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富贵老人。

□记者 付家宝 文/图

81年前的 7月 7日， 宛平城的枪声掀开了中国
人民反击侵略、全民抗战的序幕，中华民族自此开始
血火抗争、生死较量，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
利。 中华民族自此开始扭转百年衰败沉沦，走向了民
族独立、自强和新生。 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我们更应继承先烈的遗志，传承革命精神，志
存高远，勇于奉献，在奋斗的新时代实现自我价值，为
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中国抗战时期，是英雄辈出

的年代。 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王二小……无论是
革命战士还是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他们均在国
家面临危难时选择挺身而出。在满目疮痍的神舟大地
上，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至今仍
使笔者能够感到切肤之痛。 历史可以原谅，但不可以
忘却，唯有铭记历史，方能珍惜当下，才能创造未来。

知史明鉴，不忘初心。历史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
落后就会挨打，自强才能自立。 中华儿女经过近百年
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综合国力

不断增强，各个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前些日子，
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
发展和成就，与彼时被列强侵略的中国形成了强烈对
比。 新的起点，新的征程。 如今，中华儿女应带上强烈
的民族自豪感， 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不怕流血牺牲、
不断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弘扬勇于开拓创新
的改革开放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的道
路上砥砺前行再建新功， 不负革命先烈抛洒的热血，
不负他们为中国发展作出的牺牲。

继承先烈志建功新时代

铭记历史与使命 同心共筑中国梦

三千对十万 悲壮的许昌抗日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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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2岁的张则仁是一位抗战老兵，家住文峰街道办事处河
西社区。 至今，他还珍藏着渡江战役胜利纪念章、抗日战争胜利纪
念章、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等老物件。

1926年，张则仁出生在山东诸城，年少时曾两度被日本抓住
当壮丁，均机智逃脱。“我 1944年参军，1946年入党。 ”张则仁数次
说起这两个时间点，“入伍时，指导员问我叫啥，我说我没名字，俺
指导员给我起了张则仁，原则的则，他说在部队一切都要讲原则。”

张则仁印象最深的是他和战友们一起炸碉堡的惊险经历。
1944年 4月，张则仁所在连队奉命炸毁铁路。 他和战友们悄

悄藏好炸药包，并顺利炸毁了一段铁路。 没想到，日军很快就复原
了被炸毁的铁路。“炸铁路不行，我们就商量着把桥一起炸了，看他
们咋修。”张则仁回忆说，当时日军在桥头设有碉堡，碉堡内有日军

看守，还设了机枪和大炮。如果要炸毁桥梁，必须先摧毁碉堡。一天
夜里，张则仁所在部队开始行动了，按照命令，张则仁只身抱着炸
药包匍匐前进，安置好炸药包，点燃导火线。随着“轰隆”一声向，碉
堡变成了废墟，张则仁却被炸药震晕，被战友抬了回来。

“当时就想一定要炸毁碉堡完成任务，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回
来”。 张则仁说，自己所在的部队一直被重编，每天都要打仗，战友
不断倒下，只能不断的重组队伍。

1947年，张则仁所在部队从南京出发前往北京，途中需要过
一条大运河。 “一个连七八十人，都在桥上，不料桥上的绳索断了，
所有人都掉进了河里，只有我抱住了河边的一颗大树，其他人都没
有回来。 ”张则仁说罢叹了口气。

战争结束后，张则仁进入南京第三炮兵学校学习，于 1976年
转业到许昌车辆厂，担任该厂党委书记、厂长。目前，鲐背之年的老
人身体还算硬朗，闲暇时会看看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唱几句红歌。

抗战老兵宋富贵：

枪林弹雨铸军魂

又是一年 7月 7日。 81年前的 7月 7日，面对凶残狂暴的日本侵略者，百年尽遭侮辱、积弱不振的中华民族，在此时猛
然警醒，从此奋起抗争，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

八年抗战，多少革命先烈、爱国人士，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慷慨悲歌、前赴后继；多少先辈先烈、英雄模范，为了建
设新中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是他们用智慧、生命、鲜血和汗水，换来了中华民族的重生，换来了中华人民翻身当主人。

而今的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人民生活幸福且有尊严。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
大征程中，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是我们实现各项目标任务的可靠保障，也是我国设置“七七”抗战纪念日的根本意
义之所在。

张则仁老人手拿老照片，为国敬礼。

抗战老兵张则仁：

只身炸碉堡 舍身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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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梦源 文/图

在文峰游园附近的米兰小区，住着一位特殊的老人，他叫宋
富贵，今年 93岁，是一名抗战老兵，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等重大战役，见证了那段山河破碎、烽烟
弥漫的苦难岁月，曾经在枪林弹雨中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虽然已是鲐背之年，老人依然腰背直挺，精神矍铄。 几十年的
漫长岁月，逐渐模糊了许多记忆，但是，战场上那段浴血奋战的经
历，硝烟弥漫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宋富贵祖籍是周口扶沟，在他幼小的记忆中，家中仅有一间
旧草房，十分贫寒。 1938年，为了阻止日本的进攻，蒋介石下令扒
开了花园口，宋富贵的家乡因此被淹。 迫于生计，宋富贵的父母带
着年仅 13岁的他，来到了安阳林州。

后来，陈赓率领部队解放了林州，得知消息后，宋富贵千方百

计参加了革命队伍。 从此，他和战友们一起奔赴疆场，辗转各地，
参加了解放陵川、陵高的战役、安阳战役等，先后攻克了侍郎岗、
野川的日伪军据点，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

“战斗中，战友们都是奋勇杀敌，精忠报国，早已把生死置之
度外。 看到战友们血洒疆场，没有时间掉眼泪，也来不及掩埋尸
体，只能拼命向前冲。 ”说起牺牲的战友，宋富贵眼里噙满泪水。

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宋富贵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48年，
宋富贵和战友们参加了太原战役，在一次战斗中，一颗手榴弹在
宋富贵的身边爆炸了，一位姓王的战友当场殒命，宋富贵也被炸
得昏死过去。 战斗结束之后，战斗们清理战场时，发现了奄奄一息
的宋富贵，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宋富贵终于捡回了条命。

昔日沙场勇士，如今白发老人。 回忆起往昔的峥嵘岁月，宋富
贵依然壮志满怀，饱含深情：“我很幸运活到了今天，很感谢国家
给予这么好的生活待遇。 ”

□记者 冯子建 文/图

抗战老兵张怀德：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我去炸日军的炮楼，他们开枪向我扫射；日本鬼子拿着刺
刀刺我的右臂，我左手举起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记者面前
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名叫张怀德，是一位抗日老兵，虽然老人已
经 100岁了，并且头部曾受过重伤，但当记者问起他的抗战经历
时，老人声音洪亮，向记者讲述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918年，张怀德出生在开封杞县元寨乡芦楼村的一户农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向华北步步逼近。
抱着将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决心，20岁的张怀德参加了新四军，随
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远离家乡，跟随部队和千千万万
英勇的新四军战士一同剿杀日军。

战争是残酷的，张怀德每一天都与死神擦肩而过。1942年初
春，张怀德所在的部队在安徽攻打日军。 为了战役的胜利，张怀

德不顾枪林弹雨，和另外几名战士拿着手榴弹，抄小路向敌人的
炮楼匍匐前进。 炮楼有日军的严密把守，张怀德瞅准时机，用尽
全力将手榴弹扔了过去。 然而，这时日军发现了张怀德，他们拿
着机关枪疯狂向他扫射，一颗子弹打在了张怀德的头部。 万幸的
是，张怀德被战士们救起，得以捡回一条命。

“这样的经历太多了。 1942年 11月，在一场战斗中，一个日
本鬼子试图开枪将我打死，我一边躲避他的子弹，一边用大刀将
他的枪打掉了。 气恼的鬼子就拿着刺刀狠狠地刺向我的右臂，我
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左手举起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并将其砍
死……”老人说着举起右臂，右臂上的伤疤触目惊心。

新中国成立后，张怀德从部队转业到许昌。 如今，虽然年事
已高，但是当子孙问起自己的抗战经历时，老人都会认真向他们
讲述。 “我现在耳朵不行了，眼睛也看不清了，但我得把身体养
好，这么幸福的日子我要多活几年。 ”张怀德老人笑着说。

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

1944年 4月，侵华日军集十六万兵力，根据
“一号作战计划”， 发动了以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消灭汤恩伯部主力为目的的 “河南会战”(又称
“豫中会战”)。 1944年 4月 18日，日军在中牟县
境内强渡黄河，突破中国军队阵地，豫中会战开
始。 4月 23日，日军沿铁路继续南下，攻占许昌。

许昌成为第一战区的前沿阵地， 汤恩伯命
令五军之新编第二十九师固守许昌。 该师是由
周家口警卫团等地方武装扩编而成的， 师长吕
公良、副师长黄永淮、参谋长王元良，下辖三个
团，官兵 3000余人。 该师是国军装备中最差的
部队。 师长吕公良，原名吕周，浙江开化人，1903
年生，黄埔军校毕业。 他素怀报国大志，屡建战
功。 豫中会战前，吕公良向汤恩伯请缨抗战，愿
率新二十九师三千官兵，开赴许昌阻击日寇，誓
与许昌共存亡不久， 第一战区副长官司令部正
式命令吕公良率部开赴许昌。

新二十九师进驻许昌后， 防卫工作由吕公
良指挥。 城内设城防司令部联络处，负责协调联
络军政、军民各方面的事项。 师部开始设在城西
南的碾上，4月下旬迁南关远大卷烟厂， 随后撤
至城内东大街县商会和灞陵中学。

4月 23日，日军进攻和尚桥，许昌抗战由此
打响。 和尚桥守总兵力一千余人，由于我军仅有
步枪等轻武器，不久战斗便形成胶着状态。 但是
守军却毫不畏惧，双方激战至 24 日凌晨，中国
军队被迫撤退。

日军占领和尚桥后，许昌已进入临战状态。
4月 29日，许昌周围日军已至万余人，战车及汽
车增至 150多辆， 日军实现对许昌城的全面包
围。

4月 30日 6时，日军向许昌发起进攻。许昌
守城战斗打响。 最先与日军交火的是城北俎庄
阵地，俎庄是新二十九师哨阵地，由第八十五团

二营五连防守，该连利用残破的寨垣、新修的工
事和寨外埋设的地雷群， 居高临下沉着应战，打
退日军数次进攻。 由于屡攻不下，日军便使用了
毒气战。战至中午，该连完成支撑任务后，奉命撤
回。俎庄战斗，日军遗尸二十多具，而中国军队却
无一牺牲。 不久，五郎庙、思故台、塔湾三个外围
阵地也陆续与日交火。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突破
了中国军队在城西五郎庙的阵地， 守军且战且
退。 经过逐村逐阵地的阻击，战至 9时 30分，双
方在英美烟公司旧址展开激烈的手榴弹战，我军
遏制了日军的进攻。另一股日军猛攻美国教会医
院，攻占教会医院后即猛烈攻西关，三营营长宋
发魁率部同日军反复冲杀，稳住了阵地。 思故台
是一块丘陵地，是中国军队在南关的一个重要据
点，台上构筑了坚固的堡垒，周围挖有壕沟，沟外
埋有梯次地雷群，轻重武器形成交叉火力网。

由于思故台守军的顽强抵抗，日军将山炮一
中队推到离思故台阵地前 600米的地方，对守军
工事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南关阵地守军伤亡惨
重，但他们寸土不让，战至下午才奉命后撤。后日
军不惜代价，攻占了塔湾，致使城内吃紧。团长杨
尚武命令第三营营长黄希增率第二连由三里桥
反攻塔湾，刚到罗庄即与日军遭遇，双方展开激
烈的射击和掷手檀弹的战斗， 但终因敌众我寡，
反攻未成，二连官兵大都战死在阵地上。

城外的战斗使日军感到，许昌不是一举就可
以荡平的，新二十九师也不是一触即溃的，便集
中重兵进攻许昌城西南部，企图从我军防守薄弱
的西关、南关打开缺口。 4月 30日 16时，日军集
中兵力进攻西门、南门，吕公良师长则亲自坐镇
南门指挥战斗，守军在南门连续挫败日军六次冲
锋，双方伤亡惨重。 17时，日军飞机对西门、南门
进行低空轰炸，同时，炮兵也集中火力猛攻守军
坚守的房屋和西南角城墙。守军官兵依然英勇还

击。日军组织 27人的赤身决死队，利用硝烟为掩
护，乘机游过约六十余米宽的护城河，抢占河边
的三间房屋龟缩于内， 踏上了攻占许昌的第一
步。 18时 30分有数辆坦克驶过护城河，步兵在
19时冲进西门。 守军第八十七团二营营长手提
大铡刀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其
间请求增援却遭拒。二营孤军奋战，毙敌甚众，致
使全营官兵伤亡殆尽，西门遂被攻破。

傍晚，日军的坦克轰开了南城门，随即冲入
城内对周围目标猛烈炮击。南门守军与日军展开
激烈的白刃战。此时，日军后续部队蜂拥进城，我
军渐感不支，节节后撤。 日军北门攻击队攻占俎
庄之后，陷入了北门守军布满地雷的雷区，伤亡
不断增加。 同时又遭我军坚决阻击，直至 5月 1
日凌晨北关才被日军攻破。 经过一天的战斗，新
二十九师官兵伤亡惨重，许昌失守已成定局。 为
了阻止许昌沦陷，吕公良师长毅然决定将师旗焚
烧。 官兵们集体宜誓:“卫我中原，做到不成功便
成仁，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魂，不叛国，不投敌，
不受辱。 ”

在突围中，吕公良接连中弹，流血不止，5月
2日下午， 这位抗日名将停止了呼吸， 时年 41
岁。 村民们把吕公良的遗体埋葬在岗王村北地，
用一块青砖刻上“吕公良之墓”五个字作为墓碑。

新二十九师官兵在许昌英勇抗日一昼夜，三
千勇士对十万日军，使日军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
才攻占了许昌。后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
室在编写战史时， 多次提到中国军队坚守许昌
“抵抗异常顽强，毫无撤退迹象”。

在许昌作战中，涌现出了师长吕公良，副师
长黄永淮，团长刘繼军、杨尚武、李培芹五位抗日
殉国将领。在全国的八年抗战中为保卫一座中等
城市，出现如此多的殉国将领绝无仅有。

（摘编自《许昌文史资料》）

张怀德老人展示他的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章。

李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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