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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老兵吴德绍与年轻时

的自己相拥

第 82集团军某旅一营前身可追
溯至晋察冀军区第 2分区 19团，该团
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战争。在百团大战中，该团作为
晋察冀军区主力团，参加战斗几十
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被授予“势如
破竹”荣誉战旗。2013年，一营担负
全军首批轻型高机动步兵试点任务，
圆满完成多项演习演训任务，连续 8
年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营”。多年
来，该营先后荣立集体大功1次、一等
功3次、二等功22次、三等功 25次，涌
现出先进典型47人。

夏日蓬莱，草木葱茏。

听说我们想了解抗战老兵吴德绍的故

事，老兵的孙女吴玉红边说边拿出了爷爷

的自传《穿越烽火硝烟》。这本书，记录了

吴德绍参加过的大大小小的战斗故事。

“爷爷 19 岁就加入了民兵组织，参加了

胶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此后又参加了解

放战争。2007 年，作为英模代表，爷爷受邀

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暨全

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随着吴玉红的讲

述，抗战老兵吴德绍的传奇经历渐渐呈现

在我们的眼前。

吴德绍 1922 年出生于蓬莱的一个小山

村。青少年时期的他，本想和祖辈父辈一

样老老实实卖力气谋生，但日寇在村子里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让愤怒的火焰在他心

中燃烧。于是，他报名加入民兵组织，积极

投身抗日斗争。对敌游击战，配合部队抢

救伤员，实施破路炸桥捣毁敌据点……在

一次次行动中，吴德绍逐渐成长起来。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寇对抗

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并实行惨

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为沉重打击敌人，

胶东地区军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开始制

作和使用地雷。

1943 年春，蓬莱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召

开会议传授埋雷方法。时任县人民武装部

长金要平找到吴德绍，安排他进村入户指

导民兵开展地雷战。

吴德绍受领任务后，立即和民兵连长

等人集思广益，很快摸索出使用地雷的窍

门。通过在进村道路埋下地雷，他们接连

两次瓦解了敌人的来犯，地雷战取得初步

胜利。

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吴德绍自编了

一段快板词：“日本鬼子野心狼，侵略中国

丧天良。所有坏事都干尽，全国人民都反

抗。叫你们顽固不投降，地雷请你见阎王，

见阎王！”

“ 日 本 鬼 子 也 在 想 办 法 ，派 来 了 所 谓

的排雷专家。”吴玉红说，当时爷爷给她讲

述这段经历时语气轻蔑，“他们成功起出

两个地雷后，又开始耀武扬威。”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吴德绍没日没

夜地摆弄地雷，寻找新的制敌方法。一天，

他突然灵光一闪——如果将雷口朝下，把

弦固定住，再往地雷屁股上做个假口，日寇

排雷专家起雷时不就爆炸了吗？经过反复

试验，反起地雷研制成功。

此 后 ，吴 德 绍 和 战 友 们 趁 着 夜 色 把

反 起 地 雷 埋 到 距 离 日 伪 军 炮 楼 不 远 的 地

方 ，并 竖 起 牌 子 ——“ 此 处 有 地 雷 ，谁 动

炸死谁！”翌日一早，敌人看到牌子，立刻

报 告 其 排 雷 专 家 。 日 寇 的 排 雷 专 家 很 快

带 了 八 九 个 人 前 来 起 雷 。 结 果 雷 一 起 就

爆炸了，排雷专家当场被炸飞，其余人死

伤过半。

后来，狡猾的敌人又想出一条毒计——

让老百姓在前面开道。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同样的路，老百姓走过去没事，他们却被炸

得粉身碎骨。

难道地雷能识别敌友？面对我们的疑

问，吴玉红揭晓了“谜底”——这是因为吴

德绍和战友们发明了“长藤雷”，老百姓在

前面走过之后，埋伏在一旁的民兵才会拉

线引爆地雷消灭敌人。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铁西瓜”遍地开

花，炸得日寇心惊胆战。1944 年，蓬莱县军

民配合主力部队，对敌发起强大攻势，一举

摧毁 10 余个敌据点，解放了全县 95%的地

区。同年底，胶东军区授予吴德绍在内的

11 名同志“爆炸大王”称号。

“我曾经问爷爷，面对敌人害怕吗，他

回答说‘我不怕，敌人才害怕呢’。”吴玉红

说，爷爷说这句话时，眼神中透着一股豪

气，仿佛老兵又披上戎装，站在了抗击日

寇的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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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越
来自英雄部队的报告

夏日塞北，朝晖初露，第 82 集团军某旅

一营战术对抗训练已经展开。

“前方高地，发起冲击！”随着口令从电

台传出，隐藏在密林深处的猛士突击车群迅

速冲出，直奔目标地域。面对“敌”依托通路

障碍和掩体构建起的防线，该营秦营长指挥

有人—无人装备协同破障开辟通路，很快将

防线撕开两道口子，完成阵地夺控任务。

“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要像先辈

一样，任何时候都不能给荣誉战旗抹黑。”走

下训练场，秦营长话语铿锵。

该营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第 2 分区 19 团。

86 年前，这支以边区子弟和红军首长机关警

卫连为骨干组建的队伍，依靠山西盂县人民

支持，袭碉堡、破交通、打埋伏，发展巩固了

革命根据地。在百团大战中，该团先后战斗

几十次，共歼灭日伪军数千人，战后被晋察

冀军区授予“势如破竹”荣誉战旗。这面战

旗，曾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上，

光荣接受党和人民检阅。

80 余年来，一代代官兵在“节节胜利、势

如破竹、亮剑争雄、血战到底”的战旗精神激

励下，传承先辈荣光，争当打赢尖刀，在强军

道路上续写辉煌。

2013 年，该营担负全军首批轻型高机动

步兵试点任务，率先列装了某型猛士突击

车。上级要求他们半年内完成新装备试训任

务。“实事求是地讲，没有教材借鉴、没有经

验可循，迈出每一步都非常艰难。”秦营长回

想受领任务时的压力与紧迫，感慨颇深。

“当年，先辈们猛打猛冲、连战连捷。今

天，我们也要拿出这种劲头攻坚克难，当好

探路先锋。”接到新装备那天，全营官兵齐聚

战旗下重温先辈光辉事迹，感悟历久弥坚的

攻坚精神。

此 后 的 日 子 里 ，全 营 干 部 骨 干 成 立 攻

关小组，围绕一个个训练难题展开攻关，白

天在训练场练习实装操作，晚上加班学习

相关理论知识。该营官兵驾驶新装备穿荒

漠、越戈壁，累计行程超过数万公里，向厂

家提出改进意见上千条。在如期完成新装

备试训任务后，该营官兵并未停下脚步，而

是像当年抗战中的先辈那样发扬连续作战

顽强作风，不等不靠把精力聚焦到加快形

成战斗力上。

模拟战场环境，缩短更换轮胎时间；改

装车载武器站，使之能够实现多种火器的架

设、切换；借助基站通信，在空旷地域、山岳

丛林等环境采集数据……随着一个个制约

战斗力生成的难题被攻克，该营官兵在新型

步兵作战力量转型路上交出了合格答卷。

“要想更快冲向胜利高地，就必须加大

步幅、加快步频，就算有苦有难，也要咬紧牙

关！”二级上士吴伟鹏对 3 年前的那场演训刻

骨铭心。当时，该营与友邻单位展开实兵对

抗，吴伟鹏带领的突击车队利用速度优势成

功穿插到对方阵地中，正当他们以为胜券在

握时，却被对方的无人装备精准打击，败下

阵来。

“现代战争形态不断变化，战场科技手

段层出不穷，除了突击车本身具备的速度优

势外，还应在‘突击车+’上下功夫。”失败的

阵痛让该营官兵找到努力的方向。自此，该

营聚力探索有人—无人装备协同作战方式。

随着无人力量赋能突击车，该营作战能力得

到明显提升。

今年初，一营两位主官先后 3 次走进旅

领导的办公室，主动请缨承担重要任务，提

前两个月机动至野外开展战法训法研练。驻

训期间，该营官兵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在恶劣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各项

任务。

当年战场上，19 团的先辈们手持简陋的

武器装备，凭着猛打猛冲的血性胆气，立下

赫赫功勋。

新征程上，高举荣誉战旗的该营官兵，

争当转型探路者，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

势如破竹，冲锋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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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青年时的吴德绍。

图②：老年时的吴德绍。 （图片由周丽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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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军事史的浩瀚星河里，总有一些军事思

想闪烁着难以湮没的光辉。

回望时不难发现，这些战争艺术的明珠，大

多源自名将的制胜之道。

而 在 80 多 年 前 那 场 抵 御 外 侮 的 浴 血 奋 战

中，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迸发出无穷的战争

智慧。地道战、地雷战……这些战法不是出自哪

位名将之手，而是由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所创

造，一经实践，便在广袤国土上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显现出惊人的威力，书写了不朽的传奇。

习主席强调，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人民战争

这个法宝永远不能丢。

神出鬼没、出奇制胜，在人民战争的大棋局

中，冉庄、海阳无疑是闪亮的坐标。仲夏，记者踏

上前往冉庄、海阳之路，倾听地道战、地雷战的历

史回响，探寻人民战争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奥秘。

地道战和地雷战，是从中
国的土地里“刨出来”的胜利

“从某种程度来说，地道战和地雷战的胜利，是

从中国的土地里‘刨出来’的胜利。”得知记者来采

访，山东省海阳市人武部王部长说道。

土地，中国人最熟悉的两个字，让人生出不

一样的亲近感，也让记者充满好奇：紧紧依靠土

地作战的先辈，究竟是一群怎样的英雄？

踏访海阳和冉庄，当时的武器一一出现在眼

前。它们如此简陋，甚至可以称作“土气”——民

兵们造出的石雷壳体外形不一，有的是长条形，

有的是圆柱状，有的甚至看不出像什么，就是在

一块石头上开出了洞。地道战纪念馆里，陈列着

一门榆木大炮。从外形上看，就是一根中间有洞

贯通的榆树树干上捆扎着七八道铁丝。场景复

原的“土制”兵工厂，盆、罐、瓮、坛、桌、椅及其他

用具摆得整整齐齐，如果不是一旁写有说明，人

们会以为眼前是一个寻常农家院。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用这些不像武器的

武器，党领导抗日军民创造了战争的奇迹。

地雷战纪念碑上，刻着这样一组数字：海阳

人民历经榆山大会战、反扫荡等多次战斗，6 次

奉命组织远征爆炸队随军征战，共作战 2000 余

次，歼敌千余人。

在冉庄地道战纪念馆，记者也看到一组数

字：抗日战争期间，冉庄人民利用地道对敌作战

157 次，歼敌 2100 余人。

“ 每 一 次 胜 利 ，都 凝 结 着 军 民 的 勇 敢 和 智

慧。”93 岁的老民兵李恒彪讲起往事，“地道早先

只有两三米深，仅有一个洞口，鬼子来了就躲一

下。但在冀中区党委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在冉

庄街道的下面，挖出了全长 30 余华里的 4 条主

要干线、24 条支线，村内户户相通。地道内设有

瞭望孔、射击孔、通气孔、陷阱、活动翻板、指路

牌、水井、储粮室等，能打、能藏、能机动……”

在海阳，随着与日伪军作战增多，各村民兵

造出了几十种地雷，除了脚踏雷、绊雷，还有土化

学雷、天女散花雷、火光信号雷，雨天使用的土水

雷，挂在树上专炸敌人骑兵的天雷，便于携带的

鱼篓雷等。全国民兵英雄于化虎的孙子于树良

指着一种地雷说：“一次，我爷爷假扮鬼子，带着

这样的 4 颗地雷混进敌人据点，将躲在据点不敢

出来的日伪军炸得人仰马翻。”

地雷“追”着敌人跑，给日伪军造成巨大伤亡

和心理震撼，伪《新民报》惊呼：“踏进匪区，如临

深渊，如履薄冰。”

头顶、胸前、背后、脚下，随时可能有子弹射

来。地道战让日军哀叹，“冀中出现了奇幻战争！”

人民的智慧催生了战争的妙笔，在装备不如

敌的境地争得了胜机，越打越强，越打越精彩。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陷敌于灭顶之灾。

“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魂飞胆也颤，侵略者

他敢来，打得他人仰马也翻……”点开网页，输入

“地道战遗址”“地雷战遗址”后，“顺义焦庄户”

“正定高平”“高都上温村”等一连串地名出现在

屏幕上。烽火岁月里，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抗日

军民活跃在敌后战场，依托高山密林、江海湖泊、

平原地道，上演着全民打鬼子的活剧。

海阳，是 20 世纪 60 年代军事教学片《地雷

战》电影的取景地。王部长告诉记者，重温老电

影《地雷战》《地道战》，其中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

台词，正是历久弥新的游击战箴言——

《地道战》中，民兵队长高传宝一句“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游击区的人们心领神会。《地雷战》

中，儿童团成员铁蛋那句“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反映出人民群众抗击日寇时的机智勇敢。

这些反映抗日战争伟大实践的影片，体现着

一个真理：人民才是真英雄，人民战争才是抵御

外侮的铜墙铁壁。

从延安窑洞到敌后根据
地，共产党人在油灯下找到穿
透黑夜的光明

电 影《地 道 战》里 ，有 一 个 高 传 宝 在 油 灯

下 夜 读《论 持 久 战》的 特 写 。 灯 火 如 豆 ，点 亮

人心。

战 争 伟 力 之 最 深 厚 根 源 存 在 于 民 众 之

中 。 延 安 窑 洞 里 的 油 灯 下 ，毛 泽 东 在《论 持 久

战》中写下，“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

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

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

的前提。”

冉庄地道战纪念馆里，也陈列着一盏油灯。

油灯的主人是张森林。

讲解员告诉记者，作为冉庄第一任村党支部

书记，张森林一度白天藏在地洞里工作。在这盏

油灯下，他看指示、写汇报、计划工作，夜晚则回

到地面上动员、组织群众。

1943 年，任区委书记的张森林外出组织秘

密 会 议 时 被 敌 人 抓 捕 ，英 勇 就 义 。 临 刑 前 ，他

用 日 寇 让 他 写“ 降 书 ”的 纸 ，写 下 荡 气 回 肠 的

《就 义 辞》：“ 人 去 留 得 英 魂 在 ，唤 起 民 众 报 国

仇……”

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副馆长王静宇介绍，在冉

庄村烈士陵园，埋葬着 30 多位烈士的忠骨。“这

些烈士，很多都是党员骨干，大都是在动员、组织

群众时被捕，不幸牺牲。”

在地雷战纪念馆的一个展柜里，几十盏油

灯放在一起，拼成了一个五角星的形状。“依靠

民 众 则 一 切 困 难 能 够 克 服 ，任 何 强 敌 能 够 战

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一切依靠最广大

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从延安窑洞到敌后

根据地，共产党人在油灯下找到了穿透黑夜的

光明。

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

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党的七大提出党的

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

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

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唤起人民觉醒的政治动员，成为抗战胜利的

动力源泉。

在“特级模范爆炸村”赵疃村的红色文化展

厅墙上，陈列着一个个名单，最前面的名单是历

任村党支部书记。

仔细观察，记者发现，在抗日战争期间，赵疃

村党支部书记的离、任职时间无缝连接。这意味

着在基层，在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始终有党组织

的坚强领导。

在冉庄的抗日村公所，下设了抗日武装委员

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

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把各方面的抗日力量

全部动员起来。

在 全 国 很 多 地 方 ，民 兵 组 织 迅 速 壮 大 ，村

有游击组，区有游击队，县有游击大队，分区有

独立团。

在山东省邹平县张家楼村，一支日军分队

来 犯 ，该 村 男 女 老 少 在 党 员 和 民 兵 带 领 下 ，用

土枪土炮和石块菜刀抗击，消灭了 250 多名侵

略者。

美国战略家柯林斯曾说，人民战争可以像

核战争一样，具有确定无疑的和同样有效的威

慑力。

陆军某部驻地距离地道战纪念馆不远，该部

官兵也在重温抗战历史中坚定了军事斗争准备

方向——“打赢未来战争，必须紧盯科技之变、战

争之变、对手之变，赓续传承好我军优良传统，发

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让克敌制胜的法宝显威现

代战场。”

根基和力量在人民，党和
军队与人民血脉相连、生死相依

地雷战纪念馆“还原”的南埠会议场景耐人

寻味——路旁大树下，海阳清苑县武委会主任栾

晋阶，与坐在石头上的各区武委会负责人围坐在

一起，学习大泽山地区民兵用地雷杀敌的经验，

决定在当地推广地雷战。

“这一场景，证明我党对人民战争的领导从

来没有放松过。”于树良告诉记者，他的爷爷于化

虎以前说过，为了用好地雷，他参加过好几次上

级的培训。为了让更多战友掌握地雷使用方法，

从 1944 年 10 月起，包括于化虎在内的 5 个民兵

还受胶东军区委派，到其他地区为 1000 多名民

兵传授过制雷、布雷技术。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明确指出：“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

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

是一定要失败的。”

“共产党说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全国民兵英

雄、赵疃村民兵赵守福的心声。

地雷战纪念馆收藏的一张报纸上，刊登了

一 篇 赵 守 福 口 述、峻 青 记 录 的 文 章 。 文 章 中 ，

赵 守 福 还 说 了 另 一 句 让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话 ：“看

看咱们民主政府，净是给老百姓打算过日子的

道道。”

为老百姓好，这是民兵和群众对党的领导的

一致印象。“为了人民的利益一无所惜”，则是人

民群众对子弟兵的评价。

某 部“ 钢 八 连 ”指 导 员 张 亚 星 ，老 家 就 在

冉 庄 附 近 。 从 老 一 辈 人 口 中 ，他 对 党 的“一 切

为 了 人 民 ”有 了 初 步 了 解 ，但 真 正 理 解“ 人 民

子 弟 兵 ”的 含 义 ，却 是 在 当 兵 之 后 。 那 年 ，还

是 军 校 学 员 的 他 ，发 现 营 区 大 门 对 面 的 小 商

店 发 生 火 灾 ，拎 着 灭 火 器 就 冲 了 上 去 。 那 时 ，

他 才 意 识 到“人 民 子 弟 兵 ”这 几 个 字 已 刻 在 他

的心里。

如今，所在连队的连史让他从另一个角度理

解了“人民子弟兵”这个名字。

1944 年 除 夕 ，千 余 名 日 伪 军 突 袭 朱 村 等

地。驻扎在沭河东岸的八路军滨海军区四团八

连官兵听到枪声，当即投入战斗，不惜牺牲生命

保卫该村群众。战斗结束后，朱村老百姓含泪掩

埋了牺牲的官兵，自此有了“新年第一碗饺子敬

先烈”的传统，一直坚持了 81 年。

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和军队与人民

血脉相连、生死相依。

地 雷 战 纪 念 馆 里 ，有 一 个 名 字 让 记 者 动

容：徐永彩。作为当时海阳小纪区大杨格庄村

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徐永彩把 3 个儿子、1 个儿

媳 送 上 战 场 牺 牲 后 ，又 把 第 四 个 儿 子“交 给 了

军队”……

海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刘国辉告诉记

者，一些来海阳采访的外国记者无法理解这些故

事，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叫“鱼水深情”。

“ 军 队 打 胜 仗 ，人 民 是 靠 山 。” 刘 国 辉 说 ，

多 年 来 ，海 阳 籍 优 秀 青 年 踊 跃 报 名 参 军 ，其 中

不 乏 连 续 四 五 代 、代 代 有 人 参 军 的 老 民 兵 家

庭 。 于 树 良 的 女 儿 于 璐 也 选 择 了 报 名 参 军 。

入伍以来，她已荣立 2 个三等功，成长为驻新疆

某部一名指导员。自 2002 年以来，海阳籍官兵

年 年 有 荣 立 二 等 功 者 ，荣 立 三 等 功 者 每 年 在

100 人左右。

今天，我们听到的地道战、地雷战的历史回

响是什么？

记者想起了一个场景：在 312 乡道邻近冉庄

的地方，厚实的桥墩上，一座高架桥凌空跨过整

洁宽阔的乡道。高架桥上，就是车流如织的京港

澳高速公路。在高架桥的一侧，大片刷红的桥体

上是一行金色大字：地道战，克敌制胜的创举，人

民智慧的结晶。

昨天与今天在这里交汇，一个回答，注解着

过去、现在与未来。

大地见证：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本报记者 王社兴

老 兵 见 证
我的抗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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