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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尔田：哥哥的牺牲成永远的痛

个人简介：居尔田，1931年出生，1945年
1月参加革命，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
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1955年
3月退伍回乡。

家住周山镇狄奔村的居尔田是一名抗战
老兵，日前，记者来到他家时，老人正在家中
休息。得知记者的来意后，他感慨地说：“我和
哥哥都参加了革命，哥哥在战场上牺牲了，我
比哥哥幸运，活了下来。”

居尔田说，他是三兄弟中的老二，上有大
他 6岁的哥哥，下有小他数岁的弟弟，自小家
境就非常贫寒，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有的事。
1942年，哥哥报名参军。那年，12岁的居尔田
看见哥哥穿着军装、拿着枪，心里暗暗下定决
心，等过几年，也要像哥哥一样去参军。

1945年，年仅 15岁的居尔田报名参了
军。居尔田说，那时候，他不仅年龄小，个头也
很小，发下来的军装都不合身，枪比自己还高
一些。因为年龄太小，进入部队后，他没有被
安排上战场，而是成了通讯兵，专门负责把部

队领导的指示、要求传给各个营、连、排。“那
时候，部队没有电话，传达信息只有靠通讯
兵。”居尔田说，别看他个头小，但跑起路来
非常快，每次接到任务后都能很快完成，也多
次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

通讯兵一般不直接参战，但有时候遇到
突发情况，也会被安排上战场。参军没几个
月，居尔田便与战友们一起在临泽附近参加
了一场战斗。居尔田说，那时候，部队装备较
差，不能直接与敌人抗衡，以游击战居多，但
每次遇到对我军有利的战局，我军都会有一
套详细的部署，一般情况下，会设三道防线，
一道防线被攻下后，二道防线的战士便会来
迎敌，并掩护第一道防线的战士撤退，如果打
到第三道防线，便已经到了危险时候，部队会
选择撤退，减少伤亡。

“小时候，家里穷没读书，也不认识字，现
在认的字都是在部队学的。”居尔田告诉记
者，在部队，除了打仗，一有时间就会被安排
参加学习，部队识字的战友便是他们的老师。
上课也没有固定的地方，只要有空闲的地方、
空余的时间就可以上课，有时候站着上课，有
时候还拿着枪上课，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就会
立即上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居尔田又随部队参加
了解放战争，先后经历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等。居尔田告诉记者，虽然自己与哥哥都参了
军，但两人并不在同一个部队，也不知道对方
的消息。直到 1948年，家里来信说，哥哥在湖
北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参军后，我和哥哥
再也没见过面，这是我一生中的遗憾。”居尔
田感慨地说。

解放战争胜利后，居尔田并没有选择退
伍或转业，1950年，他又随部队参加了抗美
援朝，直到 1955年才回国，并退伍回乡。

杨新：找着敌人的弱点就能打胜仗

个人简介：杨新，1923年出生，1940年参
加革命，1941年入党，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担任过副连长、连长，
后在解放战争中受伤，1950年转业到地方。

“那时候战斗非常激烈，我参加八路军、
入党都是秘密进行的，特别是入党，除了介绍
人，周边的战友都不知情。”日前，记者来到位
于甘垛镇沈团村的抗战老兵杨新家中，得知
记者的来意后，今年 93岁的杨新立即说道。
虽说已到耄耋之年，但杨新精神状态非常好，
耳不聋、眼不花，详细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
参军经历。

杨新说，自己是 5兄弟中的老三，小名
“小三子”，因为家里穷，从小便在地主家放
牛。一次放牛时，他看见一位 20多岁身穿军
装的战士在附近站岗，当时他并不知道对方
的身份，也不清楚八路军是什么部队，接触时
间长了，两人渐渐熟悉起来。一有机会，那名
战士便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后来在那名战士
的介绍下他参了军，可惜他至今都不知道那
名战士的真实姓名。

“那时候参军，如果有叛徒去告密，家人
就会受到牵连。”杨新说，他是秘密参军的，与
一同参军的战友在村里的庙里集合，连夜赶
到金湖，后又转到了徐州的部队。他参军第一
仗便是在徐州打的。进部队后，他拿到的第一
把枪是“汉阳造”，只发了 3颗子弹，还有两颗

是“瞎子”（指用过的子弹），当时虽然子弹严
重不足，但每个战士身上都要背着一个子弹
袋，袋子里装满了子弹大小的葵花秸秆或树
枝，这些都是用来迷惑敌人的。

“找着敌人的弱点就能打胜仗。”杨新说，
那时候敌强我弱，部队很少与敌人正面交锋，
以伏袭为主，专打敌人薄弱的地方。一次，侦
察队发现路上有 20多个鬼子，且没有携带重
型武器。连长带着他们事先埋伏在山上的草
丛里，待敌人走近后，一齐开枪，打了鬼子一
个措手不及，最终打死了不少鬼子，还俘虏了
6个鬼子，只剩下几个鬼子逃走了。

杨新说，那时候，敌人对周边的环境不熟
悉，很少在晚上出来活动，部队就利用这一
点，不时地给鬼子们制造麻烦，大多数的时候
都能取得一些小的胜利。一次，鬼子们下乡来
扫荡，得知情况后，一个排的士兵负责转移百
姓，领导带领一部分士兵来到鬼子们的据点，
将能带走的都装在身上带走，不能带走的则
浇上汽油，一把火全部烧光。“也就是那次，我
有了参军后的第二把枪，是把‘三八’大盖，就
是在敌人那抢来的，比之前的那把枪牛多
了。”杨新笑着说。

由于在部队表现好，1941年，杨新加入
了共产党。“我入党只有介绍人知道，同吃同
住在一起的战友都不知情，同样，他们如果入
党，我也是不知情的。”杨新说，当时的斗争非
常激烈，有时候身边还会出现叛徒，为了确保
同志们的安全，每一位战士入党都是秘密进
行的，只有极少数人知晓。

1940年至 1945年，杨新一直在徐州、淮
安、安徽一带参加战斗。“那时候几乎每天都
会打仗，以游击战的形式与敌人展开斗争。”
杨新告诉记者，抗战胜利后，自己随部队又参
加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在
淮海战役时，他担任过副连长、连长；渡江战
役时，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肺部，战友们抓了
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医生为他做手术，医生说
如果取出子弹，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后
来这名医生通过手术将这颗子弹固定在安全
部位。至今这颗子弹都没有取出来。

1950年，因为身体原因，杨新选择转业，
1955年回到高邮参加工作。

蔡庆元：战场上胜败是常事

个人简介：蔡庆元，1928年出生，1944年
参加革命，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1955年退伍回乡。

家住汤庄镇中屏村的蔡庆元是一名抗战
老兵，记者来到他家时，他正躺在床上休息。
在床榻边，今年 88岁的蔡庆元向记者叙说了
自己的参军经历。

“是大哥让我有了参军的念头。”蔡庆元
说，自己是家中四兄妹中的老二，大哥是家里
的主要劳动力，一直想去参军却得不到父母
的允许。看见大哥想当兵，他也来了兴趣，于
是报名参了军。那是 1943年的下半年，他先
是在地方当民兵，那时候地方上有许多地主
家中有钱有枪，为了拉拢地方民兵，地主们常
常送些钱和枪到地方上来，自己也拥有了一

把枪，而且是一把英国造的好枪。4个月后，
他加入了部队，开始在一线与鬼子们斗争。

蔡庆元说，战场上胜败是常事。那时候，
部队力量较弱，武器弹药很缺乏，要想壮大自
己，只有通过打胜仗，到敌人的手上去抢。双方
力量悬殊较大，部队不可能正面去攻打敌人，
只能靠偷袭。有时候，偷袭会成功，有时候也会
因为一些信息失误而吃败仗。记得有一次在
宝应附近打了一仗。那时候，部队得到情报说
城里的几十名鬼子要下乡来，便派了 100多
名士兵事先埋伏起来，准备给鬼子们来个偷
袭。不知是情报失误还是鬼子们临时改变了
计划，下乡来的不仅有几十名鬼子，还有 100
多名伪军，那时撤退也不可能，只有迎面而战。
这场战斗，我军伤亡很大，最终只有一半人撤
退回来。“鬼子们见到我们转头就走了，反而是
伪军与我们展开战斗。”蔡庆元叹了口气说，战
争期间，许多贪生怕死的中国人投靠了敌人
成为伪军，他们帮助敌人欺负中国人，干了不
少坏事，真是比鬼子们还要可恨。

蔡庆元说，自己到部队参军时，将那把英
国造的枪带了过去，令战友们羡慕不己。那时
候，部队里大部分都是老式的枪，品种又杂。2
年左右时间，部队里的枪大多都换成了新枪，
其中有上面发的，更多的是战士们从敌人手
中缴获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庆元又随着部队南
征北战，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
役、上海战役等。“共产党能取得天下不容易，
如今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
后人当牢记历史，珍惜和平。”蔡庆元说。

周桂宏：参军抗日是我一生的荣耀

个人简介：周桂宏，1927年出生，1945年
1月参加革命，同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4年 1
月退伍回乡。

“我是 1945年 1月份报名参的军，参军
第 15天就在兴化附近打了第一仗。”家住周
山镇狄奔村的周桂宏是一名抗战老兵，今年
89岁的他精神矍铄，一一向记者道出了自己
的参军历程。

周桂宏是家中的老幺，父母去世早，哥哥
都已成家，独自一人的他主动报名参了军。

“我参加的部队属于高邮团特务连，部队驻扎
在周巷附近，周边荡区较多，是个易守难攻的
地方。”周桂宏说，因为特务连是部队里的宝
贝，来到部队后，他便领到了一把“三八”式，
拿到枪后非常开心，因为在其他的连队，新兵
是领不到好枪的。参军第 15天，他便与战友
一起在兴化附近参加了战斗，当时的任务是
攻打敌人的四个碉堡。那场战斗打得非常激
烈，从前一天晚上一直打到第二天下午才结
束。一场战斗下来，虽然伤亡较大，但部队取
得了最终的胜利，成功地炸掉了敌人的四个

碉堡。
第一场战斗结束后，周桂宏所在的部队

休整了半个多月，又在兴化打了第二仗，任务
是攻打河对岸的敌人。周桂宏说，要想打到
对岸去，必须走水路，部队领导想了一个好办
法，准备了几条船，在船上摆放一张桌子，往
桌子上盖一床弄湿的棉被，战士们便躲在桌
子下面向对岸射击，每条船后面由两名水性
好的战士在河里负责推船。为了保护进攻的
战友，他与其他战友一直在后面负责打掩护，
不断地向对岸开枪，吸引敌人的火力。

1945年 6月，周桂宏在盐城打了他参军
后的第三场仗。周桂宏说，记得那天下午，部
队到达城墙下，站在城墙上的敌人看见他们
后立即脱了上衣，光着上身拿刀远远地向他
们挥舞着，还大声地喊着口号。领导一声令
下，砰的一声枪响，吓得敌人立即蹲下身体躲
了起来。随后，部队开始进攻。傍晚时分，部队
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拿下了这场战斗。几个月
后，周桂宏又随部队一起来到邵伯，在邵伯参
加了抗日战争最后一役———高邮战役的外围
战斗。“只要枪一响，就会有伤亡。”周桂宏感
慨地说，每一场战斗的胜利都是用鲜血换来
的。第一次上战场心里多少有点害怕，后来
次数多了就慢慢习惯了，那时候，战士们早已
将生死置之度外。

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桂宏又参加了孟良
崮战役、涟水战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
战役等，在其中的一场战斗中，他的右手中指
被子弹打断。战争胜利后，周桂宏被安排进
入北京某空军通信团做供给员，1954年退伍
回到农村参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