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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1933 年 6 月，红一方面军红 3 军团

在江西乐安大湖坪进行整编，军团辖第

4、第 5、第 6 师。其中，第 4 师第 12 团司

令部编制 1 个侦察排，兵力 40 余人。

9 月，蒋介石调集 50 万兵力对中央

苏区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第

12 团侦察排作为全团尖兵，随即投身到

艰苦的反“围剿”斗争中。10 月 6 日中

午，侦察排在江西黎川洵口镇飞鸢村首

先发现敌情。第 4 师据此情报果断发动

突袭，一举击溃敌 2 个团。我军随后又

向败退之敌固守的洵口发起猛攻，经数

小时激战，将敌大部歼灭。

1934 年 3 月中旬，第 12 团参与江西

南丰三溪圩战斗。国民党军先以飞机、

大炮猛轰我军阵地，而后集中 3 个团兵

力进攻。我军官兵血战数日，虽守住了

阵地，但部队损失较大。这时，我侦察排

战士吴德生带一个小组潜至敌阵地前

沿，准确察明敌军的兵力和火力配置情

况。据此重要情报，团领导决定向敌实

施有针对性地反击。结果一击见效，不

仅歼敌一部，且缴获子弹万余发，为下一

步作战创造了有利态势。

3 月下旬，第 12 团在福建泰宁太阳

嶂实施阻击作战。太阳嶂海拔 1100 多

米，扼守我军向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转

移的重要通道。23 日，敌军分两路向太

阳嶂靠拢，企图建立封锁线，阻止我军主

力回师广昌。然而，从前线调回扼守太

阳嶂主峰的第 12 团第 2 营尚在行军途

中。危急时刻，第 4 师派出由师侦察队

和 第 12 团 侦 察 排 共 同 组 成 的 突 击 队 。

队员们攀峭壁、穿密林、连夜奔袭，于 24

日拂晓前抢占太阳嶂主峰，并消灭了几

乎同时到来的敌尖兵班。

太阳嶂主峰前山脊两侧各有一块巨

石，左右耸立，形如石门，是正面通往山

顶的唯一关口。24 日 9 时许，抢占石门

不成便进占对面无名高地的敌军，在炮

火支援下向石门我军阵地发起猛攻。激

战中，第 12 团第 2 营主力赶来增援，我军

果断实施反冲击，最终将进攻之敌 1 个

连全歼。此后，师侦察队和第 12 团侦察

排奉命撤至石门后方休整。对太阳嶂势

在必得的敌军并不罢休，以优势兵力再

度发起强攻，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就

在我军伤亡连续增多、弹药即将告罄的

紧要关头，从火线撤下后插入敌纵深并

秘密潜至敌指挥所附近的第 12 团侦察

排，猛然发起冲锋。敌遭此突袭，进攻态

势顿时受挫，我军乘势展开反击。24 日

夜，敌军悄然撤走。

太阳嶂一战，我军以 1 个营左右的

兵力，打退了国民党军 3 个团的多次进

攻，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 600 余人，俘敌

副团长以下官兵 200 余人。

4 月至 7 月，第 12 团侦察排连续参

加广昌保卫战、火烧山战斗等。他们察

敌情、看地形、捉俘虏，为上级定下战斗

决心、形成战斗方案提供源源不断的情

报支持。

8 月 1 日，中革军委颁布第 39 号命

令，表彰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英勇

坚决而有特殊战绩的指战员，第 12 团侦

察排排长谢发生、战士吴德生等获得三

等红星奖章。与此同时，侦察排被中革

军委授予“神鹰侦察排”光荣称号。

“神鹰侦察排”战旗—

机智英勇察敌情
■李波龙 蒋东霖

1935 年 3 月 18 日，中央红军在三渡

赤水后于古蔺水口镇长坝槽（今茅溪镇

陈胡屯）休息时，遭敌机袭击。为掩护中

央纵队，警卫营机枪连根据敌机位置，巧

妙制订射击方案，成功击落一架敌机。

3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

迅速撤离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北上

渡过长江，抵达川西或川西北以建立革命

根据地。17日，红军从茅台镇及其附近地

区顺利西渡赤水河（史称三渡赤水）。

三渡赤水后，红军并未急于展开后

续行动，而是在赤水河附近的林中隐蔽

休息。敌机循迹而来，抵近我上空实施

侦 察 、轰 炸 ，造 成 部 分 红 军 战 士 伤 亡 。

随着敌机的肆意轰炸，我方炮弹、枪弹、

汽油、滑油，以及其他军用物资也严重

受损。时任中革军委第三局政治委员

伍云甫曾在《红军长征日记》中记录：“3

月 17 日，原地休息。是日敌机掷弹，烧

洋 油 、滑 油 数 担 ，电 话 队 死 一 人 、伤 四

人 ，一 分 队 伤 一 人 ，三 科 运 输 员 伤 三

人。”时任红 1 军团第 1 师第 3 团党总支

书记肖锋的《长征日记》中也写道：“3 月

17 日，时阴时晴。军团决定在这里休整

几天，安置伤员、擦拭武器、扩红、打土

豪、筹粮款、做点衣服。敌机不断来侦

察、扫射、轰炸，七连二人受伤，二排长

崔米成同志牺牲，连队开追悼会，大家

向烈士默哀致敬。”

18 日，隐蔽在树丛中观察敌情的战

士们听到巨大的轰鸣声，发现 3 架敌机

正在上空盘旋，树林中的马匹受到惊吓，

飞奔而出。敌机很快向树林投掷炸弹，

且一再降低飞行高度。

面对 3架敌机持续轰炸，躲在树林里

的战士们怒火中烧。有人提出，趁敌机离

地面近，尽快将其击落。警卫营机枪连连

长叶荫庭毕业于红军大学高射机枪训练

班，具有较高的军事技能。但此时，一旦

开打就会暴露我方目标，危及红军大部队

的安全。犹豫再三，他对战士们说：“用机

枪去打飞机胜算不大，没有上级的同意，

我们不能贸然行动。”

正值机枪连战士义愤填膺之时，警

卫营营长杨梅生赶来，向叶荫庭传达了

总参谋部命令：“中央纵队目标已经暴

露，机枪连迅速占领阵地，痛击敌机，掩

护中央纵队安全行进。”

根据上级命令，连长叶荫庭立即观

察敌机位置，判定敌机在机枪手的射击

范围内。随后，他指着附近最高的一棵

树命令道：“以这棵树为火力中心，第 1

排的两挺高射机枪，东西隔 25 米；第 2

排的两挺高射机枪，南北间隔 10 米，马

上做好战斗准备！”战士们听到连长的

命令后，立刻做好射击准备。当听到观

测员发出“敌机飞入目标区域”的报告

后，4 挺高射机枪对准敌机，同步连射 85

发子弹。

为了准确轰炸，敌机一再降低高度

并俯冲靠近目标，这恰巧给射击提供了

有利条件。顷刻间，敌机冒起黑烟，碎片

向周围四散坠落。“轰”的一声，一架飞机

伴随着火光坠入茅台镇西侧的平地。另

外两架敌机见此情形，慌忙逃窜。山林

中响起红军战士激动的欢呼声：“真的击

落了敌人的战机！”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得知消息

后，委托总政组织部、宣传部 4 位同志于

当晚赶到机枪连宿营地慰问。次日上午，

王稼祥在行军途中遇到机枪连的队列，当

场停下来，对全连指战员表示祝贺，“感谢

你们所做的一切，能够打下敌人的战机，

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大家表示祝贺！”

1935 年 4 月 5 日，《红星》报第 13 期

第 2 版对红军用 85 发子弹击落敌机进行

了报道，并配以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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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在激烈程度世所罕见的上

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第 15 军第 45 师第

135 团涌现出用胸膛堵枪眼的第 2 营通

信员黄继光、在战场上爬行指挥的第 7

连排长孙占元、用身体接通电话线的第

1 营营部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等战斗英

雄，他们都以逾乎寻常的方式，完成了

极端艰巨的作战任务。

其 中 有 一 位 战 士 ，他 第 一 次 上 战

场，就创造了人民军队战史上单兵作战

的最高歼敌纪录，荣立特等功，获得一

级战斗英雄称号，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

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这位孤胆

勇士，就是志愿军第 12 军第 31 师第 91

团第 5 连战士胡修道。

一

1951年 6月，胡修道离开家乡四川，

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 1 年

间，他所在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后方开

山路。胡修道个子矮小，但力气过人，

又特别能吃苦，爱动脑子。对于如何从

一个农民转变成一名合格的战士，他思

考良多：“每一次转折就是一次考验，次

次考验都过硬，才算不虚度这一生。”

1952 年 10 月 14 日，以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在上甘岭发起一年以来最

大规模的作战。上甘岭位于五圣山主

峰南 4 公里处，其左侧为 537.7 高地北

山，右侧为 597.9 高地，是志愿军中部战

线战略要点五圣山的前沿阵地。

11 月 1 日晚，作为预备队的志愿军

第 12 军第 91 团投入战斗。第 12 军采用

“添油”战术，开展“小兵群作战”，即以

一个组至两个班为单位进行战斗，少摆

多藏，随时补充，讲求灵活机动和高效

率的单兵作战。3 日，第 12 军第 93 团投

入战斗。5 日，美军和南朝鲜军以 4 个

营兵力在飞机、火炮及坦克配合下，向

597.9 高地发起重点进攻。

597.9 高地呈人字形，志愿军利用

周围大小山头构筑了 12 个阵地。位于

主峰附近的 3 号、9 号和 10 号阵地，是敌

人攻击的主要目标。其中，9 号阵地在

前、10 号阵地在右、3 号阵地在左，呈掎

角之势。

这天，胡修道与搬运弹药的战士滕

土生一起，由班长李锋带着去守卫 3 号

阵地。此时，饱经轰炸的 3 号阵地上，唯

一的掩体是一块半人多高的石头。第

一次参加战斗，胡修道就遇到了最猛烈

的攻势。

二

天蒙蒙亮，敌人的炮弹就炸开了。

这是胡修道第一次与敌人真枪实弹地

作战，心情颇为紧张。

“沉住气，”班长指挥胡修道在石头

后边观察动静，“敌人怕近战，不要自己

先胆怯了。”又是一阵炮声，身下的阵地

剧烈摇晃起来。胡修道探头一望，在敌

炮火的掩护下，敌人越爬越高，越来越

近 。 胡 修 道 攥 紧 一 根 爆 破 筒 ，心 中 默

数：50 米、40 米、30 米……只听一声“开

火”，他就贴在地上猛扔起来，爆破筒、

手榴弹、手雷……不知过了多久，班长

抓住他的手腕，说敌人已经撤退。

“打这种仗，要敢于把敌人放进来，

再打他个措手不及。”班长正说着，敌人

又上来了。

胡修道仔细观察着，约两个排的敌

人如浊浪般层层涌上来。这一次，胡修

道耐心地等待敌人靠近。他和班长用

“包饺子”的打法，先集中火力向分散的

敌群两边打，迫使敌人往中间挤，再向

敌群投手榴弹。很快，他们在阵地上筑

起一道铁闸，顶住敌人的连续猛攻。

浓烟消散，远处的五圣山渐渐清晰

起来。“这个山头要紧得很，万一守不住，

敌人一占五圣山，对我们就不利了。”听

着班长的话，胡修道不由得攥紧拳头。

在班长的指挥下，他们连续打退敌

人 10 余次进攻，胡修道也很快适应了战

场。可是对于胡修道而言，真正的考验

才刚刚开始。

三

没多久，9 号阵地告急，班长李锋被

连长调去支援。他再三嘱咐胡修道和

滕土生：“我走了，你们要好好守住阵

地，保持住咱们班的荣誉。”胡修道心里

有些不踏实，可还是说：“班长你去，放

心，保证人在阵地在。”

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中午，补给

仍送不上来。胡修道努力回忆着一些

趣事，去分散身体的饥困。他记得有一

回，有位叫刘兴文的苗族英雄要来连里

作报告，自己早早就坐在山坡上等他。

他以为，刘兴文一定是身高八尺、膀阔

腰圆。可一见面，才发现刘兴文竟那样

瘦小，还一脸孩子气。就是这样一位年

轻战士，在金化郡朴达峰上，硬是打垮

了敌人 11 次冲锋，毙伤敌 100 余人。

想到这里，他定了定心神，转到班长

的指挥位置。炮袭又开始了。胡修道发

觉这回的炮声很特别，打得猛，时间也

长。他探头一看，成群的美军涌了过来。

胡修道的斗志一下被点燃了，带着

滕土生拼命地包起“饺子”。溃退的敌

人 绝 不 会 想 到 ，把 他 们 困 阻 在 山 坡 上

的，仅仅是两名初上战场的中国士兵。

很快，敌机投下一批燃烧弹，气浪、

泥土、石块猛然砸在他们身上。按照规

律，敌人马上就要冲上来了。他们摆好

手榴弹，握紧枪，集中精神等待着，可一

个敌人的影子也没有。

胡修道更加仔细地观察起阵地周

围的情况。他发现，10 号阵地前面有一

大片黑绿身影正缓缓向上移动，一大拨

敌军已经爬到半山腰。大概是见啃不

下 3 号阵地这块硬骨头，敌军就转向临

近的 10 号阵地。胡修道暗暗着急，那边

的战友肯定是牺牲或受伤了，如果丢了

10 号阵地，敌人就可以俯射 3 号和 9 号

阵地，597.9 高地就保不住了。

硝烟弥漫，阵地前沿的轮廓已看不

清楚，敌人的炮火把运动道路封锁得严

严实实，援兵很难上来。胡修道突然意

识到：如果我飞跑过去，赶到敌人前面，

也许就能守住 10 号阵地。

这 时 ，连 部 通 信 员 正 好 来 了 解 情

况，胡修道连忙抓住他的手：“你暂时守

住 3 号阵地！”说完，他与滕土生一起向

10 号阵地冲去。他左手提着一根爆破

筒，用大拇指紧紧扣住拉火环，右手握

着一颗手雷。他下定决心，要是敌人冲

上阵地比自己晚一步，就用它们打退敌

人；要是敌人先到了，那就同归于尽。

就在胡修道和滕土生要扑上阵地的

关头，突如其来的弹雨把他俩压制在 10

米外的山梁上。他俩迅速滚到一个弹坑

里，再爬向另一个弹坑。不知爬了多久，

胡修道抬头一看，正好和敌人脸对脸遭

遇了。敌人一愣，马上向他围拢过来。

胡修道投出手雷，炸倒了一大片敌人，由

于距离太近，自己也被震昏了过去。

他晕晕乎乎睁开眼，让滕土生赶紧

去向连长报告情况，自己继续守在 10 号

阵地阻击敌人。敌人改变了战术，紧跟

弹着点，排成三角队形轮番涌上来。胡

修道只能向敌群猛扔手榴弹，直至精疲

力竭地躺倒在地上。就在这时，几名增

援的战友上来了，让胡修道回 3 号阵地

继续坚守。

四

冒着轰炸，胡修道猫着腰折返回 3

号 阵 地 。 此 时 ，滕 土 生 已 负 伤 下 了 阵

地。敌人终于弄清了守卫这 3 个阵地的

中 国 士 兵 人 数 极 少 ，还 首 尾 相 顾 。 于

是，他们纠集兵力齐涌上来。

胡修道用牙咬住手榴弹弦，朝敌人

甩去。片刻，雪白的弹弦落了一地。天

色渐暗，胡修道又独自打退了敌人的十

几 次 进 攻 。 他 意 识 到 ，敌 人 仍 不 甘 溃

退，可能还会有一轮猛攻。

阵地上，裹满灰沙的枪械大都拉不

开枪栓了。为了给敌人营造出他不是

一个人在战斗的假象，胡修道把牺牲战

友的帽子分散摆在阵地最前沿。他搜

集着零星的弹药，给自己留了一根爆破

筒。

一个人组成的这道防线，果然迎来

最险峻的冲击。这回，足有两个营的兵

力朝着 3 个阵地同时扑来。山下，二三

百门榴弹炮、无后坐力炮和坦克炮齐轰

向志愿军阵地。天上，敌机正疯狂俯冲

扫射，猛掷汽油弹。胡修道不断变换着

位置向敌人投弹，可敌人太散，怎么都

打不退。这一次，他改成打“空炸”：把

拉了弦的手榴弹在头顶绕一圈，再扔下

去 ，用 空 中 爆 炸 的 弹 片 杀 伤 敌 人 。 很

快，他炸倒了几个，可还是挡不住敌人

进攻的浪潮。

胡修道抓起只剩一盘子弹的机枪，

跪在地上打了起来……直到连长在步

话机里命令他找掩体，他才再次隐蔽到

那块石头后面。霎时，一排排“喀秋莎”

火箭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在敌群中炸

开花。

各个山头的敌人都被击退了，3 名

战士赶来支援。此时，胡修道的衣衫都

炸碎了，浑身上下黑漆漆的，却格外高

兴 ：“ 敌 人 被 打 退 了 ！ 阵 地 还 是 我 们

的！”

这一天，胡修道在没有任何补给的

情况下，击退敌人 41 次进攻，创造了志

愿军战士一人一天歼敌 280 余人的纪

录。他是新兵，更是多面手，牺牲战友留

下的冲锋枪、爆破筒、轻机枪，都是他杀

敌的武器。他巧妙变换战斗位置，诱导

敌人相信还有很多志愿军战士在战斗。

智勇双全的胡修道，书写了孤胆作

战的光辉典范，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

阻击奇迹。

上甘岭战役中的“孤胆英雄”
■徐 彤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地下

展区的显著位置，停放着一辆颇具年代

感的坦克。车身上的红色五角星和“功

臣号”三个大字熠熠生辉，墨绿的车身、

高昂的炮管显得精神抖擞。在战火纷

飞的岁月里，“功臣号”坦克的战斗故事

堪称传奇。

抗 日 战 争 结 束 后 的 沈 阳 ，满 目 疮

痍、局势混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

我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尽一切可能把日

军遗弃的坦克和器材搜集起来，着手建

立坦克部队。1945 年 11 月中旬，在东

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工作的高克在侦察

时发现，沈阳原日军坦克装配修理厂有

几辆日式坦克。向上级汇报后，高克率

队成功将两辆坦克开出工厂。此时，东

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在美国

的支援下攻占了山海关、锦州等地，东

北人民自治军总部主动撤离沈阳，并命

令坦克向通化地区转移。两辆坦克在

转移的路上发生故障，其中 1 辆被敌伪

人员破坏，另一辆修复好的，便是后来

的“功臣号”。

1945 年 12 月 1 日，人民军队第一支

坦 克 部 队 —— 东 北 坦 克 大 队 宣 布 成

立。这辆坦克加入人民军队序列，编号

为“102”。该坦克先后参加了绥芬河剿

匪、三下江南等战役战斗，立下赫赫战

功。因其型号老、多处有伤、常出故障，

坦克手索性称它为“老头坦克”。

随 着 我 军 东 北 战 场 转 入 攻 势 ，

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中强调，

胜利完成整个辽沈战役的关键，是在一

星期内外攻克锦州。

攻打锦州这场硬仗，上级要求用坦

克支援步兵攻城作战。驾驶员董来扶

想，多一辆坦克就多一分攻坚力量，便和

车长牛生贵一起写下保证书，保证修好

“老头坦克”上阵杀敌。接下来，车组成

员吃住都在车里，终于在出发前抢修好

坦克，及时加入战斗。

攻 打 锦 州 时 ，在 敌 人 猛 烈 的 炮 火

中 ，同 序 列 的 3 辆 坦 克 被 击 伤 无 法 作

战。董来扶驾驶“老头坦克”孤车冲向

敌阵。他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边打

边修，持续作战 31 个小时，将敌军火力

点一个一个打掉。战后，董来扶荣立一

等功，所驾驶的“102”坦克被东北野战

军炮兵司令部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

辽沈战役刚结束，“功臣号”坦克跟

随 东 北 战 车 团 挥 师 南 下 参 加 平 津 战

役。平津战役中，董来扶驾驶着“功臣

号 ”坦 克 ，摧 毁 了 敌 人 一 个 又 一 个 碉

堡。特别是在进攻金汤桥战斗中，它主

动出击，吸引敌火力，先后摧毁敌 3 个暗

堡、5 个火力点，率先攻克金汤桥，突破

敌人防线，取得胜利。

1949 年，由 99 辆坦克、50 辆装甲车

组 成 的 装 甲 部 队 参 加 开 国 大 典 阅 兵

式。“功臣号”因立有卓越战功，成为装

甲部队方阵的头车。

1959 年，我国自主生产的第一代 59

式坦克开始列装部队。从此，“功臣号”

坦克光荣退役，但“功臣号”作为一个有

着光荣历史的车号，在第 81 集团军某旅

坦克 5 连编制序列中一直延续至今。“功

臣号”教育官兵勿忘革命历史，赓续红

色基因，让“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功

臣号”精神薪火相传。

“功臣号”坦克的传奇故事
■汤 伟 吕子浩

战 例

第5601期

1953 年 8

月，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

国在平壤举行

全国战斗英雄

大会，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斗

英雄胡修道等

应邀参加。图

为一级战斗英

雄胡修道同志

报告他在上甘

岭战斗中的英

雄事迹，受到

中朝英雄们热

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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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功臣号”坦克。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