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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撷珍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
5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
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南北附近地
区，双方转入战略相持。1951年 6月 30
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
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
判。7月10日，停战谈判会议在开城来凤
庄举行。但美方并无诚意，为了给中朝
施加压力，一面进行谈判，一面发动新的
攻势。1951年 8月，美国空军对志愿军后
勤运输线发起了空前猛烈的“绞杀战”，
从丹东经过平壤到前沿的铁路、桥梁、公
路遭到多达1600架飞机不分昼夜地反复
袭击。“绞杀战”让志愿军前线部队陷于
困境中，志愿军战士经常是在粮食弹药
缺乏的情况下作战。为了保护这条生命
线，提前预警时间，以有效保障我航空兵
和高炮部队作战，掩护交通运输及泰川、
院里、南市等机场的修建，中央军委决定
派雷达部队入朝，抵近战线。

肩负重任 挺近前沿

1951年 9月 28日，东北军区防空司
令部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开始组织新中国
第一支雷达部队——雷达 101营 4连（时
驻宽甸）入朝参战。为了加强防卫，上级
专门为 4连增加了两个警卫排和 1个高
射机枪排，全连人员由80多人增加到206
人，汽车由 1辆增加到 11 辆，携带日制
313型和美制 602型雷达各 1部，及两个
月用的各种油料 2900公斤和器材、装具
等，于1951年 10月 5日开赴朝鲜咸兴，执
行对日本海方向的对空警戒任务。

1952 年 2 月 26 日至 1953 年 6 月 15
日，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又有 6个雷达
连陆续跨过鸭绿江，踏上战火纷飞的朝
鲜土地。志愿军雷达部队在朝鲜的咸
兴、新溪、载宁、元山构成了第一线雷达
情报网，在清津、端川和江界布设二线接
续站。入朝的雷达站与部署在东北边境
的雷达站一起，在朝鲜北部构成了一个
比较严密的雷达网，探测范围延伸到战
线以南100多公里。

在入朝的 7个雷达连中，雷达 7连和
8连是针对敌金蒲和水原机场部署的。
这两个雷达站的位置分别距离金蒲、水
原机场各 130公里左右。所有从这两个

机场起飞去轰炸志愿军后勤线的敌机，
都要经过这两个连雷达的探测范围。

边打边建 直面强敌

侵朝美军在历时10个月的“绞杀战”
失败后，1952年夏季开始拟定“通过有选
择地摧毁重要目标来达到从空中施加压
力”的作战方针。1952年 6月 19日，美国
总统杜鲁门批准了侵朝美军制定的轰炸
朝鲜北部水力发电系统的计划。

6月 23 日 14 时 45 分和 48 分，位于
江界和新溪的两个雷达连先后发现敌
机。随后，雷达操纵员们发现，不管天线
转到什么方向，雷达显示器上始终都显
示敌机机群的目标。

尽管是在战争期间，但雷达兵还是
很少见到这样的场面。上千架美军轰炸
机、战斗机密密麻麻布满中高空。从航
线判断，敌机从朝鲜东、西线直窜鸭绿江
边的水丰。

面对挤满目标的显示器，雷达操纵
员只得抓到一点报一点，整个标图板上，
甚至标不出整批的航线。

此时，负责对空中情报分析和整理
的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情报总站，根据
多批入侵敌机的空情，并综合安东雷达
站等单位的情报，立即通报了中朝空军
联合司令部和高炮等部队。

由于空中情况不明，当时志愿军并
没有出动航空兵部队参战。如此一来，
保卫重要目标的重担就落到了部署在拉
古哨的高炮第 504团和部署在长甸河口
的高炮第 506团的肩上。拉古哨发电站
（即水丰水电站）是志愿军后勤线起点上
极为重要的设施，在敌轰炸机的狂轰滥
炸下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补给线上的主

要桥梁也被炸毁。高炮第 504 团和第
506团浴血奋战，共击落 F-80、F-84、F-
51型战斗轰炸机 8架、击伤 10架。

坚守阵地 空情不断

拉古哨发电站被炸后，从 7月上旬
起，志愿军空军的作战目的改为“以保卫
目标为主”，确定了与友空军共同掩护拉
古哨发电站、鸭绿江桥、一线空军基地，
以及平壤、元山以北交通要地的作战任
务；明确了积极寻找战机，出敌不意地深
入到平壤、镇南浦、元山一带，打击美国
战斗轰炸机小机群，钳制和削弱其兵力
的作战指导思想。

此后，敌军袭击志愿军后勤线的飞
机经常是有去无回。敌军此时也发觉志
愿军已派雷达部队进入战区，决心除掉
这些眼中钉，特别是那两个离前沿机场
非常近的雷达站。在电子侦察和地面特
务的协助下，美军一步步锁定了雷达站
的位置。

雷达 7连阵地设在朝鲜载宁的屈海
里，此地位于平壤南边，距“三八线”只有
25公里，既是敌机封锁区，也是飞行走
廊。7连全方位监视着北至清川江，南
到大丘，方圆 400 公里的空中。白天重
点监视敌歼击机，引导我机作战，夜晚和
雷雨天要看守住西海面，防止敌机偷袭
祖国。

1952年9月17日凌晨5时30分，正在
值班的313型雷达操纵员王占山转动雷达
天线，紧盯着屏幕。突然，雷达屏幕上出现
敌机信号，由于离敌方机场很近，回波信号
非常清晰，他随即判定上报“130度方位、
100公里处发现敌16架小型机”。

通常去轰炸后勤补给线的敌机也

会成群结队地飞过 7连上空，高度往往
在 7-8千米，但这次高度只有 4千米，王
占山感到有些异常。当这批敌机快进
入雷达顶空盲区时，他通知了地监哨，
让他们注意 120 度方位。地监哨报告，
在 120 度方位听到飞机的声音，过一会
儿，他们又报告，敌机成“一”字队形向 7
连阵地俯冲，紧接着王占山就听到敌机
的扫射声和轰炸声。敌 16架 F-80型和
F-84 型战机对 7连雷达阵地展开轮番
轰炸，投弹 30余枚，其中 1枚击中 313型
雷达。“轰”的一声，雷达被炸飞到半空
中，还在坚持上报空情的王占山也被抛
到炸弹坑里。

距离这片几乎被炸为焦土的阵地不
远的地方，7连的另一部 602型雷达仍在
转动。由于这部雷达隐蔽在大树后面，敌
机没有发现它。它发射的电磁波依旧监
视着方圆200公里范围内敌机的动静。

第一波敌机走后不久，雷达兵们
争分夺秒地抢救伤员、抢修装备。11
时许，敌第二波 16 架 F-84 型和 F-51
型飞机又飞临头顶，向 7连 2号阵地发
起攻击，投弹 40 余枚。短短半天时间
里，美军先后出动 32架飞机，对屈海里
的雷达 7 连阵地进行了两轮轰炸和扫
射。小小的屈海里，到处是震人心魄
的爆炸声。

在敌机狂轰滥炸时，7连战士沉着
勇敢，不怕牺牲，坚守岗位，积极抢救
人员器材。令人惋惜的是，有 11 位年
轻的雷达兵光荣牺牲，永远地留在了
朝鲜的土地上。轰炸还造成 15名雷达
兵负伤，并损毁雷达 1 部、汽车 3 辆和
部分物资。

7连被炸后，上级极为重视，采取了
一系列反轰炸措施，注意严密监视敌机

活动企图，一发现有轰炸征候，就立即转
移阵地，并将器材、人员分散配置，修筑
好防护工事等，使我在朝鲜的其他雷达
连，避免了遭敌机轰炸破坏。

密切配合 制胜蓝天

1953年 4-5月间，空中斗争形势有
了新的变化。美空军在破坏清川江南北
铁路干线和轰炸西海岸志愿军阵地的同
时，又开始轰炸朝鲜北部的水库，企图淹
没农田，冲毁交通线，给中朝军队后勤供
应造成更大困难。当时美空军每月平均
出动飞机约 2万架次，加强了鸭绿江口、
昌城、安东、北镇一带的游猎活动，伺机偷
袭志愿军空军起飞和着陆的飞机。刚开
始志愿军空军应变不及，受了一些损失。
后来重新作了部署，加强了指挥引导和情
报保障，很快改变了局面。

1953 年 4月 7日下午，空军第 15师
第 43团的 12架米格-15 比斯型飞机空
战后返航，飞行员韩德彩和他的长机在
掩护战友们安全着陆以后，双机拉开距
离，准备着陆。

配属该师直接引导战机作战的雷达

兵操纵员突然发现从山口窜出来一架敌
机，他马上向指挥所报告。地面指挥员马
上命令韩德彩：“快拉起来，有敌机！”

韩德彩当即拉起机头并稍压坡度进
行搜索，发现了左前方正在攻击友机的
敌机。他准备加大速度占位攻击时，敌
机却侧转机身，趁势“咬住”正在下滑着
陆的长机。韩德彩加大油门向美机冲
击，迫使敌机放开了长机。随后，他上升
高度，居高临下紧追敌机。当逼近 300
米时，韩德彩狠狠地按下射击按钮，将美
机击落。指挥所内，雷达操纵员不断报
告着两架飞机的位置。当在显示屏上看
到敌机从爱河流经的山口下面消失时，
大家兴高采烈地叫起来：“好，揍下来了，
揍下来了！”

美国飞行员在被击中的瞬间跳了
伞，被志愿军战士活捉。后来，我军从
美联社的报道中得知，被击落的是在朝
鲜战场上执行过 70次空中作战任务的
美国“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
华·费席尔。这场空战从开始到结束只
有 1 分钟时间，雷达兵临阵不乱，紧跟
紧报，战争已经令他们成熟起来了。他
们通过抽象的电磁波，俯瞰着战场上的
瞬息万变。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的重大胜利，给
“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当局以沉重打
击，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7月 27
日上午 10 时（朝鲜时间），朝鲜停战协
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和平终于
降临了，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雷达兵却依然坚守在隐蔽的角落，时
刻保持高度警惕，默默地监视着辽阔
的天空。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雷达兵
■郭海洋 熊华明

68年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黄继光
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为部队
开辟了一条前进通道。黄继光舍身堵枪
眼的英雄壮举，至今为人们所景仰。

1996年，中央军委批准黄继光为全军
挂像英模之一，并将黄继光精神概括为“英
勇战斗奋不顾身”。2009年8月25日，空军
授予其生前所在连队“黄继光英雄连”荣誉
称号。“黄继光英雄连”战旗背后，凝聚的正
是这种在艰巨任务面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
和为党工作勇于牺牲的价值追求。

黄继光，原名黄积广，1931 年生于
四川省中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51年 3月，黄继光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因作战勇敢，荣立三等功1次。

1952 年 10月，在上甘岭战役中，黄
继光所在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激战 4昼夜后，于 19日夜奉命夺取上甘
岭西侧 597.9 高地。部队接连攻占 3个
阵地后，受阻于“0”号阵地。此时，山顶
上敌一个集团火力点，以 3挺重机枪、4
挺轻机枪的密集火力，死死地控制着制
高点。想要夺取阵地，必须拿下这个火
力点。营副参谋长向 6连下达命令：组
织爆破组，坚决炸掉敌火力点。第一、
第二个爆破组连续冲上去，两组同志全
部壮烈牺牲。第三个爆破组又冲上去，
全组同志被困在敌人阵地前。如果在
天亮前攻不下敌阵地，天亮后敌人就会
发挥空中火力优势，作战任务不仅难以
完成，还会使部队遭受重大伤亡。

关键时刻，2营通信员黄继光挺身而
出。“首长，让我去吧！”他掏出早已写好的
决心书交给营副参谋长。在决心书上黄
继光写道：“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
务，争取立功当英雄，争取入党。”营副参谋
长与6连连长商定后任命黄继光为该连6
班班长。黄继光带领两名战士向敌火力
点前进，连续摧毁敌人几个火力点，一名
战友不幸牺牲，另一名战友身负重伤，他
的左臂也被打穿。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
黄继光毫不畏惧，忍着伤痛，迅速抵近敌
中心火力点，连投几枚手雷，敌机枪顿时
停止射击。然而，当部队趁势发起冲击
时，残存的机枪又突然开始扫射，攻击部
队再次受阻。

此时，黄继光已多处负伤，弹药用
尽。为了战斗的胜利，他顽强地向敌火
力点爬去。在靠近机枪口时，他奋力扑
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正在喷
射火舌的枪眼，牺牲时年仅 21岁。在黄
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攻占
“0”号阵地，全歼守敌两个营。

战后，部队党委追认黄继光为中共
党员，追授“模范团员”称号。志愿军总
部给他追记特等功，授予“特级战斗英
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黄继光烈
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
号，并授予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黄继光烈士的遗体安葬于沈阳抗美援
朝志愿军烈士陵园。

黄继光英勇战斗奋不顾身的英雄
事迹，成为他留给连队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其蕴含的红色基因已深植代代官兵
的血脉中。2009年，黄继光入选“100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
年 9月 25日，黄继光被中共中央宣传部
等单位评为“最美奋斗者”，为“黄继光
英雄连”的光荣历史再添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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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愿军总部担任领导的彭德怀
和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将帅都是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杰出军事
领导人。他们在国内革命战争硝烟还
未散去的时候，即奉毛主席和中央军委
的命令参加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率领中
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建立了不
朽的功勋。他们以非凡的军事胆略和
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朝鲜战场上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因而他们
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深受全党、全军和
全国人民的尊敬，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
声誉。

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一书里，洪
学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地再现了
他与彭德怀司令员、邓华和韩先楚副司
令员以及参谋长解沛然、政治部主任杜
平等领导同志亲密无间的战斗友谊，记
载了他们在朝鲜战场上许多鲜为人知
的故事。

抗美援朝战争之前，洪学智从没
有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过，相互间
并不是很熟悉。但洪学智深信毛主
席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把第 13 兵团
的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改为志
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是
经过认真思考、反复掂量、相互比较、
慎重确定的。在长期的战争考验中，
第 13 兵团的领导是坚决服从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挥的；他们对所
属部队是了如指掌的，第 13 兵团的
所属部队是英勇善战、敢打硬仗、敢
打恶仗的。后来，第 13 兵团果然不
负中央所望，彭德怀司令员对志愿军
总部的指挥得心应手，邓华、洪学智、
韩先楚三位副司令员成为彭德怀司
令员的得力助手。近 3 年的抗美援
朝战争，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不仅成
为抗美援朝战争的卓越指挥员，而且
还与彭德怀司令员建立了深厚的革
命感情。

洪学智心目中的彭德怀是一个多
谋善断、胆略超群、指挥精湛的军事
家。洪学智对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的
真实回顾，不是文学家的精彩描绘，而
是在智慧、心灵与人格层面上的交流

与碰撞。关于彭德怀司令员在战场决
策和对战争指挥以及取得的一系列辉
煌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中有详
尽的叙述。其中，洪学智曾帮助彭德
怀在战场脱险的情景，今天读来仍不
胜感叹。

1950年 11月 25日上午 11时，几架
敌机呼啸而来，洪学智命令警卫员强行
将彭德怀架入防空洞。他们刚进洞，成
吨的凝固汽油弹便投向大榆洞，志愿军
司令部驻地一片火海。过后，彭德怀激
动地抓住洪学智的手说：“洪大个儿，今
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洪学智和邓华相聚于解放战争的
东北战场。3年的解放战争，他们在同
一个战场，后来又在同一个指挥部里成
为生死与共、肝胆相照的战友。

第五次战役发起前，邓华与洪学智
同在志愿军司令部。一天凌晨 5点多，
洪学智听到防空哨枪响，紧接着又听见
飞机轰鸣声，马上意识到敌机袭击来
了。他猛地从床上跳起来，看到邓华睡
得正香，叫不醒他。洪学智急了，一下
子把邓华的行军床掀翻了，惊醒的邓华

跟着洪学智跑向防空洞。等敌机走后，
回屋一看，邓华睡的地方被子弹打了好
几个洞，行军床也被打了一个大窟窿。
邓华说：“老哥，今天要不是你，我大概
已上西天了。”

洪学智和韩先楚从红军时期即相
识，都是红四方面军从血与火的战场上
打出来的猛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韩
先楚和邓华、洪学智，同为志愿军副司
令，韩先楚主要分工在一线指挥部队。
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中，较多
地叙述了韩先楚直接指挥部队在前方
浴血奋战，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
利，尽显了他对这位老战友英勇顽强、
不屈奋战、亲临一线指挥的敬仰之情。
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他们的一生。

解沛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首任
参谋长，而洪学智是分管司令部工作的
志愿军副司令员。军事指挥员没有不
重视司令部建设的。洪学智在《抗美援
朝战争回忆》中提到，志愿军司令部每
战必有科学的作战方案的提出。这些
方案对于敌情的判断、战场的选择、部
队的指挥调动、预备队的使用、弹药的

补给、首长决心的实现以及来往文电处
理都有许多细节的叙述。书中随处都
有褒奖之辞，可见他对解沛然参谋长的
领导水平、组织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
是极为推崇并予以极高的赞赏，“抗美
援朝战争的胜利，解方（即解沛然）同志
功不可没。”

杜平是志愿军政治部主任，也是我
军政治工作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在抗
美援朝战争中，杜平对志愿军的政治工
作有着极大的贡献，尤其在抗美援朝战
争后期参与领导停战谈判，对毛泽东、
周恩来、彭德怀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的
理解和落实，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和政治
谋略、外交谋略。对此，洪学智在书中
也有较多的叙述。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中不仅叙述

了洪学智与志愿军总部领导同志的革
命友谊，还尽情叙述了各级指挥员和广
大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作战，朝鲜人民军
的密切协助和有力配合，全中国人民对
抗美援朝战争的全力支持和热情鼓
励。直到现在，这本书依然是我们了
解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史料。

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一书中，洪学智以亲身经历讲述志愿军总部将帅们的难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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