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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忆烽火事 终身铸军魂
———记抗美援朝老兵魏朝坤

“马上清明节了，每当我想起当年入朝作战牺牲的战友，

心里非常难受，那可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就早早离开我们，

现在，我的年纪大了，不能出远门拜祭，唯一能做到的是用敬

酒的方式来告慰英灵。”说此话的是家住煤山街道有着 65年

党龄的 86岁抗美援朝老兵魏朝坤。

魏朝坤，生于 1935 年 4月，汝州市小屯镇玉王村人，

1950年 11月入伍，服役于原 23 兵团 36 军 107 师 317 团 2

营 6连，1951年 9月，年仅 16 岁的他，随部队入朝作战，曾

荣立三等功一次，获朝鲜金日成纪念章一枚。1955 年 5 月

转业。任职于省建筑一公司，从事建筑工程工作，辗转于山

西、山东两省。于 1979 年调任汝州市宾馆任党支部书记。

1995年退休至今。

阴 差 阳 错 成 好 事

当谈起当年参军的情形时，平常不爱说话的魏老却来了

精神，满脸的高兴，“我们的部队是入朝作战第一批部队，那

真算是个缘分，当时差一点儿去不了那支部队。这要感谢那

年来咱汝州接兵的那个干部，当时要征集汝州籍 3个连 300

多个新兵去武汉，我那次验兵时不知啥原因说不合格，也可

能是年龄小的缘故（15岁），但是我不甘心，你想咱是披红挂

彩，又是骑马，又是坐轿，全村老少爷们敲锣打鼓，亲戚朋友

送咱来了，可现在说去不成了，多丢人。但是部队已点过名

了，想随这个部队走是不可能了。我在接兵大院内四处张望，

望眼欲穿，若能出现点奇迹多好呀！正当犯愁时，突然一个干

部模样的军人走过来，问我些情况后说，这个同志脸色红润，

身体这么壮，没啥问题，你就随郏县的新兵去河北吧！因汝

州、郏县是一个接兵营，后来得知，那个干部是接兵营长。我

们这支部队，在河北驻训半年之后，开赴朝鲜。如果随汝州那

批新兵走的话，不一定哪年能去朝鲜战场呢！”说此话时魏老

满脸的自豪。

巧 挖 炸 弹 立 战 功

当提到那枚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军功章时，魏老显得格外

激动：“我们部队是工程兵，驻训河北省衡水，1951年 9月随

兵团开赴朝鲜。在执行修建机场施工任务时，当时美国军机

高空投掷好多定时炸弹，有的当时爆炸了，有的隔三五天，有

的甚至七八天才引爆。为了修筑工程，急需排除，当时又没有

先进装备，只能靠人工用铁锨深挖的办法逐一排除。因高空

投掷，弹头较尖弹身较重，砸到地面上形成了一个深约两米、

表面呈椭圆形如牛粪堆似的土球。为了不耽误工程，及时排

除投下的定时炸弹，我们 6连领了排除炸弹任务，我作为连

队通信员，凭着那血气方刚勇气，第一个报名，当时咱又没经

验，靠的是那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当时情况是侦察

组发现炸弹着落点之后插上小白旗，而后交给我们三人排爆

组，因自己年龄小而且报名积极，又高质量地连挖数枚炸弹，

后经连支部同意，报请团党委研究批准，荣立三等战功一次。

郏县籍有位战友，在我挖炸弹时，逗趣地说，你看小魏他体弱

力单，铁锨也拿不动还想挖炸弹，说此话时，连长刚好听到，

狠狠地批了他一顿，挖炸弹是技术活，也不能全靠一股蛮劲，

心细才行。干什么事咋能光看外表呢？那个郏县籍战士认了

错，向我道了歉。我这个军功章是挖炸弹挖来的，每当想到因

挖炸弹而被炸伤、牺牲的战友，心里真不是滋味。”

默 默 无 闻 党 性 高

1955 年 5 月转业地方之后，魏朝坤就职于省城一建筑

公司。他严于利己、办事认真，踏实肯干。在工作中，他退伍

不褪色，时刻以一名军人标准要求自己，从不居功自傲，抗

美援朝立功之事从没给任何人提起。因工作完成出色，经

党支部研究，报请上级党委，于 1956 年 6 月加入党组织。

历年被评为优秀党员，深受领导和同志的好评。1979年，从

山东省某建筑公司调任临汝县招待所（汝州市宾馆前身）

任党支部书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以身作则，要求别人

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前头，他在任几年，所在支部数次被

上级党组织评为先进党支部。他个人因工作突出，多次被

上级组织部门评为先进党务工作者。

学 而 不 辍 人 敬 仰

1995年，魏朝坤光荣退休，退休后的他，养成了爱看书

读报爱锻炼的好习惯，《老年春秋》《今日汝州》等都是他最

喜欢看的读物。看央视《新闻联播》是他每日必修课。在这

样环境熏陶下，他的子女们个个品学兼优，早已成家立业，

幸福美满。孙子、外孙高校就读，个个成绩前茅。现如今魏

朝坤已过耄耋之年，但他精神矍铄，耳不聋眼不花，背不驼

记忆力特好，走路小跑带风，时常还保持着军人那种特有

的作风。“像我这年纪也不能给社会做啥贡献，我就把身体

锻炼好了，不给单位招麻烦，不给家里添负担，这是我内心

最大的快乐”。

“我有个愿望，在有生之年，把我入朝作战的经历，写个

回忆录，这也算是对社会做一点贡献，让后人们在缅怀革命

先烈的同时时刻要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永记历史，不忘初

心。”说此话时，魏朝坤满面红光，略显激动。

文 /图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马俊杰

大峪：豫西抗日根据地指挥中心
文 /张岸萌 图 /张 鹏

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部旧址

魏朝坤向笔者展示他的军功章魏朝坤读《今日汝州》报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旧址外景

1944年 4月，豫湘桂战役爆发,豫西大片土

地沦陷。5月，临汝沦陷。为粉碎日寇计划，解救苦

难同胞，中共中央做出了“向河南敌后进军，开辟

河南抗日根据地，控制中原战略要地”的部署。

3月 24日，平顶山日报社“辉煌百年路 奋

进新鹰城”———庆祝建党 100周年全媒体新闻行

动记者团一行来到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河南

人民抗日军司令部旧址和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旧

址纪念馆，听革命后代讲述往昔峥嵘岁月。

开明乡绅牵线 吸纳地主武装

皮徐（皮定均、徐子荣）支队 1944 年 9 月 5

日誓师成立，番号为“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支

队”。中秋节前夜，皮徐支队解放了临汝大峪店

（汝州市大峪镇）地区，开辟了临汝抗日根据地，

建立中共临汝县委和临汝县抗日县政府、临汝县

独立团。次年 3月初，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河

南人民抗日军司令部进驻大峪店北部龙王村王

沟自然村，在这里指挥六个支队、六个地委的抗

战军民，在陇海、平汉铁路之间的豫西广阔地区

向日伪顽军发起广泛进攻，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块抗日根据地———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旧址纪念馆位于汝州市

大峪镇同丰村马鞍驼自然村，纪念馆门前是新铺

过柏油的靳马线，这条路直通 207国道。

纪念馆原是开明乡绅于培周的老宅，1995

年重新修缮。现在负责日常管理的是于

培周的外孙、同丰村党支部原书记赵新

年。

提起外公，63 岁的赵新年语气里

充满敬佩，他说外公以前是远近闻名的

“支客”，谁家有家庭纠纷都找他调解，

有红白喜事都找他帮忙。

1944年中秋节前，皮徐支队来到

马鞍驼自然村。屡遭兵匪祸患的乡亲们

都躲上山了，于家因年逾古稀的老人于

中平行动不便，未能逃走。于培周看到

这些兵说话和气，应他们要求上山喊回

村民帮忙做饭。饭做好了，士兵们先端

给于家人吃，一家人很是感动。队伍离

开时，皮定均向于家提出要在他们家留

下几名工作队员，开展大峪周边地区地

方武装首领的统战工作。

一个月后，中共临汝县委、临汝县

抗日县政府、临汝县独立团和大峪区抗

日区政府成立，不久搬至马鞍驼村的于

培周家。皮定均率领队伍向东开拔，于

培周主动要求带路。行至梨园村时，被

大地主李汉臣、李聚五的人马拦截。

当时情势紧张，战斗一触即发。皮

定均对团长王诚汉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中国

人不打中国人。于培周主动要求去阵前调停。

皮定均让于培周和情报处长张清杰一起到

二李队伍里谈判。到了地主武装阵前，于培周赶

紧大声喊话：“不要打枪，我是马鞍驼村的于培

周，这是八路军，过来打日本人的。”他不顾自己

的生命危险，一边喊一边往近处走，对方一听是

于培周，放下了武器。经过沟通协调，这支地主武

装被吸纳进八路军队伍，成为临汝县独立团的骨

干力量。

1944年 11月，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在于培周

家成立。于培周被选为抗日救国会主任，负责县

委县政府对外联络及统战工作，积极宣传我党的

抗日政策，争取了不少地方武装支持抗日。

司令员送他一顶钢盔

从马鞍驼自然村向东 7公里，是大峪镇龙王

村王沟自然村，87岁的王水旺老人至今仍忘不

了矿井水底的那一顶绿色钢盔。

王水旺的父亲王天一原为农民武装“联庄

社”首领，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成立后，王天一接受

八路军的领导，成为大峪区干队的副队长。

大峪一度成为整个豫西地区的抗日指挥中

心和牢固的战斗堡垒。1945年 3月，中共河南区

党委、河南军区从巩县、登封县移驻大峪地区。

距离大峪店一公里的王沟，因为山高林密、

地形隐蔽、群众基础好，被选为司令部驻扎地。现

在王水旺家平房后的窑洞门口挂着河南区党委

河南军区、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部旧址的牌匾。

那时候，王水旺十来岁。

有一次他出门玩耍，走到村南

菜园，看到父亲和一个高大的

军人一起走过来。他和父亲交

谈，那人得知他们是父子，随

手就把提着的一个刚缴获的

日本兵钢盔递给了他，说：

“给，小孩，掂去玩吧。”

长大之后王水旺才知道

那人就是司令员王树声。“过

了几年，村里有个小煤窑井

底出水，把我的钢盔借去舀

水，钢盔不小心掉在水底，再

也找不到了。”王水旺遗憾地

说。

听到王水旺回忆当时的

事情，96岁的村民王玉才说：

“八路军士兵跟老百姓说话都

很和气，还把我们集中在一起

开会做宣传，说他们是过来打

鬼子的。八路军还成立民兵队，我也成了民兵，负

责把守隘口，防日伪、土匪，也开过枪，打过仗。”

王玉才和王水旺先后从军，退伍后又一前一

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任期间，他们负责修建

了四五座水库，解决了附近村民的部分农田灌溉

和饮用水问题。如今，水泥路通到村口，王沟村的

村民几乎全部搬出曾经的窑洞，村内瓦房、平房、

楼房交错。春暖花开，老人们在村头巷尾晒太阳，

小山村一片静谧安详。

“大峪全镇围绕红色历史和绿色生态两个主

题，积极发展红色游、生态游，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近年来，全镇广大群众发展了花椒、核桃、甜

杏、石榴以及中草药种植产业，还绿化荒山 6万

余亩。今年，还依托袁窑阻击战发生地的古山寨

修复开发利用，引进了河南中旅集团的‘云堡妙

境’高端民宿项目，预计五一即可接待游客。”大

峪镇政府工作人员刘军严说。

原载 3月 26日《平顶山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