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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美援朝 70 周年·致敬最可爱的人”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张苑 文/摄

“鸭绿江边炮声隆，美帝不敢再逞凶”

“战争贩子发了疯，一纸命令到丹东。鸭绿江边炮声隆，
美帝不敢再逞凶。”翻开老人珍藏的手写《诗歌集》，里面整
整齐齐书写着多首关于抗美援朝的诗歌。这些诗歌都是庞果成
在战争结束后有感而发，用几十年的时间点滴写作和记录而成
的。

庞果成 1932 年出生在湖南临澧县。他从小酷爱学习，七
岁开始在村里的小学读书，一直读到高中。那一年是 1949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部队的文艺宣传队经常走进庞果成所在
的学校，慰问当地的解放军，演出了《白毛女》《红军南下》
《为谁打天下》等经典剧目。在学校里“凑热闹”的庞果成看
着振奋人心的节目，便萌生了投笔从戎的想法。他的《诗歌
集》里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

“解放大军进澧县，文艺宣传到‘九联’；‘红军南下’
‘白毛女’，还有‘为谁打江山。’革命真理唤青年，投笔从
戎把军参！”

于是，在 1949 年 9 月，庞果成如愿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进入部队后，有一定文字功底又喜欢创作的庞果成成为了
部队文艺宣传队的一名宣传员。他用自己的文艺作品为部队官
兵不断输送“精神食粮”。

1951 年初春，在朝鲜战争爆发半年多后，庞果成所在的
47 军 141 师奉命离开湖南北上丹东。到达丹东后，部队编入
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于同年 4 月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当时到朝鲜后，美国的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大炮也随时进行
轰炸……”回忆起那时的血雨腥风，庞果成脸色凝重。

在严峻的战局下，为了减少伤亡，志愿军战士采取夜间行
动和战壕埋伏的方式与美军展开交锋。庞果成说，长期的夜行
军、坑道生存，对每个军人的体力、耐力、意志力都是严峻的
考验。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所在的部队没有一个人掉队，
也没有一个人退缩。

1951 年 9 月，美军发动“秋季攻势”，对朝鲜的天德
山、月夜山一带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妄图向北推进占领更大地
盘。庞果成所在的部队就防守在天德山阵地上。虽然庞果成当
时负责的是政治宣传工作和运输工作，没有上战场杀敌，但说
起战友们的英勇战绩，他还是难掩自豪：“我们这支部队善于
防守，解放战争中有名的黑山阻击战、塔山阻击战，都是我们
的战功。”庞果成回忆，在朝鲜战场上，战友们面对美军的空
中扫射、地面坦克大炮攻击，在一米多宽的战壕里顽强防守，
并伺机发起反攻，不仅守住了阵地，没有让敌人向前一步，还
削弱了敌人不少兵力。后来，这支连队被授予“天德山英雄
连”的光荣称号。

“尸骨今日在朝鲜，遥祭战友忠魂唤”

在朝鲜的 1200 多个日日夜夜里，面对残酷的战争和敌强
我弱的局面，一大批志愿军战士战死沙场。对于“九死一生”
的庞果成来说，这是他最不愿意提起的回忆。

“飞机枪炮千里伴，牺牲多少英雄汉。尸骨今日在朝鲜，
遥祭战友忠魂唤。”他在诗中这样写道。

在朝鲜战场上，庞果成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往返于前沿阵地
和后方营地之间，为战士们送食物、弹药，并将受伤的战士接
回后方治疗。“每次去前线，我都亲眼目睹战士们的惨烈事
迹，常常被感动得掉下眼泪。”庞果成回忆起一个个难以忘却
的故事：

一次，他深入前沿阵地，见到七八名战士组成小分队正准
备出发，他们要潜入敌军阵地侦查敌情、“抓舌头”（俘虏敌
兵）。在简短的出征仪式上，这些战士中，是党员的上交了党
徽，还有少数不是党员的当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们早已做
好了牺牲的准备。最终，这七八名战士一个都没能回来。

还有一次，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敌人的炮火炸断了我军
用于通讯的电话线。一名战士双手紧紧抓住电话线两端，让电
流从自己身上通过，确保电话畅通，保证了后方指挥部的命令
及时传达到前线。而这名战士最终也英勇牺牲。

“在朝鲜战场上，时刻受到伤亡威胁的不仅仅是前线的战
士。由于敌人专门针对我军要害环节进行轰炸，包括后方指
挥、运输部队、卫生医疗等在内的许多人员都同样面临着威
胁。许许多多后方人员也牺牲了。”庞果成告诉记者，在战场
上，他经历了多次“虎口脱险”，许多次敌人的炸弹就在跟前
爆炸，巧的是，他每次都幸免于难。“当然，我去朝鲜的时
候，就没有想过自己一定能活着回来！”他坚定地说。

经历一次次精神洗礼，庞果成顺利在朝鲜战场上实现了他
多年的夙愿——— 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至今都记得，当时讨论
批准我入党的会议，是晚上在坑道内点着蜡烛秘密进行的。”
他说，在戴上党徽的那一刻，他就立下誓言，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磨练自己。

就这样，庞果成在异国他乡度过了 3 年多的战争岁月，
直到 1954 年 9 月，他随大部队顺利回到祖国。“当火车跨过
中朝边境驶进丹东时，铁路两旁挤满了热情迎接的祖国同胞。
他们高举‘欢迎最可爱的人’的横幅，热情迎接我们回家。当
时许多战友和我一样，都热泪盈眶。”

而今，抗美援朝战争已过去了整整 70 年。庞果成感慨
道：“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这是无数志愿军战士用巨大的牺

牲换来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让我们扬眉吐气，也给我们
国家带来了长期的安定和谐！”

“共产党员无所求，信念记心间”

战争结束后，庞果成随部队驻扎桂林，并
在桂林一待就是 60 多年。 1966 年他从部队转
业到地方，先后在桂林绢纺厂、桂林市轻工业
局、桂林市经委教育科、桂林市纺织工业局工
作过，做的大多是他的“老本行”政工工作。
无论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庞果成都满腔热情
投入工作。他常说：“我们共产党人靠的就是
一种精神，一种坚定的意志。这是打赢一切胜
仗的基础。”在工作之余，他还十分善于进行理
论总结。他经过反复思考，总结出了自己心目中的
“抗美援朝精神”——— 信念、信心、信任、信仰。正
如他写的诗篇中的一句话——— “共产党员无所求，信念
记心间”。

如今在家安享晚年的庞果成也时刻不忘自己的“追求”。
1993 年 12 月，庞果成正式离休。当年正是毛泽东 100 周年
诞辰，原本有一些书法基础的他萌生了一项自己的“夕阳工
程”——— 用毛笔抄写《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传》《中国共产
党章程》及四大古典名著等，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丰富而且
有意义。从此，裁纸、调墨、抄写、装订成了庞果成每天必做
的事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着。直到 2019 年 5 月，
他的“夕阳工程”全部完工，历时 26 年，总计抄写近 9000
万字。

“不甘示弱的骨气、战胜困难的勇气、‘东方巨人’的志
气，这是抗美援朝留给我的宝贵人生财富！”如今，回忆起自
己的坎坷人生，再看看现在幸福安定的生活，庞果成心里充满
了快乐。

■相关链接：

□美军“秋季攻势”

1950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挺进朝鲜后，志愿军同朝鲜人
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歼敌 5 万余人，于同年 12
月 6 日收复平壤，并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初步扭转了朝
鲜的战局。

1951 年 7 月，联合国军方面和中朝方面在朝鲜开城首次
举行谈判。美国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要求将军事分界线
划在中朝军队控制的三八线以北地区。随后朝鲜战场出现了谈
谈打打的复杂局面。同年 8 月，美军集中 8 个师的兵力，发动
了“夏季攻势”，接着又于 9 月 29 日发动了“秋季攻势”。

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实行所谓“绞杀战”，对中朝人民军队后
方和后方运输线实行大规模的日夜轮番狂轰滥炸，企图切断中
朝人民军队前线的粮食弹药供给，迫使中朝方面接受其谈判条
件。

面对美军的强大攻势，彭德怀亲自下达命令，要求志愿军
战士们“寸土必争，寸步不让”！经过中朝人民军队的英勇战
斗，这一年的 10 月下旬，共同粉碎了美军的攻势，共歼敌 25
万人。

□“天德山英雄连”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47 军 141 师 422 团五
连负责驻守朝鲜天德山阵地。这支英勇的连队留下了不少动人
的事迹。

1951 年 10 月起，五连全体指战员发扬“人在阵地在”的
大无畏精神，英勇抗敌，浴血奋战，打退了美军数十次进攻。

弹药打光了，就用铁锹、枪托、
石头与冲入阵地的敌人殊死搏
斗。在连长杨宝山光荣牺
牲，全连 130 多人仅剩下
指导员阎成恩和两名伤
员、一名通讯员的危急时
刻，团里迅速给五连补充
兵员百余人。经四昼夜激
战，他们坚守住了阵地，
毙敌 800 余人。战后五连
仅剩下 17 人。

1951 年 11 月，中国人
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司令员亲

自签署命令，授予五连“天德山
英雄连”的荣誉称号，并记集体特

等功一次。

□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们

据史料记载，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十几万名将士当
中，有军职干部 3 名，师职干部 10 余名，团职干部 200 多
名，还有十几万名普通战士。

在这些烈士当中，有抱炸药包冲入敌阵与敌同归于尽的
杨根思，有挺胸膛堵枪眼、视死如归的黄继光，有战友伤自
己上、炸死敌军的一级爆破英雄伍先华，有双腿伤忍痛爬、
捐躯开路的许家朋，还有子弹打光拉响手榴弹冲向敌人的孙
占元，卧火海忍剧痛、维护潜伏纪律的邱少云，抢修桥梁保
畅通英勇献身的杨连第，冒严寒跳冰窟救少年的国际主义战
士罗盛教，等等。他们用自己无畏的牺牲换来了抗美援朝战
争的伟大胜利。

以文抒怀，难忘在朝鲜的 1200 多个日夜———

“政工老兵”庞果成和他的“战地诗篇”

坚持 26 年毛笔手抄古今经典近 9000 万字，用诗歌记录自己大半辈子的“戎马岁月”…… 88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

庞果成的晚年生活过得十分“有追求”。“持之以恒，知足常乐”——— 这是他常挂嘴边的人生信条。

记者见到庞果成，是在他位于叠彩路的家中。客厅里立着一个 2 米多高的书柜，柜子里整整齐齐摆放着 200 多

册手抄的各类经典名著；笔墨纸砚以及各类书籍杂志整齐摆放在茶几上。“我的退休生活除了锻炼身体，就喜欢抄抄

写写。我想把我一生的坎坷经历都记录下来。”老人笑着说。

庞果成 1949 年参军。 1951 年他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远赴朝鲜，在那里一待就是 3 年多。这段抗美援朝的经历

成为了他人生中最艰险，也是最难忘的一段记忆。

▲ 1 9 5 4 年
10 月，庞果成抗
美援朝回国后在湖
南老家留影。

（记者张苑 翻拍）

▲庞果成多年来写下的“战地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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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跟战友的合照庞果
成一直珍藏着。摄于 1953 年
朝鲜战场的坑道口（后排左一
为庞果成）。

从 1993 年到 2019 年，庞果成日复一日进行着他的
“夕阳工程”，历时 26 年，总计抄写了近 9000 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