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为国而死，该永记他们的名字”

孙庄村民自发为本村抗战老兵立碑
95岁的老兵孙耀邦对参战经历记忆犹新
“打下一架日军侦察机，用牲口拉回了师部”

“我们村有两位抗战老兵，村民自发为他们立了石碑，他俩分别在参加台儿庄战役和中条山战
役战死的，他们是我们孙庄村的骄傲。”昨日上午，孙庄村村民孙先生致电本报。
孙先生说，当年，村内建有国民革命军的军械库，1937年8月，村子曾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村里
的热血男儿踊跃参军抗日，“一位参加中条山战役的老战士还健在，今年已经95岁了。”
郑州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通讯员 孙双福 文/图

昨日上午，郑州晚报记者
在孙庄村东侧，见到了村民为
两位老兵建立的石碑，碑前放
着花篮。两侧对联写道：抛头
颅洒热血英雄不死，抵外侮御
强寇功德永存。

石碑后侧写着两位烈士
的名字和生平：孙光煜，1911
年生，荥阳县须水镇灵椿岗

（即今孙庄村，当时归荥阳管

辖）人，荥阳孙氏 21 世族人，国
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前任国
民革命军关麟徵第 52 军第 2
师第 1 团少校营长，1938 年 3
月在山东省台儿庄会战中为
国捐躯，时年 27 岁；孙小苟，
1917 年生，荥阳县须水镇灵椿
岗人，荥阳孙氏第 22 世族人，
生前任国民革命军孙蔚如第
四集团军第 10 军第 6 旅上士，

1941 年在山西省中条山战役
中壮烈牺牲，时年 23 岁。两
位英烈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中
国人民抵御日本侵华战场上，
杀敌献身，壮烈殉国，英雄壮
举可歌可泣，特勒石建亭以为
纪念。

碑前，有村民读着两人的
生平长叹不已，“他们为国而
死，该永记他们的名字。”

62 岁的孙庄村村民孙双
福，多年来一直研究本村历史。

孙双福说：“当年，国民革命
军22师的军械库就在村东侧，是
一个大仓库，日本特务调查得清
楚，所以，卢沟桥事变没多久，日
本的飞机就轰炸我村了，最终把
这个军械库给炸毁了。”

孙双福说，因为当时国民

革命军经常在村里操练，不少村
里青年深受感染，全面抗日战争
一打响，纷纷请缨上战场抗日。

“‘如果祖国遭受侵犯，热
血男儿当自强，喝完这碗家乡
的酒，壮士一去不复还……’
每次听到电视剧《亮剑》主题歌
中这几句歌词时，我都会非常
感动，似乎看到我们村的那一

代热血男儿，为了家仇国恨，扛
起枪告别父母，离开了家乡，很
多人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孙
双福抚着石碑说，“这两位就是
其中的代表。”

“村里参加抗日的青年很
多，这两位的生平当时在荥阳
档案馆存着，所以才保留至
今。”孙双福说。

孙庄村里有一位参加过八
年抗战的老兵，那就是 95 岁的
孙耀邦。老人对自己的参战经
历记忆犹新。

孙耀邦说，自己和同村孙
振平一起参军，加入国民革命
军第 14 集团军第 93 军 166 师
工兵营。参军两个月，随军队
进入山西中条山，中日两军陆
续在此集结 3 年，大小战役无
数。“在沁水县山交村，我们打
下一架日军侦察机，俘获两名
日军驾驶员，雇用老百姓牲口
把飞机拉到师部。”孙耀邦说，
当时，一条军大衣、一条军毯就
是全部家当。随后，孙耀邦被
调到西安防，直至1945年9月2
日日本投降，“我那年 10 月回
到孙庄务农至今。”
线索提供 岳先生（稿费50元）抗日青年很多，但留下档案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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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发为抗日老兵立石碑

抗日青年很多，只有两位档案留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