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志珍老人从军 16年，8次立下军功，桌上每

个闪闪发亮的军功章的背后都有着一段有血有泪

的故事，是老人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战争记忆。

记者看到， 每一本军功证的头几页都是毛主

席和朱德司令对他们这些英勇战士的寄语， 毛主

席这样说：“战斗的英雄们， 你们是人民解放军的

模范人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更加进步，为建设

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

如今，战功赫赫的他虽已步入迟暮之年，但讲

述起这些战争故事仍如年轻的小伙儿一般激情四

射。战争记忆是孙志珍老人一生最宝贵的财富，这

番红色激情激励了他的一生， 并引领着我们时代

的进步！ （线索提供：王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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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 1 6 年，他八次立功，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并奔赴浙江剿匪，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在渡江战役

中，他提议将两船相并，全连得以顺利渡江；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他带领全班俘虏了 3 0 多名国民党高级军官；在

浙江剿匪，他一人擒获土匪十余人；由于作战勇敢，他所带的班作为 2 3 军唯一的英雄班前往北京观看全军运动会，

并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他在朝鲜整整待了 1 1 年，1 9 6 3 年作为最后一批离开朝鲜战场的军

人回国。 在十几年的战斗生涯中，他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副排长、警卫排长、团作战参谋……

他就是虽已步入迟暮之年，但讲起战争故事仍如小伙儿一般激情四射的孙志珍。

孙志珍：见到毛主席的那一刻真幸福

□晨报记者 赵玮 实习生 窦健榕 文/图

7 月 18 日，记者在市工商局老干部科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位于山城区山城路的孙志珍老人家里，一进门，首先映入记者

眼帘的是墙上大幅的毛主席画像。 一位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的老人负手站立在画像前凝视着……他就是老革命军人孙志珍。

当记者讲明来意后，老人的儿子拿出了一大包父亲的军功章和战争纪念章，老人将军功章一枚枚摆放在桌子上，桌子上顿时

成了红色的海洋。 回忆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83岁高龄的孙志珍依然满怀豪情，举手投足间无不显现出一位老军人的英姿。 随着

老人时而低沉时而激昂的讲述，历史的硝烟一幕幕在记者眼前弥漫开来……

逃出敌营：从国民党的壮丁到解放军战士

1948 年 11 月底，20 岁的孙志珍和同乡三

人在安阳被国民党军队抓为壮丁。由于目睹国

民党军队的诸多恶行，孙志珍对国民党军队极

为不满，在被抓为壮丁的半个月内，他想了各

种办法逃跑，可惜每次都被抓了回来，还被威

胁说“如果再跑，就枪毙你！ ”

12 月中旬， 孙志珍和同乡一起被空运到

徐州，早就立志成为解放军战士的孙志珍抬了

十几天担架后，终于找到机会溜号，成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 23 军 67 师 201 团的一名解放军

战士，并立即参加了淮海战役。

虽然是一名新兵，但由于作战勇猛、冲锋

在前，孙志珍多次受到连队和班里的表扬。“由

于当时敌人炮火猛烈，我们打得很艰难，从早

上打到黄昏，最后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我身

上的军装一大半被血染成了红色。 ”那场战斗

结束后，他们立即转入另一场战斗，老人说，他

经历的大小战斗就有十几次，淮海战役是三大

战役中解放军损失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

影响最大的战役。

渡江战役：提议两船相并 全连得以顺利渡江

“我们当时一个班 12人，半个班一条船。 ”

想起当年的渡江战役，老人说，因为长江的江

水很急，波涛滚滚，加上国民党军队凶猛的炮

火，渡江的船只很容易翻船，怎么样才能顺利

渡江参加战斗？“我提议把两只船并起来，用芦

苇绳紧紧地扎在一起， 我们连采纳了我的建

议，船只全部顺利渡江，一只船也没翻。 ”孙志

珍老人自豪地说。

老人说，渡江后，在长江沿岸的施古墩，他

们连以 200 人的兵力和众多的国民党兵周旋，

最后俘虏国民党 500多人，取得胜利。“当时的

战斗异常惨烈，我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往前

冲，国民党军队一看我们的气势，坚持了不一

会儿就开始溃逃了。”当记者问到，当时敌我力

量悬殊， 开始时有没有害怕， 老人坚定地说：

“这是命令，组织让我们上战场，哪还有什么害

怕。 组织的命令就是一切，狭路相逢勇者胜！ ”

那场战斗后，他们连二百多人只剩了不到一百

人。 想起牺牲的战友，老人的声音哽咽了……

老人说，因为连队兵力损失惨重，抓住的

俘虏有些逃跑了，但有趣的是，逃跑的俘虏被

国民党军队误以为是解放军，双方打得不亦乐

乎。在那次战役中，因为作战勇敢，孙志珍再次

荣立三等功，并被提升为副班长。

解放上海：带领一个班俘虏 30 多名国民党军官

在谈起解放上海时， 老人自豪地告诉我

们，在那场战役中，他们一个班攻破了一所国

民党军官学校，“在那里俘虏了国民党 30 多名

高级军官，最小的也是团长，很过瘾。 ”想起那

段经历，老人脸上满是笑容。后来，老人一个人

将那一车军官押回到我方阵营。由于当时上海

还没有完全解放，押解过程中险象环生。 路上

碰到关卡，老人就开车绕道走；碰到要检查的，

就猛踩油门冲过去，虽然危险，但最终顺利完

成了任务。

“1949 年 5 月 27 日凌晨，我们进驻上海。

由于连续作战，非常辛苦，好多人抱着枪坐在

地上就睡着了。 ”老人说，那天清晨，许多上海

市民从家中走上街头，都看到了一幕从未见过

的景象：一排排解放军指战员怀抱武器、头枕

背包，酣睡在屋檐下或马路两侧。

老人告诉我们， 当年解放军进驻上海之

前， 陈毅老总签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

则》，约定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

切娱乐场所。所以，解放军进入上海后，都严守

纪律，坐在马路上吃自带的干粮，不入民房。解

放军的举动感动了很多上海市民，上海地下党

组织领导的护厂队和护校队赶紧把部队接到

厂内校内， 旅店也敞开大门让部队进去休息。

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得到了上海市各阶层

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爱戴和赞扬。

浙江剿匪：

独自擒获土匪

十余人

上海解放后，国民

党的一些残余军队逃

往浙江一些山区做了

土匪，祸害百姓。 1950

年，老人所在连队被派

往浙江剿匪。

一次，他们接到群

众的秘密报告，在某山

头的土地庙中藏着土

匪，作为副班长的孙志

珍， 带领一个战斗小

组，作为尖刀班首先上

山。

到了山顶的土地

庙中，只抓到了一个未

来得及逃跑的土匪。 庙

里的和尚告诉他们，只

有他和土匪两个人，细

心的孙志珍观察到庙

里饭桌上摆着四副碗

筷，便留心观察，觉得

墙角的稻草堆里可能

有人，于是假装要找地

方休息一会儿，慢慢地

靠近稻草堆，然后猛然

一掀，稻草堆里的土匪

虽然举着手枪，但因为

猝不及防，被扑上来的

孙志珍打翻在地，束手

就擒。

孙志珍里里外外

又将土地庙搜了两遍，

再没有任何发现。 难道

第四个人跑了？ 这时，

他发现光线很暗的厨

房里灶台的风箱歪在

了一边， 好像有呼吸

声， 于是举起步枪，拉

上枪栓，喊着“举起手

来，缴枪不杀”，将最后

一个土匪逼了出来。

经过对抓到的土

匪突审，得知土匪在山

上还藏有一支步枪，孙

志珍随即带领两名战

士又到山上将那支步

枪搜出。

“当时流传着一句

话：‘天不怕地不怕，就

怕解放军讲宽大’。 老

百姓很担心我们部队

一走，那些土匪又卷土

重来， 继续占山为王，

祸害百姓。 后来，我们

针对抓住的土匪就开

群众公审大会，将罪大

恶极的土匪头子当场

枪决，当地的百姓都拍

手称快。 ”孙志珍说。

在浙江剿匪的数

次战斗中，老人凭着机

智勇敢，亲手擒获土匪

十余人， 荣立了二等

功。

接受检阅：亲眼见到了毛主席

1952年，孙志珍所在的班由于战斗勇敢，战功

突出，被选中代表全军从上海赴北京列席“八一建

军节运动会”，这让孙志珍的首长羡慕不已：你们

这些小鬼真是幸运，我们当兵多少年，出生入死，

都没有亲眼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老人当时任党支

部委员和班长， 听说在运动会上能接受主席的检

阅，他和战友高兴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

从成为人民解放军那天开始，他们就怀有“亲

眼看看主席”的愿望，但运动会期间一直没有见到

主席。 就在他们为见不到毛主席而担心遗憾终生

时，运动会闭幕式那天，等待检阅的他们忽然听到

喇叭里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

东”，他和战友瞬间热血沸腾了，“我们当时就觉得

是主席来了。 本来应该走到主席台前再跟随口令

‘向右看’，但当时我们都控制不住自己了，下意识

地立马扭头向右看了过去。 我是班长， 站在最右

边，距离主席最近，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不停地向

我们挥着手，我觉得我最幸福了！ ”老人讲起来激

动不已，“当时的感觉都说不出来了！ ”老人不断重

复着“我最幸福了！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运动会结束后，本来会上安排有参观活动，但

他们接到部队命令，要立即归队，并乘坐陈毅元帅

的专列回到上海部队。 后来才知道，他所在的部队

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

从作战到搞建设，在朝鲜待了11年

从北京返回上海后，他们立即开始步行北上，

昼夜不停地跋涉了 20 余天， 经过山东、 天津、河

北、东北等省，到达中朝边境鸭绿江。 时任排长的

孙志珍先是作为后备部队的成员负责运送前线伤

员，后来参加了石砚洞北山的战役。

在石砚洞北山这次战役中，为了减少伤亡，他

们白天在山下挖洞，缩短进攻距离，晚上在炮火的

配合下进攻，连续作战几十小时，最终拿下了石砚

洞北山高地，取得了战斗的胜利，缴获了大量的美

国大炮、坦克和轻重武器。

为了作战，孙志珍还学了几句韩语和英语，尽

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他依然可以用英语和韩

语向记者清晰地复述着“喂！ 你们投降吧！ 缴枪不

杀！ ”讲起来依然有着当年的气魄。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 孙志珍被留在朝鲜搞

建设，从 1952年到 1963年，他在朝鲜待了整整 11

年。1963年跟随最后一批离开朝鲜的部队回国，因

为在朝鲜战场上腰部受伤， 他回国后转业到了我

市税务局。

1986年孙志珍带着侄儿去北京游玩， 在参观

国家军事博物馆时看到他们 23 军在石砚洞北山

战役中缴获的大炮、坦克等武器，孙志珍站在那里

激动万分……

闪闪发亮的军功章

有老人无法抹去的战争记忆

孙志珍老人眉目间依稀可见当年的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