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齐清泉的家中，齐清泉的儿子齐振华拿出

一个黑皮包， 掏出一堆发黄的纸片和一堆军功

章。 齐振华说，越上年纪，老人就越爱惜这些军功

章，一有空就拿出来这些奖章看看、擦擦。

看到儿子拿出一堆纸片和军功章，齐清泉一

个一个给记者介绍：“这是‘五一’时参加天安门

观礼的邀请函；这是参加捷克斯洛伐克解放 9 周

年的请柬；这是……”

齐清泉赴朝作战期间， 荣立一等功一次，三

等功三次，还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获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秘书长康良煜签发的立功证书及荣誉勋章。

1954 年 4 月，齐清泉和其他 8 位一等功臣回

国。 在北京，他们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4 年 5 月 1 日，齐清泉作为天安门观礼团

成员， 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

楼。 直到现在，老人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所站

的位置，还记得当时毛泽东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

楼上时激动人心的场面。

1954 年 5 月 9 日，齐清泉和另外一位英模代

表，应捷克斯洛代克驻华大使康萨拉及夫人的邀

请， 参加了为纪念苏联军队解放捷克斯洛伐克 9

周年举办的活动。 老人讲，在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时，自己离毛主席很近，当时被一位大使劝酒，毛

主席还帮他解了围。

1954 年 5 月 14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

第三届庆功大会在北京召开，共历时五天，朱德

总司令出席了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铁道兵各部队

的英雄、模范、功臣代表。 齐清泉等中国人民志愿

军铁道兵的功臣代表应邀参加此次大会，并受到

朱德总司令的表彰。

1954 年 5 月 18 日， 齐清泉在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向全国、全军作英模事迹报告，题目是《我们

帮助朝鲜人民修复了清川江大铁桥》， 志愿军政

治部为此专门向全军发出收听通知。

1954 年 8 月 15 日， 齐清泉应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邀请，赴平壤参加朝鲜解放九周年庆

祝活动，并与金日成主席共进午餐。

1954 年年底， 组织上安排齐清泉回老家疗

养。 根据当时的家庭情况，齐清泉决定留在老家

务农。 从此，齐清泉再也没离开过浚县。

回乡后的岁月， 齐清泉在生产队里担任队

长，他始终吃苦在前，干活带头儿，赢得乡亲们的

尊敬。 后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齐清泉又承担起

村里树林的看护工作。

文革期间，齐清泉因为曾经在国民党军队当

过兵而被“清理出党”。 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当老

人给记者讲述这件事时，禁不住失声痛哭。 虽然

离开了党组织，老人却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

求自己，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要求政府照顾。

老人没有想到，只要输入“齐清泉”三个字，

百度百科中就会出现他的简历； 老人也没有想

到，自己被写进了铁道兵的历史。 打开铁道兵博

物馆网站，在前言《铁道兵魂颂》中，记者找到了

齐清泉的名字 ；打开铁血网 ，在一篇《永远的英

雄———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中，同样也

有一等功臣齐清泉的名字。 时间冲刷着人们的记

忆，但历史不会忘记英雄。

（感谢何改新为本文提供部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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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授予一等功；他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

民介绍自己的事迹；他曾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曾接受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宴请；回到老家浚县后，他珍藏起所有的荣誉，担任村干部带领村

民致富，任劳任怨———他就是浚县善堂镇郭坊村村民齐清泉。

齐清泉：为朝鲜守卫清川江铁路桥

□

晨报记者 邓少华

从善堂镇向南，约有 30 分钟的车程就到了郭坊村，

83 岁的齐清泉老人就生活在这个村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齐清泉回到郭坊村。 在那个

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村里人都不知道齐清泉是一等功

臣，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齐清泉的邻居何改新发现了

老人珍藏的勋章和证书， 这时才知道齐清泉的辉煌过

去。

齐清泉的家位于郭坊村南头，门前是一片高大的杨

树林。 见到齐清泉时，老人正在和一群老朋友玩纸牌，若

不是事先了解一点老人的经历，记者还真无法将叱咤风

云的战斗英雄与面前的老人联系起来。

用炮弹皮撬开定时炸弹

他是电影《激战无名川》中

拆弹英雄的原型

1949 年，齐清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1 年 2 月，时任铁道兵团二

师某部瓦斯班班长的齐清泉随部队入朝作战，他和战友

们的任务是保障清川江铁路桥的畅通。

清川江铁路桥位于朝鲜西北部，是满浦、平壤铁路

线上的重要桥梁，战争所需的武器、给养通过这里不分

昼夜地运往前线，是我军后勤保障要道，也是美军攻击

的主要目标。 该桥一旦中断，前方百万将士将面临弹尽

粮绝的困境。

在铁道兵网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朝鲜战争

中，美军始终把破坏志愿军铁路补给线作为实现其整个

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志愿军入朝时， 共有汽车

1300 辆，20 天内被美军飞机炸毁 600 余辆，志愿军后勤

供应陷入严重困境。

“美国兵不停地投炸弹，我们需要不停地把炸坏的

部位接好、焊好，保障铁路桥畅通，保障运送物资和伤员

的列车通过。 ”齐清泉说，刚开始，敌人采用轮番轰炸和

集中轰炸的办法，一看效果不好，为了最大程度地破坏

大桥，敌人又开始投掷定时炸弹，每枚炸弹的爆炸时间

也不一致，这给大桥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

1952 年 12 月的一天，齐清泉带着两名战士到阵地

上侦察。在敌人不停的轰炸下，为了战友的安全，他独自

留下侦察。 在逐个侦察弹坑时，他发现离桥头不远的地

方有一枚定时炸弹， 炸弹的定时钟正“吧嗒”“吧嗒”地

走。怎么办？拖走吧，弄不动，这炸弹啥时候炸也不知道，

唯一的办法就是拆掉。

齐清泉仔细看了一下，发现炸弹上有两个螺丝已松

动，他找了一个被炸断的钢筋，准备用尖头将松动的螺

丝拧掉。定时钟每走一下，齐清泉的心不由得紧一下。炸

断的钢筋将他的手扎破了，鲜血直流，齐清泉顾不上包

扎。很快，两个螺丝被扭下来了。他从地上捡起两块炮弹

皮，往炸弹缝隙里一塞，用力将炸弹盖儿撬开，迅速拆掉

炸弹引线，将定时钟拆掉。 等连长带着战友们赶到现场

时，齐清泉已将定时炸弹拆掉。后来，齐清泉勇拆定时炸

弹的事被写进了电影《激战无名川》，他也成了拆弹英雄

的原型。

1953 年 6 月，在抢修大桥铁轨的紧张备战中，齐清

泉六昼夜里只吃过三顿饭、睡了俩小时，一个人安装螺

丝 800 个，安装枕木 78 条，并为炮兵团修好了 18 门大

炮。

谈到那段经历，齐清泉说，那段时间敌机轰炸得厉

害，他带着两名战士整天在桥上抢修，送饭的战友根本

找不到他们的人影。有一次，战友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

刚准备吃饭，敌机来了，一枚炸弹扔了下来，饭被炸飞

了，送饭的战友也牺牲了。

据史料记载 ：1950 年 11 月到 1953 年 7 月停战的

33 个月中，敌人集中侵朝空军 70

％

左右的兵力，对我铁

路交通线进行狂轰滥炸，共出动飞机 58967 架次，对铁

路线投弹达 19 万枚， 即在通车的铁路线上平均每 7 米

落弹一枚。 即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齐清泉和战友

也没有辜负中朝两国人民的重托，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着

这座大桥，保障了铁路桥的正常畅通。

2010 年，当央视《融进三千里江山的英魂》摄制组

到朝鲜清川江畔采访时，见证当年历史的一位朝鲜老人

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奇迹，当时，清川江的江水都

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

齐清泉说：“敌人不停地轰炸， 每天都有战友牺牲。

我只是受了点轻伤，比牺牲的战友幸运多了。 ”

70 多天完成 90 天的工作量

被《人民日报》誉为“忘我的人”

朝鲜战争打了三年多， 清川江铁路桥也被美国飞机轰炸了

三年多。 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又承担了修复大桥的

任务。 被炸弹炸坏的部分需要先切断再运走，然后再安新的。 齐

清泉和他所在的瓦斯班当时就负责铁路桥炸损部分的切断。

说是瓦斯班， 事实上会使用瓦斯切断器的只有齐清泉和战

友赵显耀两个人，当时齐清泉学习瓦斯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

接受任务那天，齐清泉来到清川江铁路桥边，看着已面目全

非的大铁桥，齐清泉想：“这么长的桥，损坏又这么严重，三个月

能完成吗？ 在平地上干活都不老练，现在要站在几十米的铁桥上

干活，干得了吗？ ”齐清泉说，当时自己心里确实没有底儿。

巨大的修复工程开始了，第一天，从早忙到晚，齐清泉只完

成了上级要求的工作量的 1/8，他觉得十分不安。

齐清泉知道，光靠蛮干不行的，只有动脑筋才会有办法，他

干着、看着，慢慢地就找到了窍门，第二天就完成了规定的工作

量。

朝鲜的冬天，雪花不断地飘着，铁桥架上经常结着一层冰。

在桥上面干活比平地上要艰难得多， 有时要钻到铁板空隙里去

切断；有时要用绳子拴着，头朝下干活；有时要一只手攀着铁架，

另一只手拿着切断器，用牙咬开开关。 瓦斯融化了铁钎，火花四

溅，有时把手脚烧起了泡，棉衣被烧出了大窟窿，但齐清泉并不

在乎，一心只想完成任务。

切断是修复的第一道工序， 许多地方不先切断就无法进行

第二步工作。 齐清泉每天都是和各工作单位联系好，分出缓急，

排出次序。 这样，上工就可以干活，不至于因切断不及时而停了

工。

从开工的第一天开始，齐清泉边干活边培养瓦斯工。 一个多

月过去了，瓦斯班从原来的一个小组发展到六个小组。 在他的带

领下，原计划 90 天才能完成的任务只用了 70 多天就完成了。 举

行通车典礼那天，清川江两岸站满了朝中部队和朝鲜人民，齐清

泉和其他参加维修的功臣乘上火车，稳稳地通过了大桥。

1954 年 2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第 2 师第二桥

梁团委员会表彰了齐清泉，《表彰决定》 详细地记录了齐清泉修

复铁路桥时的先进事迹。 这份《表彰决定》，齐清泉一直保存到现

在。

1954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忘我的人———记

应邀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三届庆功大会的志愿军铁道

兵功臣代表齐清泉》为题刊登了长篇通讯，详细介绍了齐清泉带

领全班修复清川大铁桥的经过，《解放军报》 等其他报纸也报道

了他的英雄事迹。

荣立一等功

受到毛主席接见

齐清泉老人向记者讲述军功章背后的故事。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7 月 29 日，浚县民政局组织部分老兵向齐清

泉学习，齐清泉讲起了抗美援朝的经历。

晨报见习记者 徐广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