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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老兵曾美与年轻时的

自己相拥

信息支援部队某基地，是新一轮
军兵种结构布局调整改革后应运而
生的部队，前身为“八一”南昌起义诞
生的电话、司号、旗语、步骑传令分
队，堪称我军最早的通信兵。该前身
部队凭借“一部半电台”起家，跟随党
中央南征北战，与人民军队一同壮
大，在抗日战争期间有力保障了平型
关大捷、百团大战等战役。自组建成
立以来，该基地聚焦“体系融合、全域
支撑”战略要求，聚力攻坚、奋发作
为，书写了网信强军、建功运维的崭
新篇章。

夏 日 ，石 家 庄 解 放 纪 念 馆 内 游 人 如

织。玻璃立柜中，一套少将礼服格外引人

注目。

“ 这 套 礼 服 是 曾 美 将 军 的 后 人 所 捐

赠。”据讲解员介绍，两年前，曾美的子女决

定 把 曾 美 生 前 留 下 的 物 品 及 资 料 整 理 出

来，捐赠给石家庄解放纪念馆。捐赠仪式

上，曾美的长子曾江兴说：“父亲生前经常

给我们兄妹讲抗战的故事，捐赠这些物品

是父亲的心愿。”

笔者采访曾江兴时，这位年近八旬的

老人回忆起父亲临终的场景，几度忍不住

哽咽：“父亲弥留之际时常呓语：我们的人

都安全吗？乡亲们都撤退了吗？”

病床上，曾美的每一次发问都仿佛用

尽了全身力气。直到听到肯定的回答，他

紧皱的眉头才会稍稍舒展。

曾美，原名曾昭泰，1914 年出生于江西

省兴国县，16 岁参加红军。他参与过中央

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

里长征，百团大战时担任晋察冀军区第 2 分

区 19 团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担任晋察冀军

区独立一旅旅长，曾参与指挥解放石家庄

战役……

谈起父亲经历过的峥嵘岁月，曾江兴

难掩自豪：“父亲从参加革命那一刻起，不

管生活多艰苦、环境多恶劣，都一心坚定跟

着党走。在他给我们讲述的众多战斗中，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抗日敌后战场指挥

的那场反冲锋战斗。”

1940 年 3 月 11 日，五台县日伪军 900 余

人进犯耿镇地区，军分区急令 19 团，于次日

拂晓前赶赴王城截击敌军。19 团一营刚登

上王城后山，便与敌军发生遭遇战。曾美

迅速登上制高点观察，发现敌军援兵正对

一营迂回包抄，他果断指挥二营抢占左侧

高地，成功阻滞迂回之敌。

恶战从清晨持续至黄昏。敌军凭借精

良的装备轮番展开冲击，眼看弹药即将用

尽，团长李和辉决定指挥部队加快战斗，此

时不幸被敌机枪击中。看到老搭档负伤，

曾美赶忙过来救护。躺在担架上的李和辉

紧急命令曾美接替指挥。

再次登上制高点，曾美发现敌军遭到

顽强阻击后，也开始混乱后撤。他迅速判

断形势，当机立断组织部队发起反冲锋，最

终以歼敌 200 余人的战绩大获全胜，缴获大

批军用物资。这场战斗，让这支队伍一战

成名。

“父亲每次讲述这场战斗时，总是瞪大

双眼，连声音都充满力量。虽然没有亲身

经历，但我能从他的动作和表情中，感受到

战斗的激烈。”曾江兴年少时，对于抗日战

争伟大意义的认识并不深入，直到他自己

也成为一名军人，才对战争之残酷有了直

观感受，也对革命先辈的牺牲奋斗更加肃

然起敬。

抗战期间，曾美多次受伤，最惊险时曾

被敌人的重机枪击伤头部。后来，一次脑

部核磁共振检查时，医生发现他的头颅中

残留着数枚弹片，曾美却已记不清是在哪

场战斗中留下的——因为他经历过太多生

与死的考验。

战 争 年 代 ，无 数 革 命 先 烈 同 曾 美 一

样，以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全世界宣

示 着 中 华 民 族 不 可 欺 辱 、不 可 战 胜 的 信

念。尽管很多先辈没有看见最后的胜利，

但他们义无反顾的流血牺牲，永远值得被

后人铭记。

“看看如今幸福的生活，再想想那些与

我一起投身革命的战友，许多都在惨烈的

战斗中英勇献身。我能幸运地存活下来已

经是极大的福气，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曾美晚年时总这样说。尽管日子变好了，

他依旧保持着勤俭朴素的习惯，家具破旧

了也舍不得丢掉，还时常叮嘱子女不能铺

张浪费，更不许搞特殊。

今时今日，战火硝烟虽已远去，日本侵

略者犯下的战争罪行却不容忘却。我们唯

有努力奋斗，才能无愧于革命先辈以生命

捍卫的和平安宁。

采访结束，曾江兴用父亲曾美的话勉

励我们：“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时刻

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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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越
来自英雄部队的报告

盛夏时节，中原腹地，一场多军兵种联

合训练正在进行。信息支援部队某基地信息

支援分队依令而行，一张信息“天网”快速织

就，数据洪流直抵各作战要素。

“战争年代，通信兵要有一副铁脚板，进

攻架线走在前，撤军收线走在后；如今，新时

代‘网信兵’要靠一张网支撑全域战场，面临

的挑战全然不同。”回忆起抗战时期“无往不

胜”的战绩，该基地领导满怀感慨地说。

从无往不胜到无“网”不胜……一字之

差，折射出我军网信事业的发展巨变，也映

射着这支部队向战而行、为战赋能的责任

担当。

走进该基地某展馆，记者在一张手绘的

党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指挥通信示意图中，

看到了那段抗战烽火的红色记忆——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

逐步演变为主战场。为保障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的联络指挥，1940 年，该基地前身部队利

用仅有的 8 部直属电台，组成以延安为中心

的 8 个战略指挥通信网。据史料记载，当时电

波覆盖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晋冀鲁豫陕一带。

抗日战争期间，党中央就是通过这条“红色

电信沟”，统筹指挥着各部队与侵略者顽强

斗争。

岁月荏苒，时代变迁。随着新一轮科技

革命与军事革命发展，网络信息体系在现代

战争中地位作用凸显，“无网不联、无联不

胜 ”成 为 军 队 信 息 化 智 能 化 的 发 展 趋 势 。

2024 年 6 月，该基地正式组建，成为建设网

信体系的重要基石。

从历史上的“八台八网”，到如今的“全

军一张网”；从奋战在山沟里的通信兵，到徜

徉在“数字江河”的网信尖兵……随着多手

段并用、多网系互融、全方位覆盖的新型网

信体系日趋完善，该基地在信息制胜的道路

上不断探索、向前迈进。

“一切建设都着眼于打仗需求 。”该基

地 领 导 告 诉 记 者 ，自 组 建 以 来 ，他 们 坚 持

边 建 设 边 备 战 ，着 力 转 变 传 统 观 念 、强 化

新 质 力 量 ，不 断 探 索 战 场 赋 能 新 模 式 ，争

当 网 信 体 系 建 设 排 头 兵 。成 立 后 不 足 百

日 ，该 基 地 就 展 开 一 场“ 千 人 百 日 大 会

战”，博士、硕士、战士一同上阵，对多项课

题 进 行 集 智 攻 关 、反 复 验 证 ，研 究 成 果 赢

得一线部队认可。

“从通信保障迈向网信作战，我们距离

战场越来越近了！”这是该基地某旅徐连长

最直观的感受。翻看徐连长的工作日记，虽

然上任刚满一年，但他有 335 天都带领分队

奋战于任务一线。

从西北大漠到东海之滨，从南国山地到

北疆密林，该基地官兵的攻关足迹遍布祖国

大江南北。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基地正

紧盯制约战斗力发展的各种瓶颈问题，全力

以赴向战冲锋，将“体系融合、全域支撑”的

理念贯穿于各个环节。

试验大楼内，该基地刘工程师正和技术

骨干围绕某课题激烈讨论。经过连续几日的

昼夜奋战，他们成功针对该问题研发出一套

防护系统。“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每一秒

都关乎胜负！”刘工程师说。

“抗战初期，通信兵前辈们曾自己建设

通信材料厂，用废弃铜丝、旧电池等材料攒

出来一部部‘土造’电台，架起了战场通联的

‘生命线’。”回望历史，刘工程师目光坚定，

“我们只有努力提升打赢能力，才能传承红

色血脉、不负历史重托，用智慧与担当书写

新时代‘网信兵’的奋斗篇章。”

电波无声 ，向战有为 。穿越历史烽火 ，

这 支 昔 日 的 英 雄 部 队 正 在 加 快 完 成 体 系

重 塑 与 力 量 重 组 ，以 更 先 进 的 技 术 、更 丰

富的手段，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上奋勇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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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年时的曾美。

图②：老年时的曾美。 （图片由黄建建提供）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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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是一首歌——

“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

燃烧在太行山上……”

每一首歌，都有高潮——

85 年前的那个盛夏，横亘太行、被日军狂妄

地标榜为“钢铁封锁线”的正太铁路上，八路军指

战员打响了敌后战场规模最大、参战兵力最多、

持续时间最长的攻势作战。

这场后来被誉为“百团大战”的战略性进攻

席卷华北后，日军控制下的 2000 余公里铁路公

路 、近 3000 个 大 小 据 点 被 摧 毁 。 血 火 交 融 的

2170 余次战斗，犹如气势磅礴的交响曲，每每闻

之，总让人难以抑制澎湃的心潮。

经此一役，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遭受打击。华

北的捷报，鼓舞了全国，震惊了世界。

日军战史无奈承认：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

意料，损失甚大。“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中共

军均已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如此下去，华

北将成为中共军的天下”。

历史并未走远。抗日烽火中，一种精神深深

融入了太行山。太行，不再仅仅以山脉的形式存

在，而是从此有了性格，成为一种象征。

2025 年 7 月 7 日，正值全民族抗战爆发 88 周

年。当天下午，习主席来到位于阳泉市狮脑山的

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向八路军烈士敬献花篮，

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展陈。他强调，百团大战的

历史壮举，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

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

磅礴力量。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

代代传下去。

80 多年过去，硝烟散尽，当一次次英勇无畏

的冲锋铭刻史册，对伟大抗战精神的追寻和传

承，是后人对那段历史最好的纪念。时代昂首向

前，这种精神我们必须永远装在“行囊”里、带到

征途上。

“血战到底”的老红军革命
意志压倒日寇“武士道”精神

狮脑山上，百团大战纪念碑形如一把锋利的

刺刀直插云霄，两侧“烽火台”高高耸立，砖石垒砌

的“长城”蜿蜒起伏，象征着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

“1940 年，战争的广度烈度在骤然加剧。”置

身于广场上，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卫萍

告诉记者。彼时，日本在中国战场再次加大赌

注，几乎切断了中国所有海陆外援通道，扶植起

汪精卫伪政府，并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

逼降。一时间，国内的投降派、亲日派异常活跃。

至暗时刻，方显一个政党的担当。

破袭正太路、血战狮脑山、攻坚娘子关……

那年，青纱帐遍地之时，无数八路军指战员从山

野田间钻出，沿着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北宁等

交通干线发起猛攻。

陈列在百团大战纪念馆展柜里的《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文本虽已斑驳，然而“抗战到底、团结到底”的号

召依然力透纸背。

“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广大八路军指战员

抱定血战到底的信念，谱写了一部惊天地、泣鬼

神的英雄史诗。”张卫萍向记者讲述道：血战磨河

滩战斗中，一位叫李锁子的司号员在白刃战中刺

刀捅弯后，继续把枪托当榔头使，狠狠地向鬼子

头上砸去，顽强战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他

所在连队打退日军 10 余次进攻，毙伤日军近 200

人，涉水突出重围。返回主力部队时，全连仅剩

17 人。

战斗一场接一场，牺牲者一批连一批。百团

大战的烽火，从 1940 年 8 月一直燃烧到 1941 年 1

月。这场大战中，仅第129师减员就达7812人。

展馆中呈现的一次次冲锋，从白昼到黑夜，

是“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

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的同仇敌忾，

也是敌强我弱局势下以铮铮铁骨卫河山的英勇

无畏。

在无数次惨烈的白刃格斗中，战场上出现了

越来越多日军投降的情景，这在之前的战斗中极

其罕见。

作家魏巍曾说：“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这是

两种精神在较量：一种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

神，一种是老红军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谁更顽

强，谁压倒谁。”

此役的辉煌战果，不仅振奋全中国，更是当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难得的一抹亮色。

东条英机在 1941 年的军事总结报告中说，

昭和十五年（1940 年），敌人（国民党军）迄未进

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在华北举行

大规模的出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把此役

称为“挖心战”，以后将每年的 8 月 20 日作为“挖

心战”雪耻日。

日军不得不承认，其在华主要对手已转变为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自那时起，日军

投入敌后战场的兵力开始超过正面战场。

数据昭然：1941 年至 1942 年，日伪军组织了

30 余次万人以上兵力的“扫荡”；仅 1941 年一年，

日军在华北就与八路军交战达 1.7 万次……

“民族复兴，始于精神的崛起。”采访中，记者

偶遇阳泉一家企业党员先锋队组织的红色寻根

活动，一位党员向记者分享了他的参观感悟，“这

场战役，让世界铭记的不仅仅是胜利，更是共产

党人‘血战到底’的骨气，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

党人和中国人民是打不怕压不垮的。”

“散得开、收得拢”的部队
越打越坚强、越打越壮大

在一张又一张攻防态势图中，记者看到了一

种奇特的态势：日军大举进攻，步步进逼；国民党

军屡战屡败，节节后退；八路军则挺进日军后方，

如星星之火散开，开辟抗日战场。

“敌人进攻越来越猛烈，而我们的队伍则越打

越坚强，越打越壮大。”张卫萍为记者提供了这样

一组数据，1939年和 1940年是华北敌后战场斗争

十分激烈的两年。据统计，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

“扫荡”就达 109 次，使用总兵力在 50 万人以上。

然而，这些“扫荡”被八路军一一粉碎。

华北各根据地在巩固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

日渐巩固，八路军自身也迅猛壮大。记者在史馆

的一份资料中看到，到百团大战前夕，八路军总

兵力已将近 40 万，装备各种枪近 20 万枝（挺）、炮

240 门，并拥有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

东五大块根据地，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举足轻重的

武装力量。

“砥柱之所以为砥柱，在于能在生死存亡之

际找到胜利之路。”参观过百团大战纪念馆后，李

阳这样感叹。这位来自武警山西总队的年轻指

导员，以前一直有一个困惑：“100 多个团，在通

信技术、指挥手段都很落后的条件下，是如何相

互配合，赢得这场胜利的？”

在参观的过程中，李阳找到了答案——“百

团大战中，呈现出了一种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

军事战略战术”。

在长达 2800 公里的战线上，105 个团约 27

万人相互协同、彼此策应，作战期间各根据地的

游击队根据战场态势自动参加战斗，自发追歼

敌人。

“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李阳告诉记者，百

团大战是一场战略集中、战役战斗分散作战的典

型战例，这背后体现的不仅是人民军队各级指战

员高超的战略战术素养，更是中国共产党和其领

导的人民军队无比坚强的组织力、执行力。

“彭德怀同志讲，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具

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李阳用这样一句话

总结自己的感悟，正因如此，这些灵活机动的敌

后游击战争，使得中国敌后抗战呈现出生动活泼

的局面，演绎着“无时不战、无处不战”的情景。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描述，“从晋北山区到东

海 岸 ，从 南 面 的 黄 河 到 北 面 的 长 城 ，都 成 了 战

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五个月。一百

团 人 打 击 了 敌 人 的 整 个 经 济 、交 通 线 和 封 锁

网”。第 129 师参谋长李达回忆，“我亲眼看到彭

副总司令、刘师长、邓政委和左副参谋长，冒着

枪林弹雨，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部队勇猛

杀敌”。

我军在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沉重打击了日寇

嚣张气焰，极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大后方

弥漫的悲观空气为之一扫，国民党暗涌的投降逆

流得以抑制。就连蒋介石也表示：“贵部窥破好

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勉……”

“这场战役对日军的战略部署产生了深远影

响。日军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在华北的军事态势，

调整战略、分散兵力，为我们后续的抗战创造了

有利条件。”张卫萍感慨。战役期间，日军被迫从

正面战场抽调 2 个师团回援华北，有效缓解了正

面战场的压力。

美国《纽约时报》在 1940 年 9 月 5 日的报道

中写道：“华军在河北大规模进击之事，此间各报

均详载之。”随着抗战的深入，世界各国逐渐意识

到中国人民的抵抗精神和不屈意志，为中国争取

国际支持奠定了基础。

谁拥有人民这个大后方，
谁就会取得胜利

站在纪念碑前，向东北望去，山川雄浑，阳泉

尽收眼底。

1947 年 5 月 2 日，晋东工业重镇阳泉在战火

中获得新生。两天后，阳泉正式设市，成为我党

历史上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

经过 70 多年发展，如今，这座在战火中新生

的城市，已是生机勃勃的幸福家园。

时光流转，一份情却从未变过。

在狮脑山上，驻扎着一支空军部队。走访

中，一名老兵向记者感慨，老区人民真暖心。驻

地有一位芦存林大娘，自 1954 年起，始终坚持义

务服务驻军官兵。她初访军营心疼战士衣服破

了，就开始徒步上山为战士们缝补衣服，50 余载

风雨无阻，肩扛布包奔走山路，补衣数万件。她

送三代亲属参军，被战士唤作“兵妈妈”。她临终

前仍感念：“对部队，就该像对自家人。”

“充分依靠民众的磅礴力量，做到兵民一心，

这是百团大战胜利的根本，更是人民解放军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密码。”百团大战纪念馆讲解员石

玮说，每一名共产党员、每一位八路军新四军指

战员，都与人民保持着紧密的血肉联系。这是中

国历史上其他任何党派、任何军队所不具备的。

一份档案，见证鱼水情深——

《正太战役晋中各县动员情况统计》记录，仅

晋中一地动员的民兵数量就达到万余人，老乡们

还为部队准备了蔬菜、鸡羊、炒面等。

一组数据，展现人心所向——

据粗略统计，华北根据地有上百万群众参

加了百团大战。仅太行根据地的第二专区，就

曾出动 7 万多民工，运送 410 万公斤粮食、1 万余

公斤蔬菜、1000 多只羊、50 余万公斤柴草和 3 万

双军鞋。

一份日军文件自陈：“共军情报传递巧妙迅

速，讨伐行动常被预知，居民无人提供情报。”作

家王树增在其著作《抗日战争》中写道：“之所以

说日军对中国的占领是‘名义上’的，指的是侵华

日军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后方。没有后方的军队

是悲惨的。没有后方的战争注定失败。”

事实证明：在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在中国

人 民 心 中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名 字 ，一 天 天 响 亮 起

来。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成为拯救

民族危亡的重要力量。

当 1945 年春天到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根据地已遍及大江南北，总面积约 95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1 亿。依托抗日根据地，广

大抗日武装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愈挫愈强、愈

打愈多，人民军队抗战之初仅有 4 万多人，到抗

战结束时，已发展壮大成百万大军。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主宰历史沉浮的，

始终是既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人心之水”。

在纪念馆参观结束时，记者在墙上看到了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的一段话。就在

抗战胜利前夕，他豪迈地指出：“三次革命的经

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

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

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

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

化也是不可能的。”

望着广场上耸入云天的纪念碑，记者深切感

受到，在 1940 年的历史天空中，中国共产党正是

那座砥柱人间的山峰。

凝望狮脑山：砥柱中流看此峰
■本报记者 郑茂琦

老 兵 见 证
我的抗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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