻击于鹤谷里公
路以北。面对横城敌人两个连加 6辆
坦克的冲击，5连和 7连在桥头阵地以
近战阻击敌人。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就
跃出阵地，从敌人尸体上拾回弹药，继
续战斗，始终未让敌人跨过桥头一步。

交战至白热化，在我军官兵猛烈
火力的射击下，被困于夏日、鹤谷里公
路之间的残敌最终高举双手投降。

至此，横城穿插和鹤谷里反突击
战斗胜利结束。在 20多个小时的激
战中，第 349 团歼敌 1000 余人。1951
年 2月，因战绩显著、完成任务出色，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授予第 349团
“甲等功臣团”荣誉称号。

接过英雄的战旗，攻坚精神薪火相
传。60多年来，“甲等功臣团”所在单位
的官兵多次执行维稳处突、抢险救援等
多样化军事任务，勇于突破、砥砺前行，
生动诠释了攻坚精神的内在涵义。

“甲等功臣团”战旗——

攻坚精神薪火相传
■赵志行 李忠举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72年前，在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
中，董存瑞用血肉之躯为部队开辟了
一条前进通道。“董存瑞班”战旗凝结
着董存瑞精神，成为部队赓续血脉，培
育战斗精神的重要载体。

1996年，中央军委批准董存瑞为
全军挂像英模之一，并将董存瑞精神
概括为“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最光
荣”。“董存瑞班”战旗背后，凝聚的正
是这种在艰巨任务面前不退缩的担当
精神和为党工作最光荣的价值追求。

董存瑞，中共党员，1929 年出生
于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1945 年 8月
参军，逐步成长为东北野战军第 11纵
队第 32师第 96团 6连 6班（现第78集
团军某旅董存瑞班）班长。历次战斗
中，他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先后荣立
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毛泽东奖章 1
枚、勇敢奖章 3枚。

1948 年 5月 1日，第 11纵队从辽
宁省朝阳地区西进，兵锋直指热河省
会承德市的北部屏障——隆化城。5
月 24日，隆化战斗前一天，6连召开战
前誓师会。董存瑞担任爆破组组长，
他说：“党把最光荣的任务交给咱们
了，没有二话，天塌下来也要完成！”

次日凌晨 4时 20 分，随着 3颗红
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隆化战斗打响。
我军首先以强大的炮火摧毁了苔山的
敌堡，并迅速占领制高点。5时 25分，
命令下达，6连负责担任主攻，从城北
向隆化中学外围工事运动。敌军的机
枪严密封锁着他们前进的道路。6连
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和支援组相互
配合，迅速攻破了隆化中学东北面的
旧衙门碉堡群。董存瑞带领爆破组，
连续爆破敌人 4个炮楼、5个碉堡，完
成扫清中学外围工事的任务。

下午 3 时 30 分，部队发起冲锋。
这时，从隆化中学东北角一座桥型暗
堡里，突然喷出火舌，拦住了部队冲
锋的道路。２班、４班接连两次对暗
堡爆破均未成功。爆破手李振德冲
出去没多远，被敌人枪弹打中，壮烈
牺牲。此时，离发起总攻仅剩 15 分
钟。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
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
准许我去！”说完，他毅然抱起炸药

包，冲向暗堡。前进中，董存瑞左腿
负伤。７班班长郅顺义甩出几颗手
榴弹。借着爆炸的烟尘，董存瑞急速
冲进暗堡下。由于桥形暗堡距地面
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
包，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
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
中国，冲呀！”

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敌人
的暗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
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牺牲时年
仅19岁。

战斗结束后，董存瑞的英雄事
迹很快传遍部队。1948 年 6 月 8 日，
第 11纵队决定追认董存瑞为纵队战
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命名他生前
所在班为“董存瑞班”（后来，该班转
改隶属的炮兵第 10师制作授予了

“董存瑞班”班旗）。7月 10 日，冀热
察行政公署做出决定，将隆化中学
改名为“存瑞中学”。1950 年，在全
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
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董存瑞和郅
顺义均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为了
永久纪念他，隆化县和怀来县人民
政府分别修筑了董存瑞烈士陵园和
纪念馆。1957 年 5 月 29 日，朱德委
员长为董存瑞亲笔题词“舍身为国，
永垂不朽”。

“董存瑞班”战旗——

以生命开辟前进道路
■张金维 于德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