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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
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
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
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
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
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
最可爱的人！”

1951 年 4月 11 日，作家魏巍在《人
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战地通讯《谁是
最可爱的人》。这篇通讯对中国人民志
愿军第 38军第 112师第 335团 1营 3连
官兵拼死守卫松骨峰的英雄事迹进行
了热情讴歌。作品一经发表，3连的壮
举迅速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
此，“最可爱的人”就成了志愿军将士的
光荣称号。

逢敌亮剑

1950 年 11 月 25 日，抗美援朝第二
次战役打响后，西线志愿军部队在德
川、宁远打开了战役缺口。战至 29日，
西线美军开始全线退却。西线志愿军
部队猛烈进攻，在清川江南北地区展开
大规模围歼战。

松骨峰位于价川、军隅里至龙源
里、顺川公路的中间段，主峰高 288.7
米，其山脚往东延伸是书堂站无名高
地，高地边缘即是公路，公路东侧有南
北铁路一条，紧贴铁路是河流，河谷不
宽，水浅易涉。此处，是价川、军隅里之
敌与凤鸣里之敌向龙源里、顺川逃跑的
必经之路。

坚守松骨峰的重任落在了第 38军
第 112师第 335团肩上。当时，第 335团
刚完成上级赋予的“诱敌深入”任务，在
经过连续几天行军后终于追上军主
力。这时，第 112师师长杨大易接到军
长命令：立即占领松骨峰。此时部队全
部去参加会战了，杨大易手中已经没有
可调动的部队。见到第 335团，杨大易
立即拿出地图指给团长范天恩：敌人可
能经书堂站逃窜，你团可直插松骨峰，
在那里截住敌人。

1950年 11月 30日 6时 30分，第 335
团 1营 3连抢先占领松骨峰东侧、书堂
站北侧的无名高地，在消灭美军先头小
股部队后，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听
见隆隆的马达声由远及近。这是在军
隅里遭到第 40军痛击败逃下来的美军
第 2师。面对公路上潮水般涌来的敌
人，3连官兵立即把疲惫和饥饿忘得精
光，他们相互鼓励着，准备战斗。

抗美援朝战争中一场惨烈的阻击
战就这样打响了。

8班在全连阵地的最前沿，机枪手
杨文明瞄准第一辆车。当汽车距离阵
地不过 20 多米时，杨文明一扣扳机，
子弹打了出去，第一辆车腾起大火。2
排长王金侯带领 5 名战士冲上公路，
甩出一串手榴弹击毁了后面的汽车。
火箭筒手抵近打中了第 1 辆坦克，爆
破组紧接着炸毁第 2辆坦克……刹那
间，公路被损毁的汽车和坦克堵死
了。片刻之后，敌人重整队势——他
们要想活着，就必须打开松骨峰的通
路。

7 时许，一个连的敌人在坦克、飞
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向书堂站北侧的
无名高地发起攻击。守卫在阵地最前
沿的 8 班待敌近至 30 米时突然开火，
将敌人打退。敌人想包抄 8 班，又遭
到 7班突然袭击，伤亡惨重，但敌人不
甘失败继续往上爬。机枪手杨文明索
性端起机枪，在一口气打死 20 多个敌
人后，不幸牺牲。副班长接过机枪继
续射击，全连的火力展开支援。敌人
反复冲击 5 次后，丢下百余具尸体败
退下去。

9时许，敌人增加一倍兵力，向 3连
的阵地发起了第 2次冲锋，飞机也不断
向书堂站北山俯冲投弹。团长范天恩
在指挥所附近的高地进行观察，只见敌
人成群地攻击着 3连阵地。他急忙命令
2营的轻重机枪支援，以减轻 3连的压
力。2营教导员刘成斋亲自架起机枪向
敌人扫射。果然，2营一开火，敌人不得
不分兵攻击2营阵地。

3连阵地是个紧挨公路的光秃秃的
小山包，没有任何工事可以依托，在炮
火轰击下，要打退数倍于己的敌人谈何
容易。

10时，敌人用一个营的兵力向 3连
阵地发起第 3次冲锋。1营营长王宿启
让 1连上好刺刀，从 3连右侧向敌人反
击。肉搏战之后，敌人被刺刀逼了下
去。不甘失败的敌人又改为从 3连右侧
攻击，但右侧的 2连也端着刺刀扑了上

来。就这样，3连在正面攻击，1连和 2
连在侧面支援，敌人始终没能占领阵
地。

这时，敌人的飞机把大量的炸弹和
燃烧弹投下来，敌人的火炮也疯狂地将
密雨似的炮弹倾泻在 3连阵地上。阵地
上弹片横飞、大火熊熊，配属给 3连的机
枪 1连两个班的战士中有 5人被烧伤。
机枪连 2排长陈宝贵被烧得眼睛都看不
见了，但他为了安抚战士的情绪，高呼
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共产党的
队伍是经得起考验的！”

以气胜钢

敌人向松骨峰一带攻击的兵力还
在成倍增加。

师长杨大易焦急地关注着 3连的方
向。他站在师指挥部的山头上，看见从
药水洞到龙源里的公路上全是敌人的
汽车和坦克，多得根本看不到尽头。

敌人第 4次冲锋是在阵地上的大火
烧得最猛烈的时候开始的。他们蜂拥
着冲上 4班阵地，4班的战士们准备射
击。正在这节骨眼，重机枪枪管被烧弯
了，无法射击，急得射手李玉民满头大
汗。他扔掉机枪，弯腰拾起牺牲战友的
步枪向敌人冲去。战斗中，李玉民的大
腿被子弹击中，血流不止。他强忍疼
痛，从兜里摸出一颗子弹插进伤口里止
血。而后，他扑上去同敌人拼刺刀；刺
刀捅弯了，他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碎了，
他就抱住敌人摔……

这时，4班的战士们冲了过来，敌人
吓得转身就跑。李玉民拼尽全力甩出
最后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
花。排长陈宝贵冲过来，要把李玉民背
走。李玉民摇摇头，让排长继续指挥战
斗。

敌人的进攻一波比一波猛烈……
各级指挥员都非常担心第 335团能

否截住敌人。第 38军军长梁兴初找范
天恩询问了松骨峰、书堂站方面的战斗
情况。梁兴初听说有 4辆敌军炮车通过
公路向南逃跑了，斩钉截铁地说：“给我
追回来！从现在起，不许一个敌人从你
们防区南逃！”

范天恩撂下电话，当即派 3 营营
长陈向善带两个连去追。但范天恩觉
得光追车还不够，必须用炸车的方法
把公路堵死，于是又命令 2营派 1个班
去炸车。但是公路上敌人多、火力
强，接连派了几个班，都伤亡在途中；
最后由 5 连派出一个排，冲到公路南
端的一段隐蔽地，炸毁弹药车，堵塞
了公路。

战斗到中午的时候，3 连的阵地
上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了。指导员杨
少成在战斗间隙把党支部委员召集起
来。他心情沉痛却语气坚定地告诉大
家，3 连是一支久经战火洗礼的老连
队，抗日战争时期，3连转战于苏鲁皖
边区，曾多次受到嘉奖；解放战争时
期，3连曾被授予“战斗模范连”“三好
连队”“抢渡长江英雄连”等光荣称
号；连队每个人都是一颗钉子，要牢
牢钉在阵地上，天大的压力也要顶
住。

连长戴如义指着山下的敌人，告诉
大家，千斤重担我们 3连也要担起来！

敌人拥有钢铁和汽油弹，我们有着敌人
没有的武器——勇敢和决心！随后，他
对各排的任务作了重新调整。支部委
员带着党支部的决心回到班排，对部队
进行了再动员，战士们纷纷表示要与阵
地共存亡。

在没有工事依托，只有弹坑做掩护
的光秃秃的山包上，3连官兵经受了像
暴雨般炮弹的袭击。7班战士潘志忠的
头部受伤，鲜血在脸颊上冻成了冰条。
战友们劝他撤下阵地，潘志忠坚定地摇
摇头，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绝不退缩。

13时，敌人对松骨峰发起了第 5次
冲锋。

美军第 2师部队以 32架飞机、18辆
坦克、几十门榴弹炮，把 3连阵地轰成一
片火海。随后，敌 400余人分两路向 1、
3排阵地同时进攻。3连官兵蹲在弹坑
里，突然冲出来向敌人射击。副班长隋
金山抱住机枪独当一面，并鼓励大家稳
定情绪。

敌人向上冲时，党员张详贤提醒
战友们将手榴弹、冲锋枪准备好。待
敌人冲上来时，他站起来大喊道：“打
呀！”激战半小时后，3排伤亡惨重，前
沿阵地被敌人突破了。连长戴如义眼
见阵地丢失，便抓起牺牲战士的枪与
敌人拼杀。在接连捅死几个敌人后，
他的左腿被炸断了，但他强忍疼痛爬
到 3排阵地继续组织反击，直至牺牲。
指导员杨少成立即接替连长指挥。他
冲过层层火网，来到 8 班阵地组织反
击。经过一番拼杀，8班最终夺回了前
沿阵地。

最后时刻

敌人对 3 连的攻击暂时停止了。
战士邢玉堂解开衣扣，从衬衣兜里掏
出一个纸包，一层层打开，最后露出一
张纸，那是一份入党申请书。他把纸
递到指导员手里，满是硝烟的脸上涌
起红晕，腼腆地说：“指导员……”突
然，“嘣、嘣、嘣”几颗汽油弹在阵地上
炸裂开来，有一颗正落在邢玉堂跟前，
一团大火瞬间吞噬了他。邢玉堂高喊
一声：“指导员，保重！”就带着呼呼作
响的火苗向敌人扑去。他连续刺倒了
几个敌人，然后紧紧抱住 1 个敌人的
脖子，咬着敌人的耳朵滚到山下。敌
人对 1排和 3排阵地的攻击失败后，又
开始猛攻 2排阵地。指导员杨少成立
即组织 3 排 7 班和机枪 4 班的 10 多名
战士，绕到敌人背后进行夹击。2排阵
地上，副连长杨文海 3次负伤，仍然坚
持指挥战斗，直到牺牲。

在外围，由于我军逐渐收紧包围
圈，敌人预感危在旦夕，于是出动了飞
机、坦克和火炮，向 3连的阵地进行了长
达 40分钟的猛烈轰炸，上千名敌人嚎叫
着，向松骨峰发起了疯狂冲锋。战斗越
打越残酷，3连的伤亡巨大，最后炊事班
的勤杂人员、连部的通信员都投入了战
斗。排长牺牲了，班长代理；班长牺牲
了，战士接替。指导员杨少成的子弹打
光了，便抓起刺刀冲向敌人。1个敌人
抱住了他的腰，他抡起手榴弹砸碎了敌
人的脑壳。这时，六七个敌人围住了
他，他临危不惧，“嗖”地拉响了手榴弹，
高声鼓励战友们守住阵地，在手榴弹爆

炸之际和敌人抱在一起。看到指导员
壮烈牺牲，战士们含着泪高声呐喊：“冲
呀！打他们呀！”

这是 3连的最后时刻，也是令经历
过松骨峰战斗的敌人最胆战心惊的时
刻。

代理排长高喊着为祖国争光的口
号，战士们跃出弹坑，端着寒光凛凛
的刺刀向黑压压的敌人冲去。其中，
张学荣身负重伤，还依然捡起牺牲战
友身上的 4颗手榴弹，滚入敌群；严佐
政的刺刀折断了，就与敌人扭在一
起，滚下山去；胡传久从敌人尸体上
摘下手雷，把敌人打了下去；高占武
腰部中弹后，带着身上的烈火抱住敌
人死死不放；连伤员也拖着未扎好的
绷带，加入了战斗。

英雄的 3连虽然战斗到只剩下 7名
同志，但阵地依然在他们手中，直到大
部队歼灭被拦截之敌。

傍晚时分，第 38军在第 40军、第 39
军配合下，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杨大
易随即向范天恩传达组织反击的命令，
并派出师部仅剩的机动兵力——警卫
连支援第 335 团。黄昏落日时，第 335
团反守为攻，其余各个方向包围部队也
同时向敌人发起反击。

战斗结束后，1营营长王宿启带领
战士到 3连阵地打扫战场时，在几百具
美军士兵的尸体和一片打乱摔碎的枪
支中间发现不少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志
愿军战士。他们有的紧紧抓住敌人的
机枪；有的手里握着手榴弹，弹体上沾
着敌人的脑浆；有的身体压着敌尸，牙
齿和指甲嵌在敌人的皮肉里，其情景极
为壮烈。

志愿军第 335团 3连在人员伤亡较
大，粮弹殆尽的严酷情形下，毫不畏惧，
所有能战斗的人员，包括伤员，带着满
身火焰，奋勇扑向敌军，与敌人展开殊
死肉搏，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赞
歌。

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为表彰
3连的英雄事迹，授予 3连“攻守兼备”
锦旗一面，并记集体特等功一次。

血染的战旗迎风飞扬，英雄的部队
使命犹然。松骨峰上的硝烟虽然散去，
但“逢敌亮剑、以气胜钢”的松骨峰精神
早已化作忠勇和血性的代名词，深深根
植于 3连官兵心中，激励着他们永做松
骨峰上“最可爱的人”。

激战松骨峰—

让“最可爱的人”响彻神州
■张钰浩 彭 陈

济南，南倚泰山，北靠黄河，系津
浦、胶济铁路的交会点，是解放战争时
期的华东战略要地，国民党第 2绥靖
区司令部所在地。

1948年秋，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
战役，第 9纵队第 25师（现第 71集团
军某旅）在榴炮团和纵队山炮团的强
大炮火支援下，开始向济南东郊敌外
围主阵地茂岭山、砚池山发起攻击。

9月 23日 18时，我军攻下外城之
后，对济南内城发起总攻，第25师第73
团受命于内城东南角发起攻击。在强
大炮火掩护下，该团7连爆破组冒着浓
烟烈火，迅速拔除鹿砦，炸毁城下地堡和
附防工事。

在连续爆破后，敌组织交叉火力封
锁，我军伤亡很大，首次突击失利，第二
次突击云梯被炸断，第三次突击遭城头
之敌和侧射火力阻击，战斗陷入僵局。

在这关键时刻，团长张慕韩和政治
处主任王济生亲临前沿阵地，召开军事
民主会，帮助 7连总结经验教训，研究
制定新的突击方案，组织第四次突击。

在全纵炮火集中支援下，突破口
越撕越大，7连冒着炮火准备架梯登
城。由于敌军火力阻击，8班首登失
利。眼看云梯就要滑下来，千钧一发
之际，连长萧锡谦上前一步，协同 7班
把云梯靠紧城墙。

这时，2班长李永江大喊一声：“跟
我往上突！”他迅速爬到梯顶，扒住城
沿，攀上城墙，穿过混乱的敌群，直赴制
高点气象台。李永江用冲锋枪和手榴
弹，扼守住了阵地，压住了顽抗之敌，俘
敌20余名，缴获机枪2挺，步枪10余支。

战士于洪铎紧跟着登城，正遇一
群敌人端着枪向李永江包抄过去。他
一颗手榴弹将敌打乱，转身扑向气象
台。敌人从工事里爬出来向突破口摸
来。他端起冲锋枪，打得敌人掉头回
窜。与此同时，滕元兴、周顶仁等几名
勇士也像钉子一样牢牢守住突破口。

继 3营之后，团指挥所率 2营也登
上城头。敌人见势不妙，纠集兵力开
始大规模反扑，一场恶战在突破口两
侧展开。第 73团指战员越战越勇，弹
药打光了就拼刺刀，城头上枪声、手榴
弹爆炸声和兵器撞击声响成一片。

冯立国班长面部迸进 6块弹片，
昏了过去，醒来后一把抹掉脸上的血，
继续战斗；郑田芳班长右手负伤，就用
左手投手榴弹；王其鹏班长与另外几
名战士守着几箱手榴弹，冰雹般落下
的手榴弹给予敌人迎头痛击……经过
3小时激战，部队连续打垮从西侧、北
侧凶猛进攻的敌1个精锐团和 1个营。

黎明时分，各营勇士先后下城，直
插敌纵深。在团主力下城之后，特务连
在突破口西侧六七十米处，又炸开一巨
大缺口，纵队主力迅速入城作战。战斗
向纵深发展，城上守敌全线崩溃，城内

包围圈越压越小。激战至24日黄昏，全
团会同兄弟部队，一举攻占王耀武的最
后巢穴——新省政府，全歼内城守敌。

战后，中共中央军委授予第 9纵
队第 25 师第 73 团“济南第一团”称
号。从此“济南第一团”扬名天下。

时光荏苒，70 多年过去了，第 71
集团军某旅官兵把“济南第一团”“争
任务、争第一、争头功”的精神刻入骨
髓、融入血脉，全身心投入到练兵备战
中，在任务一线摔打磨练、百炼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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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1948 年 5 月 8 日，中共中央华东
局、华东野战军总部颁布嘉奖令，授予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 9纵队第 27师
第 79团（现为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
队）“潍县团”荣誉称号。12日，第 9纵
队召开表彰大会，授予该团“潍县团”
战旗。战旗上有一个高大的城墙剪
影，寓意着该团在 1948年 4月潍县战
役中，首先攻破潍县（今潍坊）城垣，为
全歼守敌、夺取战役胜利立了首功。

潍县是国民党军在胶济铁路中段
的军事重地，白浪河纵贯南北，将县城
分为东西两城。城墙高 13米多，墙脚
宽8米、顶宽6米，城墙上部布有带电的
铁丝网，城墙外壕灌有水，宽、深均4米
左右。守敌有国民党正规军4个团、保
安部队 6个团共 2.5万余人，并有周围
各县地主恶霸和还乡团等反动武装。

1948 年 3月，华东野战军山东兵
团调集第 9纵队、渤海纵队和鲁中军
区部队等共 22个团，准备发起潍县战
役。第79团担负主攻潍县城任务。

4月 2日，攻城部队向潍县开进。
8日，第 79团到达指定位置，立即组织
深夜勘察地形，制定作战方案。命令
2 营、3 营为第一梯队，负责直接攻
城。其中由 2营 6连、3营 7连先行攻
克城墙外土围子，再由 2营 4连、3营 8
连主攻城墙，打开突破口，迎接第二梯
队 1营及后续部队入城。同时，部署
了突击队、爆破队、火力队及架桥组、
救护组、软硬梯组等。

23日 17时，第 79团从城北进攻西
城。6连、7连在炮火支援下，分两路向
城墙外围1丈多高的土围子发起攻击，
仅用 20多分钟即歼灭外围守敌，为爆
破登城扫清了障碍。24日零时21分，8
连在东、4连在西，开始爆破攻城。8连

从爆破到登城仅用 30多分钟，与此同
时，4连也爆破成功，登上城头。两面
写有“把胜利红旗插上潍县城头”的红
旗，高高飘扬在城头相距不到百米的两
个突破口上。敌组织疯狂反扑，在突破
口与我军展开激战。我军又接连占领
3个突出部。3时许，5连登上城墙。为
阻止敌正面反扑，团参谋长丁亚和2营
营长孙宝珍决定由5连突进城内。4时
30分，5连入城，孤身投入纵深作战，击
溃守敌1个团20余次反扑，攻占少数房
屋，前进百余米，扩大了阵地。

为巩固既得阵地，应对天亮后敌
大规模反扑，已登城部队抓紧时间整
修工事，补充弹药。6时 40分，敌在飞
机和炮火掩护下向我军猛扑。4连、7
连、8 连、9 连、特务连坚守城墙突破
口，在弹药打光后，与敌拼刺刀、拼石
头、拼铁锹。16时，1营和兄弟部队从
两个突破口登城，会同 4连、8连攻入
城内，与 5连会合。20 时 30 分，各攻
城部队突入城内，守敌大部被歼，残部
逃至东城。26日黄昏，我军开始攻打
东城，激战至27日，占领全城。

潍县战役历时 26 天，共歼敌 4.6
万余人。战后，第 79团 8连被第 9纵
队授予“潍县英雄连”称号，4连、5连、
7连被授予“潍县战斗模范连”称号，1
连、6连、特务连荣立集体一等功。

“潍县团”战旗——

攻克敌“鲁中堡垒”立首功
■张 博

孙立新作 激战松骨峰（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