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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
73年前，朝鲜半岛突燃战火，并很快烧到了鸭绿江边。当时，远在青海高

原，刚刚迎来新生的青海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不仅积极开展爱
国增产活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资捐物，更有不少有志青年在“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爱国声浪中，先后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列，奔赴朝鲜战场。西

宁籍青年刘成德和乐都籍青年李振德便是其中的两位。
如今，刘成德老人已是93岁高龄，李振德老人也年近鲐背之年，两位老人

皆鹤发松姿，精神矍铄，在西宁颐养天年。在那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
战中，他们和其他青海籍志愿军人一起，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深深烙下了鲜
明的青海记忆。

——两位青海籍抗美援朝老兵的战争往事

追忆抗美援朝那段烽火岁月追忆抗美援朝那段烽火岁月

本报记者 王十梅

今年 93 岁高龄的刘成德老人如今有些健忘，他常

常会忘了随手放的东西，忘了昨天中午吃了什么，但对

于他是如何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发生的事儿，他依然记忆犹新。

刘成德老人身上有多处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留下的

伤痕，他甚至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了左臂。如今，七十多

年过去了，每逢阴天下雨，他的伤口还隐隐作痛。“比起

失去生命的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了。”刘成德老人说。

光荣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30 年 7 月 22 日，在西宁市北斗宫街的一户贫民家

中，伴随着婴儿的啼哭，一名男婴降生在了这个世界

上。他就是刘成德。

刘成德的父亲以打零工为业，母亲是一户有钱人家

的佣人，全家人的生活在清苦和艰难中苦苦维系。直到

1949 年，19 岁的刘成德被马步芳集团抓了“壮丁”，被迫

成了马家军中的一员。

彼时，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负隅

顽抗的马步芳集团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他们将大部军

队遣至兰州，决定固守兰州。刘成德也随之被派至兰

州，和其他三位青年一起在一处偏僻的马场看顾军马。

刘成德老人回忆，当时，常有一位操着甘肃口音、不

知道名字的男子来找他们闲聊，有时还会带一些水果，

并带来一些讯息。一来二去大家越来越熟悉，刘成德几

人还亲切地叫他大哥。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天中午，那位大哥再次来到

马场看我们。他对我说，小刘，兰州解放了，马步芳败

了。”刘成德回忆说。当时，他们几人都慌了神，不知道

该何去何从？那位大哥又说：“现在你们有两条路可以

选择，要么回家，要么可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听了

这句话，刘成德和另外一名青年毅然决定加入解放军。

直到后来，刘成德才听说，那位大哥其实是兰州的一名

地下党员。于是，在 1949 年 8 月，刘成德光荣地成为一

名解放军战士。

在战场废墟救助两名朝鲜孩子

1950 年 6 月 25 日，美国唆使南朝鲜进攻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战火很快蔓延至鸭绿江边，我国的领土

主权受到严重威胁。“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在这

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了援助朝鲜人民，保卫刚刚诞生的

新中国，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运动。当时，全国各族人民踊跃参加志愿军，并掀起

了爱国捐献热潮以支援抗美援朝前线。

“1950 年 11 月，我自愿报名，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 ，参 与 抗 美 援 朝 、保 家 卫 国 战 争 。”刘 成 德 老 人 说 。

1951 年 1 月，在寒风瑟瑟中，刘成德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志愿军战士们一起到了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准备入

朝。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

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

志愿军战士，只见我们的队伍既看不见头，也看不见

尾。”刘成德老人说。过江后，战士们集体呼喊“祖国再

见”的声音更是响彻霄汉。

跨过鸭绿江后，志愿军战士们一路夙夜疾行，美军

飞机时常在头顶盘旋，空投的照明弹常常将黑夜照得宛

如白昼。“那一路特别难走，敌人的轰炸和扫射随时向我

们袭来，身边的不少战士倒下了……”刘成德老人说。

志愿军入朝的时候正是寒冬，刘成德老人回忆，当

时志愿军的装备和物资比较少。在过清川江的时候，大

家只能从冰河蹚过去。过了江就要赶快跑，跑慢了裤子

就会被冻住，走不了路。大家穿的破棉衣几乎不怎么御

寒，只能坚持着。

一路走，一路看，当时的朝鲜满目疮痍，全国上下几

乎都是断壁残垣。当刘成德所在的部队经过朝鲜新安

州北面的一个村庄时，刘成德隐约听到了哭声。循声而

去，刘成德在一处废墟中发现了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孩，

她的母亲就死在她身边，整个村庄再没有活着的人。刘

成德小心翼翼地用棉衣裹上小孩，快步追上了部队。一

路疾行，战士们轮流抱着孩子。没走一段路程，大家又

捡 到 了 一 个 四 岁 左 右 的 孩 子 。 沿 途 的 村 子 都 被 烧 光

了。后来，大家在一处村落找到了一位老人，将两个孩

子托付给了他。刘成德还将自己的一件棉衣留给了那

位老人。

一支牙膏吃了两顿

保卫阳德，是刘成德所在部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接

到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阳德是抗美援朝中线一处非

常重要的兵站和后勤基地。美国人知道后，不仅频频派

飞机来轰炸，还派遣了不少特务来破坏。

“1950 年 5 月，我们到达后，便在阳德的外围布置了

兵力。我们用高射炮打飞机，还抓获了不少特务。”刘成

德老人回忆。也就是在阳德，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刘

成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誓的时候，我看见

四架美国的野马式战斗机在我们头顶盘旋，来回扫射并

投下燃烧弹。好在都没有击中我们。”

在保卫阳德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让刘成德终生难

忘的事情，一天有一位大约五六岁的朝鲜小女孩来到了

他们的驻地，用朝鲜语唱了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让身处异国他乡的战士们非常感动。

完成保卫阳德的任务后，刘成德所在的队伍又接到

了新的命令，要占领某处高地。当时，他们要疾行前往，

一路上大家饥寒交迫，饿了吃一点炒面，渴了就喝沟里

的水。到了后来，连炒面都很少了。当时，幸亏刘成德

还拿着一支固齿灵牙膏。

“我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拿出牙膏来吃。感觉又香

又甜。那支牙膏我吃了两顿。”刘成德老人说。靠着那

支牙膏补充的能量，刘成德和战友们一起用最快的速

度，比敌军更快占领了那处高地。

“我们一个班七人一直坚守在那处高地，敌人天天

来攻打我们，想占领制高点，却次次被我们打退。敌人

的飞机前来轰炸，我们便藏进防空洞，就这样我们坚守

在那里大概一个月。”刘成德老人说。

当时，为了困死志愿军战士，敌人控制了水源，很多

下山去背水的战士都牺牲了。为了击溃志愿军的心理

防线，敌人甚至会故意洗澡，嘴唇干裂、许久没有水喝的

志愿军战士只能远远地看着。其间还有广播不断地喊

着，有传单从天上飘落，让志愿军赶快投降，这样便会有

吃有喝。很显然，敌人低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屈的意

志和顽强的精神。

“没有水，我们就喝雨水。有一次，大家实在太渴

了，天又不下雨，迫不得已我们只好决定冒险派人到山

下背水。我自告奋勇接下了这项任务。当时，我顺着山

梁缓缓滑下，看着不远处的河水，却不敢贸然前往，只能

慢慢爬行、跪行。最后瞅准时机蹲行到了一块巨石后

面，才小心翼翼地装满了十二只水壶。一路行动，我不

能发出一点声响，敌人的炮弹随时都可能循声打过来。

即便如此，当我小心翼翼地快要回到据点的时候，还是

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的军机对着我不停地扫射，一个水

壶甚至被打了一个洞。好在有战友前来接应，我才幸免

于难。”刘成德老人说。在老人的讲述下，我们仿佛看到

了一个个嘴唇干裂、面黄肌瘦的志愿军战士，在敌人的

炮火下，为了信仰固守阵地的身影。

押解俘虏中失去左臂

1951 年 7 月，刘成德所在的队伍又接到了新的命

令，上级命令他们去做侦查，希望他们可以抓几个俘虏

回来，便于了解敌人的具体情况，为大部队下一次的进

攻做准备。

刘成德老人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天是 7 月 10 日，刘

成德和其他六位战友活捉了 9 个俘虏，后来发现有个敌

军官逃跑了。当时，排长立马派遣刘成德前去追捕。一

路上，刘成德和那位敌军官互相射击，穷追不舍。刘成

德在后面不停地用英语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敌

军官看逃跑无望，便气喘吁吁地停下了脚步。转身后，

双手举起了枪，表示投降。

“我那时和他相距两米远，看他投降，我便左手拿

枪，右手打算去接他的枪。谁知就在我快要靠近他的时

候，他却闪电般地开枪了。两颗子弹瞬间击穿了我的左

上臂，当时我的整条胳膊在左右打转，鲜血喷涌而出，顺

着我的左半边身体一直往下流。敌军官看我受伤，立马

转身便跑。当时，我顾不得疼，立刻用右手捡起了枪，追

了上去。敌军官看我这样都不肯放弃，才终于彻底投降

了。我忍着痛，押着他回去，感觉每走一步，顺着身体流

到鞋里的血水都会被挤出来……”刘成德老人说。在把

敌人交给排长后，刘成德才晕倒在了战友们面前。

因为伤势过重，刘成德最终失去了左臂。截肢后，

刘成德需要大剂量的输血，是战地医院 8 位不知名的护

士为他捐献了 800CC 的鲜血。但刘成德的伤势一直没

有好转，第二次手术后，他的脉搏甚至停止了跳动。绝

望的战友们甚至将他抬到了太平间。第二天，值班护士

在太平间清点需要埋葬的尸体时才发现，刘成德居然并

没有死去……

“7 月 13 日，我被转移到平壤西北野战医院接受治

疗，在那里有一位朝鲜的阿玛尼（朝鲜语，意为大娘、妈

妈）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悉心照顾了我一个多月，直

到我伤愈回国。时至今日，我对她依然充满着感激。”刘

成德老人说。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中国取得

了“立国之战”的不朽胜利。刘成德和其他千千万万的

志愿军战士一起，在国家危难的时候，用生命为国家和

人民筑起“新的长城”。

去时少年，归来英雄。1956年，刘成德调回了故乡西

宁，随后一直在西宁市档案局工作，直到1991年离休。

时光流转，73 年匆匆而逝。那段入朝作战的光荣历

史，是刘成德老人身上的烙印，令他终生难忘。一个个

军功章，更是他浴血奋战的见证，是属于他的一首首英

雄赞歌。

刘成德刘成德：：入朝作战入朝作战 九死一生九死一生

本报记者 王十梅

很多人都问过李振德老人一个问题：“你以前在

部队是做什么工作的？”李振德的回答很简单：“通讯

员。”若再细问，李振德老人大多只会笑笑。直到 2020
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之

际，大家才知道，李振德老人曾从事的工作并不是通

讯员，而是机要员。这个秘密，他保守了 70 年，即便

是他的爱人和子女都不知道。

今年 88 岁高龄的李振德出生在今海东市乐都区

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1949年，李振德还是一个半大

的孩子，当时他在乐都中学读书。那年，中国人民解

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解放了青海，对中国人民解

放军，李振德充满了向往。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无数热血青年

纷纷报名参军，自愿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

场，很多在校读书的学生也纷纷弃笔投戎，为保家卫国

而战。李振德也报名了，可惜因为年纪太小没有通过。

1951 年，李振德再次报名，终于如愿成为了一名

解放军战士。当他以为自己可以上战场，保家卫国的

时候，却被带到了西北军区机训大队学习。“入学第一

天，教员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机要工作的重要性和保密性。因

为以后要从事机要工作，我们每天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只要有

一项不合格，就会被淘汰。其中，最简单的一项考核就是背诵，背

字典是最基本的能力。记诵随时变化的密码本更是重中之重。”

李振德老人说。在校期间，不少同学因为无法完成要求，而离开

了。李振德却凭借优异的成绩留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局内忧外患。国民党部队退守台湾

后，留下了许多特务暗中搞破坏。抗美援朝战争也进入了攻坚阶

段。于是培养一批政治可靠、业务精湛的机要员便显得尤为重

要。1953年，即将学成的李振德临危受命，被派往抗美援朝前线，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机要员。

机要员的主要工作是电台通讯、收发译电，每天都会接触到

绝密级的重要电文。对于每一份电文的内容，机要员都是先知先

觉，是第一个知情者。所以，选拔机要员的第一标准就是忠诚可

靠。必要时，为了保守秘密，不惧自我牺牲。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本活着的密码本，破译文件时绝对不能

出错，但凡有一星半点的错误，就可能会给部队带来巨大的损

失。我们也会往各个阵地传信送令，每次去都会有至少一个班的

战士护送。在战场上，若被敌人发现，我们都不冲不杀，只为保护

密码本。若有被俘虏的风险，第一件事情便是快速销毁密码本。”

李振德老人说。

“一字之差，人头滚滚。”“分秒之误，全军覆没。”这两句话时

刻警示着在战场上像李振德一样的机要员。“为了保守军事秘密，

我们从不怕死。”李振德老人说。

时至今日，对于抗美援朝时期他曾接收和传送的秘密文件，

李振德老人都是三缄其口。“守口如瓶，是我一辈子恪守的职业纪

律。即便是家人也不能说。”李振德老人说。

李振德老人保存着一张参军后的老照片，照片中的他青春年

少、神采奕奕。如今，老人早已满头白发。他用颤抖的手，在短短

的一页半纸上，写下了自己七十多年的革命之路。他的字迹歪歪

扭扭，几乎难以辨认。可谁又能想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用这

双手发送了多少至关重要的文件……

如今，曾经的英雄已经老去，但他和他的战友们，用血肉铸成

的抗美援朝精神，依然在中华大地绽放着不朽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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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岁高龄的刘成德老人依然精神矍铄。

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刘成德毅然报名参加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

刘成德老人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刘成德老人保存多年的军功章和纪念章。

刘成德老人保存至今的抗美援朝慰问品。

李振德（四排左二）和战友们的合影。

李振德老人一生恪守着守口如瓶的纪律。

图片由本报记者 王十梅 拍摄/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