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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战役
周恩来说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

序幕是济南战役”。
1948年 9月 16日晚打响的济南战役，是我

军第一个对重兵固守的大城市强攻速决的范
例，8天8夜全歼守敌，把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
连成了一片。

李文祥所在的华东野战军10纵29师85团，
主攻济南外城西面的永镇门。城墙坚如铁桶，
在敌人三层火力网和磷光弹、毒气弹、火焰喷射

器之下，部队殊死苦战，副团长刘竹溪负重伤，
还牺牲了两位营长。这时李文祥报名参加了 2
营爆破队。

22 日晚 8 点半总攻开始。7 个爆破组前仆
后继，只将城墙炸开了一个不大的豁口。队长
喝道：“共产党员站出来！”齐刷刷站出一排战
士，其中有李文祥。“李文祥，你不是党员！”李文
祥急了：“别看俺不是党员，打仗可不含糊！”

的确，他既会爆破，又是神枪手，直到后来
转业还能一枪打落飞鸟。连长和指导员都待见
他，平时常给几发子弹让他练手。

冒着呼啸的枪林弹雨，李文祥抓起手推车
冲了出去，20来斤重的炸药包在车上堆了好几
包。他个子小目标小，跑得又快，城墙上敌兵的
尸首扑通扑通掉在面前也不畏怯，终于跑到了
城门口。爆破手们把300多斤炸药堆成一垛，喊
一二三，拉响导火索就跑，只听轰的一声，3丈多
高的永镇门炸塌了。李文祥记得，有7支部队从
这个缺口冲进了济南城！

85团2营4连3排被授予“永镇门爆破队”称
号，并获一面锦旗。李文祥荣立二等功。

他的手被炮弹皮崩了一下，流了血，发1元2角
钱，他不要，领导说不要不行，这是你的负伤补助。

据统计，济南战役死难烈士5101名。
烈士陵园建在济南市的英雄山上。据说

1952年毛泽东主席登临此山凭吊烈士时说过：
“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
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在山上，不见墓碑的墓
池铺满层层梯台，烈士们整齐平卧于一方方泥
土中，仿佛生前并排睡在大通铺上。这里面有
李文祥的不少战友。

今年4月，济南军区及第26集团军特邀“李
文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到济南、潍坊做报
告，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政委杜恒岩和第26
集团军军长马宜明出席了报告会。虽然李文祥
因为年迈体弱未能前往，但部队官兵格外动感
情，掌声特别响，泪水特别多。军区联勤部还送
给老人一套海陆空3件羊绒毛衣将军服。

李文祥的女儿李金英作为报告团成员拜谒
英雄山时，被深深地震撼了，这里躺着的都是她
敬爱的父辈啊！但她不敢让老父亲来这里，父
亲看见穿军装的人都激动得不行，一旦面对这
漫山遍野的战友坟墓，心脏怎么承受得了！

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历时65天，我军60万消灭敌军80

万，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牺牲最
重、歼敌最多的一场战役。

1948年入冬，10纵阻击徐州东援之敌，李文
祥从碾庄、太平庄、徐州一路打向西南。他说：

“我打坦克最在行！”当徐州守军出动大批坦克
将我军工事压为平地时，他迎着扫射飞奔到坦
克跟前，将炸药包猛地塞进履带和轮子之间，履
带一炸断，坦克傻鼻子了！他和战友们干掉了
20多辆坦克。

最惨烈的是鲁楼堵击战。11月底，敌军黄
维兵团在豫东永城一带陷入重围，杜聿明集团
放弃徐州逃向西南企图会合。我军急行军堵
截，12月3日在皖西鲁楼一带堵住了潮水般的敌
兵。敌人飞机大炮重兵猛攻，我军鏖战6个昼夜
堵击。李文祥的连队因炊事员牺牲饿了4天，就
着凉水嚼生麦粒也毫不退却，子弹打完了用刺
刀捅，用枪托砸，用牙咬，一片血肉横飞。

连队阵地上打到只剩下了指导员、战士马
士华和李文祥。李文祥记得来自山东沾化的马
士华是一个爱说话的年轻人，战斗间隙，李文祥

让他歇歇，他要抓紧挖工事，正说着话，一记冷
枪突然飞来击中他的鬓角。李文祥捂住他头上
的血口子，想拿急救包，他嗯了一声就死在了李
文祥的怀里。后来指导员也牺牲了。

李文祥满身血迹晃下阵地，只听营长喝问：
谁？他答：我，上面没人了。营长说：你不是
人？！他转身又和增援部队一起返回了阵地，一
支枪打热再换一支，一直打坏了 3支枪，死死堵
住敌人的去路。

到了永城陈官庄围歼战，雪野皑皑，敌我短
兵相接。李文祥放哨时，发现敌兵在路沟里架起
轻机枪偷袭连队，便当起狙击手，“叭”的一枪将
其击毙。举旗的值卫官又来送死，架设重机枪的
敌兵也被打散了。他一共打死了30多个敌人。

火线上，李文祥一个月连升两级，先任副班
长，又任班长。荣立特等功时，教导员给他胸前
挂大红花，还换了一支日本大盖子枪。

渡江战役
1949年初春，全军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第

10纵队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 28军，李文祥成为
新编 83师 247团 2营 6连 1排的班长。这个“数
字化”记忆从此嵌入他的生命。

83师是军里主力师，247团是师里主力团。
勇士李文祥成了“尖刀上的刀尖”。

渡江战役前夕，苏北平原的油菜花开了。
行军到长江边，指导员拉拉他的衣角，沉声问：
你入党吗？他一时没明白：为啥入党？指导员
正色道：要解放全中国，你不入党？为人民服
务，你不入党？他想起危急关头首长总是高喊：

“共产党员站出来！”立刻回答：“入党！我入！”
党员就要永远听党的话，党员就要有个党

员的样儿！——倥偬之际指导员的这句话，板
上钉钉一样揳进了他的心田。这既是主义的力
量，也是心灵的向往，二者熔铸在了一起，从此
他就为这个崇高神圣的信仰而战，而活！

4月21日晚，百万雄师过大江，28军由扬中
至靖江一带启航。“毛主席借东风”，东南风忽然
转成北风，百舸千帆箭一般齐射长江南岸。李
文祥乘坐的帆船装载一个排的兵力，他在船头
守着架起的机枪。黑暗中，争先恐后的船只拥
挤碰撞，他们这条船的船帮都撞破了。女船工
摇着橹，大声说：别怕，非把你们送到那边不可！

李文祥和战友们勇猛地冲上滩头阵地，把
长江天险踏在了脚下。

引子
新年上班第一天，省委书记卢展工下乡调研

慰问，与一位老农相遇，无意之中，竟然刨出了一
个尘封半个世纪的英雄故事，发掘了一个实实在
在的模范典型。

这是一个平静的午后。
白衣阁乡北街村口，那个苍迈的身影又在家

门前徘徊，去年患脑血栓以后他拄上了拐杖。
老人听说今天有人会来看他，入腊月了，他

想又是民政干部来慰问老军人吧。
下午3点多钟，一大群人从东边过来了。老

人看到最前面那位和蔼的中年人，走上前来握住
了他的手，但在突如其来的热闹气氛里，老人并
未听清这是省委书记卢展工。

今天是2011年1月4日，新年上班第一天，卢
书记就下基层调研，风尘仆仆地来到濮阳市范县
走访慰问，体察民生。

简朴的堂屋里，卢书记与老人坐在了迎门方
桌的两边。

谁也不会想到，今天省委书记与这位老农的
相遇，无意之中，竟会刨出一个尘封半个世纪的
英雄故事，发现一个实实在在的模范典型！

老人叫李文祥，虚岁87岁；老伴陈宝珍比他小
10岁，福建人。

卢书记问陈宝珍怎么嫁到这里来了，李文祥
老人接道：“我在那儿当兵的呀。”

老人看看条案上的镜框，那一幅胸前佩戴奖
章、戴大盖帽的军人戎装像，是依照他35岁生日照
片画的，出自福建的民间画匠之手。

他兴奋起来，但遥远的时光拥堵着记忆，只是对
卢书记说：……解放济南时候，爆破手就有我一个，拿
小车子推的炸药！

卢书记与他亲热地拉起了家常，指着画像
说：看那时小伙子多漂亮啊，年轻的少尉，戴着军
功章，您可是个大功臣啊！那您后来怎么回来了？

他答：从部队转业了呀，干保卫工作。
李文祥老人接着说起了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回

乡支农经历，卢书记一听就明白了，关切地问他现
在是什么待遇？他说是农民。

卢书记对跟随调研的有关部门和地方的领

导说，李文祥同志在部队提干以后转业，后来精
简下放支农，对这样的特殊情况，应该是有政策
的。想想这样打过仗的、立过战功的、在济南战
役当过爆破手的……

一听爆破，老人接道：爆破炸药，我最熟悉了！
卢书记说：您当兵打仗，又参加新中国建设，

当国家有困难的时候，您就报名回农村了，什么
都没有要。

老人摆摆手：没待遇，我不要待遇。
卢书记笑道：啥也不要，那您回来干啥？回

来就为当农民啊？回来就回来啊？
他指着陈宝珍跟老人风趣地开玩笑：想当初

您是英俊的转业军官，人家才跟您的对不对？是
不是娶了媳妇就要求回乡了……

屋子里荡漾一阵笑声。
到这时，卢书记在老人家里待的时间不短

了，后面还有日程安排，慰问似该告一段落，摄像
记者中已有人退出了堂屋。

然而就在这一刻，比新闻记者更加敏锐的卢
书记，指着那幅戴军功章的画像，向老人追问了
一句：“您立过什么功？这几个军功章还在吗？
我看看行吗？”

老人拄杖起身走进西间卧室，从桌子抽屉深
处拿出了一个老旧的小布包，放在卢书记面前，
白色的包布已灰黄磨损。

卢书记解开小布包四角系的结。谁知这一
解，就解开了一个惊天隐秘：

1949年1月颁发的淮海战役纪念章；
1949年4月颁发的渡江胜利纪念章；
1951年9月出席第28军第四届英模大会纪念

章；
1954年2月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

团赠发纪念章；
1956 年 5 月颁发的 1945~1950 年解放奖

章……
嗬，奖章和纪念章都成堆了！
一张小黄纸片，是福州战役特等人民功臣奖状，

由团长刘竹溪等于中华民国38年（1949年）10月颁发；
一张受到军训会议嘉奖的奖励卡片，由营长

高美堂等颁发。
而最有分量的，是那一份残破的奖状。上面

印着毛泽东、朱德的肖像，由第10兵团司令员兼
政委叶飞、副司令员成钧、副政委刘培善等1950
年7月联名签发。

卢书记眼睛一亮：“叶飞，10兵团的！你是10兵
团的战斗模范！”

老人自言自语：战斗模范不咋多的。
卢书记深深点头：对呀，战斗模范很难得的。
还有一段最重要的文字，用钢笔写在这张奖

状的背面，很容易被人忽略——“立功事迹：一、
济南、淮海、平潭战役中一贯机动灵活英勇顽强，
共立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特等功一次。
二、进军福建时不怕难苦，帮助同志们劳动，一贯
带头起模范作用。三、在备战练兵中能够教育同
志，进行思想互助，自己对军事演习特别积极，带
头苦练，对再战金门决心很大。”

一个人立一次功已不容易，难的是如此屡屡
立功，立大功，立新功。

布包里还有一对少尉肩章，红布领章只剩下
了一片。

一沓陈旧的小本本，有《兵役证》、《中国人民
解放军速成小学毕业证书》、《复员军人证明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军官兵役证》、福建省建
设厅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作证》、《党费证》、《工
会证》、《退职职工救济证》……

卢书记最后小心地翻开了一本《中国共产党党
章》，这是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通过、1954年5月上海第23次印刷的版本。

卢书记捧着它笑道：好好保存啊。
他把小布包重新系好，激动地说：“这一包

东西，了不得！这就是我们的英雄啊！李文祥老
人是打过仗的，立过战功的。后来参与地方建设，
当国家有困难时，又回到农村。心态比较好，心比
较平，境界比较高。这就是我讲的平凡之中的伟
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烈
责任感的‘三平’精神。很平凡，很平静，很平常。
他只有讲到当爆破手的时候，容光焕发。”

他深情而敬重地望着老人：“革命战争年代
你们出生入死，和平建设时期你们又这样安贫乐
道不求索取，这就是革命传统，这就是革命精
神。全社会都应该向你们这些老英雄学习，各级
党委政府要关心好这些老同志。我代表省委、省
政府向您表示慰问，向您学习！”

就这样，从一个最沉寂的角落里，从一片最底
层的泥土中，省委书记无意之中发掘出了无价之
宝，一个传奇由此揭秘，一段佳话由此传扬。

而整个“剧情”的关键点，是李文祥老人突然
拿出那个小布包。

记者在网上反复点开河南电视台的那段新
闻片，捕捉当时老人的表情和心理：

当卢书记解开小布包时，李文祥老人面朝卢
书记，下巴抵在扶着拐杖的手背上，好像伏在桌
子边的一个孩子，等待老师审查他的假期作业。
他的眼神有些忐忑，姿态令人生怜。

没有一丝炫耀，没有一丝骄傲，猝然之下拿
出布包，仅仅只是为了证明，不是虚夸说谎，这一
切都是真的，真的。

小布包里的一切，气吞万里，重逾千钧，真真切
切是用命换来的！

从此，战斗功臣的64年风雷，英雄老人的87
年心路，一段光辉的历史浮出水面，一个宏大的
人生渐渐显影。

李文祥的33岁独生女儿李金英，当省委书记卢
展工慰问时，她在人丛背后目睹了那一幕。过后她
问：爹，你的小布包里是啥东西呀，让这么多人稀罕？

记者也问老人，如果省委书记没发现你的小
布包，它会悄悄放到什么时候？

老人笑道：等我死了，放棺材里带走。

上篇
从华野到三野，李文祥从军9年，参加6

次战役，从中原一直打到台湾海峡，历任战
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荣立
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并获战斗模范、特等
人民功臣称号，戴上了解放奖章，出席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28军第四届英模大会。转业之
后继续奋战6年。赫赫功绩足以证明，为了新
中国，他早已把自己全部捐出去了，捐心，捐
躯，虽然他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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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忠心 9年参加6大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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