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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老兵龚新平与年轻时

的自己相拥

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是海军组建
最早的水面舰艇部队，其前身可追溯
至诞生于鄂豫皖苏区的中国工农红
军第 28军。支队成立 76年来，先后
取得解放一江山岛、西沙海战等“7
战 7 捷”显著战果，执行过亚丁湾护
航、环球航行、中外联演等重大任务，
创造了人民海军首次到曾母暗沙宣
示主权、首次组成舰艇编队出国访
问、首次到海外参加联合军演等 30
多项纪录，2 次被中央军委记集体
二等功。

夏日枣庄，京杭运河水波荡漾，两岸石

榴花鲜红似火。

鲁 南 抱 犊 崮 山 区 中 ，抗 日 故 事 在 百

姓 中 流 传 —— 八 路 军 115 师 的 将 士 们 依

托石榴林，保卫印刷厂阻击日军，乡亲们

冒 着 生 命 危 险 护 理 伤 病 战 士 ，孩 童 把 情

报 藏 进 石 榴 枝 丫 …… 硝 烟 虽 散 ，那 漫 山

红 透 的 石 榴 花 ，仍 在 风 中 低 语 着 当 年 的

热血与战斗。

早上 9 点，笔者从枣庄军分区驱车来

到枣庄市医养康复中心。98 岁的老兵龚

新平早早在儿子的帮助下穿戴整齐，等候

笔者到来。

龚新平，山东枣庄台儿庄人，17 岁参加

革命，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

中国成立后，参与阿坝州飞机场、成渝铁路

建设，荣立过集体二等功和个人三等功。

身上的道道疤痕，见证了这位老兵的传奇。

“ 那 场 战 斗 ，是 我 一 生 中 最 深 刻 的 记

忆。”80 年过去了，1945 年 4 月那场惊心动

魄的战斗，至今仍在这位老兵的心中激荡。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胜利的

曙光已在眼前。日寇不甘心失败，发起了

疯狂的大扫荡。八路军 115 师印刷厂承担

着宣传抗日思想、传播革命精神的重要使

命，枪械修理所是部队武器装备保障的关

键所在。面对敌人的扫荡，龚新平所在的

警卫连肩负起阻击敌人、掩护转移的任务。

“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

价 完 成 任 务 ，保 护 好 印 刷 厂 和 枪 械 修 理

所。”龚新平说，战斗打响的那一刻，整个天

地仿佛都被战火点燃。敌人的枪炮声震耳

欲聋，子弹如雨点般倾泻而来。他和战友

们没有丝毫畏惧，拼命守护着阵地。

战斗持续了整整 3 天。在这漫长的几

十个小时里，他们几乎没有合过眼，时刻保

持着高度警惕。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

喝几口凉水。每一次敌人的冲锋，都伴随

激烈的交火。龚新平和战友们没有退缩，

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用自己的

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在这场战斗中，龚新平经历生死考验，

许 多 战 友 牺 牲 在 他 身 边 。 他 的 三 哥 龚 新

田，也是牺牲者之一。

战 斗 第 二 天 ，敌 人 发 动 一 次 猛 烈 进

攻，龚新田带领一个排的战士顽强抵抗。

突然，一枚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龚新田

躲避不及，被弹片击中。龚新平赶到时，

只见三哥面色苍白，鲜血染红了衣服。由

于伤势过重，失血过多，龚新田的生命体

征越来越微弱，在运往医务所的半路，永

远闭上了眼睛。

“三哥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那一刻我发誓，一定要战斗到底。”说到这

里，龚新平老人哽咽了。

战斗第三天，敌人的进攻更加疯狂，他

们集中大量兵力和火力，向印刷厂发起最

后猛攻。在激烈的交火中，龚新平被敌人

的子弹击中，3 根肋骨被打断。他强忍剧烈

的疼痛，继续战斗。

这场战斗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

它深深刻在龚新平的心中。在战斗中，龚

新平看到战友们的英勇无畏，看到他们为

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他们的

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也铸就了今天的幸

福生活。

战斗结束后，朴实善良的老乡收留了

受伤的战士们。在老乡家的日子里，龚新

平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每天都有人帮他

熬制草药，替他换药，送来可口的饭菜。在

战火纷飞的年代，老乡们冒着生命危险收

留和照顾他们，这份恩情，龚新平始终记在

心里。

如今，每当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龚新

平心中便充满感慨。他常常想，如果没有

共产党的领导，怎么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

胜利？怎么可能迎来今天的和平与繁荣？

一百多年来，共产党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

中国人民前行的道路。

“要感谢共产党，让我们有机会见证祖

国的繁荣昌盛。希望年轻一代能够铭记历

史，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不懈奋斗。”临别前，

老人握着笔者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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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海上波涛汹涌。海军某驱逐舰支

队多艘战舰出动，一场协同反潜对抗训练激

烈上演。

该支队郑州舰三级军士长崔涛目光如

炬，紧盯声呐显示屏。波纹跳跃间，他创新使

用反潜“探测识别三步法”，率先捕捉到水下

目标。随后，多艘驱护舰根据共享的态势信

息，使用深弹、鱼雷等武器完成对潜攻击。

胜利归来，崔涛带着几名新舰员来到支

队史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

文物，静静诉说着这支部队从战火硝烟中一

路走来的历史。

在一张老照片前，大家停下了脚步。照

片里，官兵们正使用由陆军装备改装的舰载

机枪，英勇抗击敌机轰炸。

“当年，从陆上转岗舰艇，武器虽然落后

短缺，但先辈们敢打必胜的勇气不减。”崔涛

向新舰员讲述起那段“陆地淬火，海上砺剑”

的峥嵘岁月——

1938年，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首战

告捷。在皖中敌后，他们以灵活的游击战法沉

重打击日寇和伪军，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陆

上利刃”。随后，这支部队历经烽火洗礼，经多

次整编后发展成为解放军第 30军。

新中国成立后，海疆告急。第 30 军官兵

临危受命，参与组建人民海军第一支水面

舰艇力量。“没有像样的军舰，更没有成熟

的经验，有的是保家卫国的决心！”面对落

后的武器装备，官兵们迸发出惊人的创造

力——把陆战主力的机枪火炮 ，装到陈旧

的舰船上。

“陆炮上舰”，是困境中的智慧，更是陆

地淬砺的剑锋转向深蓝的壮举。20 世纪 50

年代初，支队官兵在装备不利的情况下，凭

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强大意志，取得了

解放一江山岛等多场战斗胜利。

从敌后游击战场上的刺刀相见，到蔚蓝

大洋上的巨舰交锋，这支部队的作战平台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砺剑”精神从未褪

色。步入新时代，他们率先完成整建制换装，

新质战斗力加速生成。

面对新时代的使命召唤，该支队官兵时

刻准备着。一次警巡任务，济南舰声呐系统

突然捕捉到异常回波，发现不明水下目标。

该舰反潜作战部门官兵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紧盯屏幕上的细微变化，凭借丰富的经验精

准定位目标轨迹。为防止目标进一步渗透，

他们持续追踪，连续 20 小时铆在战位，协同

舰艇不断压缩目标活动区间，成功将不明水

下目标驱离。

如何让新时代的“剑锋”更加锐利？崔涛

和战友们的思考和探索从未停止。在一次次

远航任务中，他们依势构设实战场景，持续

深挖装备使用效能、进行战法革新创新，“协

同式突防”“图表式训练”“递进式组训”等一

批战法训法从这里走向全海军。

那年，郑州舰依托科研院所力量，成立

“舰员专家组”团队，探索出“科学家+舰炮”

训练攻研模式，经过多轮系统调试和海上试

验，摸索总结出多种科学方法，大幅提升了

武器装备使用效能。

翻 看 该 支 队 年 鉴 ，一 项 项 成 绩 见 证 着

官兵们的奋进航迹：丽水舰实射某新型对

海导弹成功命中目标；厦门舰在某次演习

中创造了主炮系统连续射击纪录……近年

来 ，该 支 队 舰 艇 圆 满 完 成 环 球 航 行 、远 航

访 问 、远 海 战 巡 等 任 务 ，航 迹 遍 布 五 大 洲

三大洋。

朝阳映照军港，战舰再次起航。“我们从

陆地烽火中走来，在深蓝大洋锻铸胜战利

剑！”眺望远方的辽阔海域，崔涛和舰员们目

光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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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青年时的龚新平。

图②：老年时的龚新平。 （图片由宫鲁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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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号”高铁从北京出发，飞驰向南，150

多分钟就横跨 600 余公里。鲁南大地上的滚滚

麦浪，已在眼前。

这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曾镌刻了一段传

奇——抗战时期，津浦铁路上，一支威名远扬的

人民抗日武装，扒铁轨、炸桥梁，撞火车、截物

资，杀鬼子、惩汉奸，让敌人心惊胆战。他们的

故事家喻户晓，代代传扬，至今仍是中国人民心

目中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队伍。

从津浦路到京沪线，时代飞速前进。回望

来时路，眺望新征程，习主席强调，“要讲好党的

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

的故事”。

仲夏时节，记者走进“铁道游击队”的故乡，

追寻铭刻在钢轨上的烽火传奇。

机智灵活、英勇善战，就像
“插在敌人血管上的尖刀”

乘车在煤城枣庄的街区中穿行，人们仍能捕

捉到这座老工业城市的旧影。

老街边，一段段遗留的铁轨，仿佛是通往沧

桑历史的指引……沿着轨道而行，记者来到铁道

游击队纪念馆。

刚进门，大厅正中陈列的火车头和车厢就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

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

好战场……”一瞬间，那段熟悉而激昂的旋律在

记者的脑海里响起。

近代时期，满载煤炭的列车沿铁路线轰鸣

着驶向远方，带动了一个城市的发展，也引来了

侵略者的利爪。中国煤炭博物馆，收藏着一张

日本人使用的《满支炭矿要览图》，上面标示有

当时东三省及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煤矿、煤种分

布产地。

枣庄是中国东部地区能源重镇之一。抗战

全面爆发前，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华资煤矿——中

兴煤矿公司。1938 年 3 月，日军占领枣庄后，开

始对这里疯狂掠夺。

如 果 不 掠 夺 中 国 的 资 源 填 充“ 战 争 机

器 ”，日 本 的 侵 略 必 然 难 以 为 继 。 一 条 条 连 接

矿 场 和 城 市 的 铁 路 线 ，是 敌 人 赖 以 存 活 的 生

命 线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日 本 侵 略 者 累 计 从 我

国 掠 夺 煤 炭 约 10 亿 吨 、铁 矿 约 1.8 亿 吨 、铜 矿

约 150 万 吨 、铝 矿 约 10 万 吨 ，还 有 大 量 的 非 金

属矿产。

为了切断敌人的“输血管”，一支由铁路工

人、煤矿工人、穷苦农民、小摊贩等组成的抗日队

伍，在铁道线上舍生忘死，与日寇周旋 7 年之久。

他们，神出鬼没——

在纪念馆最前面的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不

是武器装备，而是各种各样的日常用品——炭火

盆、秤、算盘、墨水、茶壶等。

“这支队伍是在枣庄抗日情报站基础上建立

的，兼有游击队和地下党的性质。”讲解员王茜

说，铁道游击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斗争，活动区域

和敌人基本重叠。

为 了 保 存 自 己 ，队 员 们 一 会 儿 是 矿 工 、搬

运 工 ，一 会 儿 又 是 经 理 、账 房 先 生 …… 在 敌 人

眼皮子底下巧妙活动，通过不同身份获取和传

递情报。

他们，出奇制胜——

展柜里，静静躺着一张处方。灯光下，处方

上的文字看似平常，但每一个药名里都含有重要

信息，连起来就是一次行动的时间和地点。

靠着这样机智灵活的方式，铁道游击队想尽

一切办法牵制敌人。夜袭洋行杀特务、潜入敌营

炸鬼子，车站、车厢，集市、乡村，仓库、据点……

处处可出击，打得日军措手不及。

“1940 年 5 月 ，击 毙 日 军 谍 报 队 员 13 名 ；7

月，袭击日军押款列车；8 月，破坏津浦铁路韩庄

段，致使日军运兵军列脱轨；9 月，拆除枣庄至临

城 1.5 公里铁轨，砍断电线杆百余根，使日军的通

讯和交通同时瘫痪……”讲解员拿给记者一份铁

道游击队的战报资料，印证了人们对铁道英雄的

那句称赞：机智灵活、英勇善战，就像“插在敌人

血管上的尖刀”。

“ 为 了 对 付 铁 道 游 击 队 ，日 军 在 沿 途 火 车

站派驻重兵，在重要路段两侧修筑了既深又宽

的 封 锁 沟、封 锁 墙 ，组 建 了 铁 甲 列 车 大 队 和 铁

道 警 备 大 队 ……”王 茜 告 诉 记 者 ，在 这 样 艰 难

的环境中，游击队员们不屈不挠，战斗到底，直

到胜利。

1945 年 12 月，铁道沿线的 1000 多名日军向

这支不足百人的抗日游击队投降，成为二战史上

不多见的一幕。

抗 日 战 场 处 处 在 ，抗 日
英雄数不清

纪念馆的墙上，一幅名为《黄埠庄激战》的油

画引人注目。画中，铁道游击队第一任大队长洪

振海跃出战壕、手端钢枪，向敌人猛烈开火……

令人痛惜的是，在黄埠庄激战中，洪振海被

敌人击中要害，壮烈牺牲。

纪念馆的另一面墙上，有一幅铁道游击队领

导成员结构图。讲解员告诉记者，除大队长洪振

海外，铁道游击队有 3 任政委在与日寇的战斗中

牺牲。

传奇本是铁血铸。铁道游击队三中队指导

员张静波曾讲述两任搭档牺牲的经过——

第一任中队长张绍顺，在“反扫荡”战斗中，

带领队员阻击敌人，身负重伤后，他命令其他队

员撤退，独自断后。牺牲时，张绍顺身上有几十

个枪眼、六七道刀口……

第 二 任 中 队 长 刘 钢 ，攻 打 日 军 据 点 时 ，亲

自带领爆破组端掉了炮楼。激战中，他腹部中

弹 ，肠 子 流 了 出 来 ，他 用 手 把 流 出 的 肠 子 塞 回

去，又接着战斗……最终，他献出了年仅 23 岁

的生命。

“这样的牺牲，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处处可

见。铁道游击队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华民

族所共有的。”一位党史专家介绍。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铁道游击队并

不只存在于一处，抗战之时，中国绵延千里的铁

路线上，到处都有英雄的身影。

1935 年，日本《东京时报》报道说：“反满抗

日的铁路游击队犹如江底的蛟龙，把 5 列军车牢

牢地锁在牡丹江两岸。这是日本军在中东铁路

上最惨重的一次失利。一个不得不重视的事实

是：反满抗日势力破坏中东铁路的活动，将会长

期存在。”

1935 年至 1940 年间，东北各地的铁道游击

队与抗联部队密切配合，成功进行了大大小小

100 余次战斗，累计打死日军 3000 多人……

胶济大队，活跃在连接沿海与内陆主要干线

之一的胶济铁路上；中共金萧支队第八大队，在

浙赣铁路沿线的破坏行动受到浙东上级嘉奖；在

平汉和陇海铁路交会的郑州，平汉铁路破坏总队

在周边 7 条铁路线上共炸毁机车 1690 余辆、钢轨

330 多里，毙伤日军 1.3 万余人……

抗日战场处处在，抗日英雄数不清。不仅手

无寸铁的工人、农民拿起了武器，民族资本家也

奋起抵抗——近代时期，中兴煤矿公司发行了中

国民族工业的第一支股票。铁道游击队的许多

队员都曾是中兴煤矿公司的矿工。1938 年，中

兴公司将停靠在连云港的 3 艘轮船炸沉，以封堵

航道入口，阻止日军舰艇入港。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是“战争史上的

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以

军事斗争为中心，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政治的、

军事的和思想文化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前线的

和敌后的，种种斗争形式密切结合，种种战争手

段 灵 活 运 用 。 只 要 一 息 尚 存 ，斗 争 便 不 会 停

止。敌人侵略的脚步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军

民斗争的战场。

纪念馆研究人员孙中启告诉记者，1942 年

至 1944 年，铁道游击队承担起我党一项重要的

秘密交通线任务，先后护送千余名党政军干部往

返延安。

1943 年 11 月，经此去延安的陈毅，在过微山

湖的船舱里，告诉负责护送的铁道游击队政委杜

季伟，打鬼子也像是在下棋：“不过，你们不是用

棋子，是用枪子和智慧。咱们毛主席也在下棋，

和鬼子下，和蒋介石下，这个棋盘可大喽！是全

中国！棋子嘛，是你、我、他，是一切的抗日武

装。只要咱们按毛主席的意图走，抗日就一定能

胜利！”

“这段风趣而又深刻的话语，鼓舞了铁道游

击队的指战员们。”孙中启说，面对敌人猛烈的攻

势和残忍的手段，铁道游击队的必胜信念，正是

来自灵活运用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制定的抗日游

击战争的战略和战术。

“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

求和平的……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

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绝不停

止。”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的论述跨越时空，至

今依旧振聋发聩。

一部传奇，如精神的火炬，
点亮一代代人的奋进之心

7 月 3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

会，宣布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一批红色经典影片将再登

荧屏。

读罢这则新闻，纪念馆馆长翁军告诉记者，

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那部黑白老电影《铁道

游击队》，早已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

80 多年，足以让人们遗忘很多往事。但那

些反映伟大抗战的传世之作，却时刻唤醒我们的

集体记忆：这个民族曾有过怎样的艰难和困苦，

又有着怎样的果敢与坚强。

“你可知道，以铁道游击队为主题的影视作

品，已经超过 12 部，这创下了红色主题的传播纪

录。”翁军如数家珍：2016 年贺岁档，电影《铁道

飞虎》在中国和北美、西欧等地同步上映；2022

年，热映的战争动作片《铁道英雄》，入围第 17 届

金鹿奖。

游击队员们“爬飞车”“搞机枪”“撞火车”“炸

桥梁”的年代早已远去，但中华儿女誓将热血筑

长城的铮铮铁骨，依然铭刻在人们心间。一个又

一个艺术版本记录着那段动人的抗日传奇，留给

世人的是不同的解读、相同的感动。

著名作家刘知侠，两次越过封锁线去敌占

区，与铁道游击队队员同吃同住同战斗，创作的

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先后被译成英、俄、法、

德、越等多种文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

学经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铁道游击队》

连环画，再版 20 次，重印 47 次，累计印发 3600 余

万册，是中国连环画出版史上再版次数最多的现

实题材作品。

2013 年 ，第 十 届 中 国 艺 术 节 上 ，在 公 演 中

备受观众好评的舞剧《铁道游击队》，荣获“文

华大奖”。

红色的传奇，成为长盛不衰的文化热点。小

说、连环画、电影、电视剧、舞剧、交响诗、评书，几乎

能够表现这一内容的各类文艺样式都有了。甚至，

在网络世界里，铁道游击队的故事也有不少拥趸。

一家数码公司制作的电脑游戏《铁道游击队》，玩家

可身临其境地爬飞车、打鬼子，过足英雄瘾。

什么是传奇？“所谓传奇，就是时间流逝了，

但故事依然在。”而那些铭记、怀念、演绎、传播

传奇的人，向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献上了自己

的花环。

“我就是听着铁道游击队的故事长大并且参

军入伍的。”枣庄军分区政治工作处负责人说，

“那些出奇制胜、大显神通的故事早已深深地印

入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

烽火中铸就的红色传奇，化作大地的滋养，

鼓舞着这片热土上的一代代青年，追寻英雄梦，

从军去报国。

在枣庄人民英雄纪念园，我们和一个个年轻

的名字相遇——

2007 年 3 月 2 日，海拔 4600 多米的詹娘舍哨

所，突降大雪。为了营救滑落山崖的战友，23 岁

的班长靖磊磊挺身而出，在雪崩中化作了冰雕。

他被追记一等功，所在班被授予“英勇顽强团结

互助模范班”荣誉称号。

2008 年 5 月 31 日 ，汶川县映秀镇 ，第 64 次

飞进震中运送救灾物资、抢运伤员的邱光华机

组 不 幸 失 事 ，机 组 中 唯 一 的 士 兵 张 鹏 ，刚 刚 完

成 第 170 架 次 物 资 装 卸 任 务 。 他 被 追 记 一 等

功，所在单位被授予“抗震救灾英雄陆航团”荣

誉称号。

“他们都是听着铁道游击队的故事长大，都

是这片热土上的英雄儿女……”这位负责人介

绍，追随英雄的脚步，近 3 年来，枣庄市每年报名

参军的适龄青年达 1 万余人；仅 2024 年，当地收

到枣庄籍官兵立功喜报 350 余份。听着铁道游

击队故事长大的有志青年，在强军征程上奋勇

争先。

红 色 的 热 土 ，英 雄 的 儿 女 ，可 爱 的 人 民 。

一 部 传 奇 ，如 精 神 的 火 炬 ，点 亮 一 代 代 人 的 奋

进之心。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记者循着歌声望去，铁道线上，一座座过去运输

煤炭的火车站，被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化高铁

站取代。曾历经战火洗礼的城市，正从“百年煤

城”向“北方锂电之都”的目标迈进……

车轮滚滚向前，见证民族崛起。那种英勇顽

强、生生不息的精神，鼓舞着新时代的中国人书

写新的传奇！

走进鲁南:追寻钢轨上的烽火传奇
■本报记者 卫雨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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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兵 见 证
我的抗战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