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一年后，李德印伤愈出院，被定为二等乙

级革命伤残军人。1955年，组织安排他先后去河南省革命残废军人学校、

残废军人速成初级中学学习。从小因为贫穷没上过一天学的李德印，在学

校勤奋、刻苦认字，当别人睡觉时他却独自一人默默地坐在灯下读书；星

期天大家都去逛街时，他却记了一大堆学习问题找老师解疑。其间，李德

印还自觉申请参加了拖拉机训练班，他不仅学会了驾驶拖拉机，而且掌握

了拖拉机的维修和保养技术。

1957年，组织上安排李德印到临汝县拖拉机站工作，他先后任拖拉

机驾驶员、车长、共青团支部书记。刚参加工作时，因为他是伤残军人，最

初分到哪个机车组，机车长都不要他，怕他影响工作拖累大家。李德印倔

强得很，他暗下决心，让时间、让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什么都能干，

不仅不会拖累别人，而且会干得很好。

李德印干工作就像在朝鲜战场打美国鬼子一样，他拼命地干，天天

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事事都尽心尽力做好。就这样，李德印脚踏实地的

苦干精神深深感动了拖拉机站的所有干部职工，他被单位树立为全站赶

超模范标兵。

1958年，单位领导把李德印调整到全县当时马力最大、苏联进口德

特 54链轨式拖拉机组，此型号的拖拉机虽然马力大，但也毛病多，开的

时间没有修的时间多。李德印来到该机车组后，针对这个问题，他对机车

反复检查操作，刻苦钻研实验，最后确定是支重轮轴头机油孔固定螺丝

磨损松动造成漏油进土进沙，轴承磨损严重不能正常使用，因此必须改

进加油方式、焊死固定螺丝。但该机车是苏联进口机器，弄不好整台机车

就会报废，这样损失更大；李德印心里有顾虑，他想单位有机械专业毕业

的工程师，自己一个大老粗又逞什么能，但他看着机车不能正常使用，耽

误农时和春耕生产事大，李德印看着心急，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甜，最

后他反复琢磨，思忖再三，自己在战场上死都不怕还怕承担什么责任吗？

他按照自己的研究大胆地把机油孔螺丝固定焊死，改从车内外平衡臂前

边和后边钻孔加机油，这样焊死的螺丝不会松动，机油不会再漏掉，大大

减少了轴承的磨损。实验改造成功了，李德印解决了这个困惑已久的大

难题。这项技术改新后来被全国最大的拖拉机制造厂———洛阳一拖所采

用。当年他被评为临汝县劳动模范、洛阳地区劳动模范；1959年，他又被

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1960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1970年前后，李德印被调到临汝县农机公

司工作，主要负责采购和销售，每天经他手划给厂家的款项从最初的几

万元到后来的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在很多人眼里他摊上了一个肥

差、美差，但李德印并没有那样想，他觉得是党和组织对他的信任，所以

自己要经得住考验，顶得住歪风邪气，不能给组织脸上抹黑。当时多少人

送烟、送酒、送钱都被他一一谢绝了。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决不能给国

家、单位抹黑，也决不能因为一点个人小利而损害国家、单位的利益。”

有一年，一个厂商代表给他家送了一台会摇头的电风扇，当时大女

儿正在复习考试，一见可乐坏了，心想以后再也不用忍受酷热之苦了。但

李德印没有收，他硬是逼着女儿把电风扇退还给了对方，大女儿不理解，

李德印就语重心长地给女儿说：“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咱穷要穷得

硬气，不要因为占一台电风扇的小便宜让大家在背后捣咱的脊梁筋。”

在农机公司工作的 20多年时间里，倔脾气的李德印时时刻刻以公

司的利益为重，他靠着对客户的诚信和优质服务赢得客户，为公司创造

效益，几乎每年给公司创造的利润额都是第一名。

1992年，李德印光荣退休。退休后的他乐观豁达，家常便饭怡然自

乐，并经常教育孩子们要对党对国家忠诚，要时时刻刻以单位利益为重，

要爱岗敬业、争做先进模范。

“想想那么多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了，我能够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人

这一辈子要知足，要做正派人，要踏踏实实干工作。”李德印坚定地说道。

沛沛张：辑编
日3月6年1202

四期星版4 物人

一位志愿军老兵的人生信条：

不能占国家、单位的一丁点便宜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李相国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也没有上过学，但我就记住一点，一辈子要做正派人，国家、单位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不能占国家、单位

的一丁点便宜。”5月 28日上午，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综合楼 10楼的一间病房，已经 91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市农机公司退休老干部李德

印，虽然靠拐杖才能站起来缓慢行走，但从他坚定的目光里，记者还是读到了老人那份初心不改的老兵情怀。

李德印的老家在伊川县吕店镇清泉寺村。小时候

的他饱受地主老财的残酷折磨，尝尽了人间的苦甜酸

辣。他的父亲在他 7岁时被地主家恶狗咬伤，因无钱医

治而撒手人寰，撇下他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母亲为了

能把李德印拉扯长大，天天四处奔波，给地主家洗衣、

纺线、当奶妈，由于积劳成疾，在他 9岁时母亲也抛下

他离世而去。

从此，李德印四处游荡，靠乞讨为生。他白天讨百

家饭吃，夜里钻柴草窝睡，十冬腊月穿一身破烂单衣赤

着双脚在雪地上行走，脚上冻裂的血口子汩汩地向外

冒血。10岁那年冬天，他连跑了几个村子都没有要到一

口饭，饿得实在受不住了，便跑到附近村子的姑姑家讨

饭。同样是穷苦人家的姑姑见他这副模样，心疼地抱住

他痛哭，然后给他做了锅黍黍面汤，又用家里的碎铺衬

（破碎布头）烂套子（碎旧棉花）给他做了一件棉袄。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11岁他就给地主家放牛、割

草；13岁就当了地主家的牛把式；15 岁就成了种庄稼

的一把好手，犁地耙地、扯磙打场、摇耧播种、烧火炕

烟，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他当长工的那家地主在麦忙秋

收季节也能让他填饱几回肚子，有时还让他吃几顿白

面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翻身得解放，党和政府

给李德印分了房屋田地，眼看着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然

而，1950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朝鲜战争，战火燃

烧到了鸭绿江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美

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和挑衅，国门随时都会遭到侵略

者的炮火袭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每一个中华

儿女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李德印时年 20岁，正

是青春年少、热血报国的大好年华。当他得知这一消

息后义愤填膺，“是毛主席、共产党救了我，咱吃水不

忘掘井人，现在国家需要我来保卫她，我别无选择！”

1950年，李德印踊跃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

赴朝鲜战场。

李德印入伍后被分配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0兵

团 67军 200师侦察连，部队在辽宁紧急训练了半年，

于 1951年 6月 2日从安东江过江进入朝鲜境内。当时

美国联军为了切断志愿军的交通补给运输线，阻截后

续入朝部队，派遣大批飞机整天轰炸，给志愿军运输和

过江部队制造了很多麻烦。67军过了安东江，部队为了

避开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白天几乎全天候都隐藏

于山地丛林中，行军只有在夜里。朝鲜地形复杂，山高

路险，为了不使敌人发现和遭受飞机轰炸，晚上汽车行

进时不允许开车灯，稍有不慎就会翻到沟里，车毁人

亡。按照志愿军司令部的指令，67军入朝后直接奔赴半

岛腰线的东部金城地区换防 27军，接防金城一线防守

任务。9月初，67军与 27军换防交接完毕，全军分守在

长约 24公里的防线上。

师侦察连的主要任务就是侦察敌情，尽可能地掌

握敌方的战略意图、战斗部署和兵力组织，为师部制定

作战计划提供第一手资料信息。李德印在朝鲜 700多

个日夜里，经常深入虎穴，抓“舌头”、侦察敌情，活动在

最前沿、最危险的地方。

1951年 10月，为了摸清美国联军在金城南的军力

部署和秋季攻势计划，师部给侦察连下达了死命令，两

日内必须抓捕一个“舌头”，并撬开他的嘴巴。10月 7日

晚，侦察排长带着李德印和另外两个战士从师部所在

的藏财洞太下里出发，趁着夜色直奔金城南韩 6师驻

地。因为敌人防守严密，白天不容易接近敌人驻守的营

地，想抓一个“舌头”非常困难，所以必须头天夜里就潜

伏在敌人出没的地方，直等到第二天夜幕再次降临，趁

着夜色捕捉到目标后迅速撤离。

8日拂晓前，李德印四人便摸到韩 6师营地东北处

山上一条大石缝里潜伏下来。白天敌人的搜索巡逻队

不时从他们隐身的地方经过，四人凝息闭气把身子紧

贴在石缝岩石上一动不动。晚上 10时许，四人分为两

组，一组在前面搜索捕捉目标，一组在后面掩护，当他

们蹑手蹑脚避开敌人巡逻队摸到敌指挥部附近，便趴

在地上等候和捕捉目标；约莫有一袋烟功夫，有两个军

官模样的人从远处向指挥部走过来。李德印和排长一

组，排长把嘴附在李德印耳边轻声说：“一人一个，动作

要快，不能发出任何响声，得手后迅速撤离！”

事后才知道，被抓获的那两个“舌头”是韩 6师榴弹炮

营的军官来指挥部接受任务。两个韩军军官压根就没有料

到在指挥部附近会有志愿军潜伏，心理上没有任何戒备和

防范，当两人有说有笑走到跟前时，李德印和排长一跃而

起，分别用胳膊拐住两人的脖子稍一用力，两人连哼都没

哼一声就昏死过去；排长和李德印一人一个，把“舌头”扛

在肩上迅速离开敌人营地消失在夜色中……

对于侦察连来说，最困难、最危险的是冬季执行抓

捕“舌头”任务。朝鲜冬季气温极低，尤其是晚上，平均

气温都在零下 35℃左右，抓“舌头”有时整夜都潜伏在

雪窝里，等行动时有的腿已冻僵站不起来，有的直接就

成了“冰雕”而牺牲。1952年 12月，李德印等五个人去

龙渊里执行抓“舌头”任务，他们冒着零下 30℃的严寒，

匍匐在山沟的雪地上。当时我方阵地到对方阵地的直

线距离只有 200余米，仅隔一条山沟沟，李德印和战友

从凌晨 1点到黎明时分，一直趴在雪窝里等候敌人的

出现；当发现敌人起来抓捕时，战友李来才的双腿已冻

断（后来截了肢，成了终身残疾），另一位战友已冻僵再

也没有醒来。

在朝鲜的日子里，由于敌人狂轰滥炸和严密封锁，

志愿军的补给非常困难，眼看都已进入寒冬，战士们身

上穿的仍是单衣服，整天吃的都是炒面，但最多的是黄

豆炒面、炒黄豆、豆腐渣，当时前线又缺少盐巴，黄豆吃

多了、吃久了，很多人都患上了夜盲症，给行军作战造

成了很大不便。后来李德印也患上了夜盲症，晚上执行

任务时他只能抓着前边人的衣服走，这种状况引起了

志愿军司令部的高度重视，命令部队紧急服用维他命，

并用松针熬水喝，同时增加前线部队的盐巴补充。

1951年 10月，美国联军为了争取谈判桌上的主动

权，集中兵力发动了所谓的秋季攻势。李德印所在的

200师，按照志愿军司令部的部署在金城地区阻击敌人

进攻。1951年 10月 13日，韩国第 2师、第 6师，美军第

7师、24师共 5万多人，动用了 200余辆坦克、14个榴

弹炮营、100余架飞机，向 67军驻守的金山一线发起全

面进攻，一天之内就向我军阵地砸下了 10万发炮弹，

战斗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67军防守的阵地宽约 24公里，美国联军以坦克为

开路先锋，掩护步兵实施迂回战术，对志愿军阵地进行

分割包围，然后以优势兵力进行猛烈打击，妄图消灭志

愿军的有生力量。李德印师部侦察连坚守在 673.1高

地，攻击阵地的是美军第 7师，在敌人的疯狂攻击下，

从下午到黄昏阵地几易其手，志愿军与敌人展开拉锯

式的反复争夺；战士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虽然杀伤

了大批美军，终因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敌人的坦克、

飞机对志愿军杀伤力很大，到 14日，200师防守的一线

阵地几乎全部失守，人员伤亡严重，营、连、排建制严重

残缺，部队不得不向后（金成川以北）撤退，形势非常严

峻。志愿军 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及时调整部署，将 67

军第二梯队的 201师和 68军 203师投入到一线阵地。

恶战三天，美韩侵略军只突入到 67军防线的 2公里，

却死伤了 1.7万余人。之后，美军改全线突击为重点攻

击，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美 7军集中火力突击单

个阻击阵地，用强大的火力覆盖（飞机、大炮）杀伤志愿

军战士。月峰山和金成川以南的阵地争夺最为激烈，敌

人白天占领，志愿军晚上夺回，反反复复，杀出杀进，这

次战役一直进行到 10月 22日，历时 12天，英勇的志

愿军战士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疯狂进攻，成功地粉碎了

美国联军的秋季攻势。金山阵地坚守战役结束后，李德

印所在的 67军 200师进行了休整和补充兵员。

1953年，在抗美援朝第三阶段的夏季反击战中，李

德印所在的 200师先后参加了北汉江东线金城以南地

区的十字架山战役、元山战役等大大小小战斗 100多

次，但最使他难忘的就是十字架山战役。那是他九死一

生，永远铭记在心的一场战斗。李德印回忆到当年激烈

的战斗场面时情绪激动，老泪纵横，哽咽着说：“我能活

到今天，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若没有战友舍生忘死的救

助，若没有部队首长的关怀，若没有战地医院医生护士

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我一定活不到今天！”

1953年 7月 13日，夏季反击战正式打响，这是抗

美援朝的最后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打得美帝国主义终

于低下骄纵高昂的头，乖乖地坐到了谈判桌前签下了

停战协定。67军 200师作为志愿军的右翼部队，首先攻

克官岱里高地，而后沿公路向纵深突击，先后占领龙渊

里、东山里等地，彻底割裂了韩 6师的防御体系；14日

下午拿下了轿岩山，接着南渡金成川，李德印的侦察连

与 600团坚守 602.2高地以西的无名高地。17日晨，韩

6师组织兵力对李德印坚守的无名高地发起了猛烈攻

击，李德印和战友们连续打退了敌人 10多次进攻；黄

昏时分，敌人又发起新一轮进攻，他们集中火力向无名

高地地毯式地狂轰滥炸，李德印和战友们都躲在掩体

里，等候敌人炮火延伸后再出击，恰在这时有一颗炮弹

突然落在李德印身边，顿时他被炸得血肉模糊，倒在血

泊里；战友刘怀发（回国伤愈后，李德印一直多方寻找

这个战友，至今仍无音信）见状，把他抱起来简单地包

扎下就又去参加战斗了。直到第二天李德印才被人从

阵地上抬到一片小树林里，当时他半个臀部被炸飞，虽

然身负重伤，但他意识清醒，心想自己决不能就这么死

了，一定要活下来打败美国鬼子，祖国、家乡还等着自

己回去享受美好的生活和未来，也许就是这个信念支

撑着李德印顽强地活了下来。

小树林里有许多从阵地上背下来的伤兵，由于战

斗激烈残酷，没有人能腾出手来照料他们。在小树林李

德印又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二次受伤，弹片使李德印

再度昏死过去。两天后李德印又苏醒过来，他又饥又

渴，但身边什么都没有，只有大大小小的弹坑，他艰难

地用手拽了几根草根塞在干裂的嘴里嚼了嚼，然后拼

尽全力拔掉身上 10几处外露的弹片（至今腿上仍留有

三个弹片没有取出），就这样昏死了醒过来，醒过来再

昏死，但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支撑着他没有死。

当时由于天气炎热，李德印浑身上下生满了蛆虫，

蛆虫在身体和伤口处不停地蠕动着，似万箭穿心，他只

好艰难地用手指抓着蛆虫放到嘴里咬死吃掉，以解饥

饿之苦。7月 27日，就是他受伤后的第 10天，美国联军

宣布停战，李德印才被清理战场的人在小树林里找到

抬下来送往后方医院救治。在医院里，面对浑身蠕动的

蛆虫医护人员无所适从，最后只好用汽油泼在他身上

驱赶蛆虫。由于伤势严重，在后方战地医院紧急救治确

定没有生命危险后，1953年 8月 8日李德印被送回国，

在辽宁锦西 15陆军医院治疗。

勋章镌刻着难忘的战斗岁月

工作荣誉

从苦难童年到翻身解放 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担任侦察兵九死一生 重伤后 10天浑身长满蛆虫幸被救回

退伍转业 时刻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