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2 万张
床位

东北后方战勤医院

61个

7.14万张
床位

东北军区陆军医院、疗养院

34 个

万张
床位2.97

前方兵站医院

39个

13.93 万张
床位134 所医院

到第五次战役结束时
志愿军后勤卫生保障部队已有2个伤病员分配处

入朝时间

1951年末

人员数量
东北地区战勤医院

医务人员6359人

词条

提示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然不像战士那样与敌人刀枪相对，但他们却
像战士那样守护着英雄们的生命，救治那些战场上受了伤甚至生命垂危的将士。

21岁从医科大学毕业就入朝的实习军医徐福绵、经历多次战地护理的护士刘克……
在战地，他们克服困难，全力救治受伤的将士，一次次将英雄们的生命从死亡的边缘拉回
来，用行动践行着医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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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在省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引领
下，记者来到了刘克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
的家。今年已96岁的刘克热情好客，慈祥
地拉着大家的手，问着工作和生活等情
况。虽然腿脚不便，但她的谈吐间仍充满
着对生活的热爱。

黄草岭战役一个一个背伤员

刘克出生于父母闯关东途中，后来一
家人在沈阳市苏家屯定居下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八路军进驻
苏家屯。当时，有几名八路军女兵住在了
刘克家，那是年仅21岁的刘克第一次接触
革命队伍。当部队要撤走时，她坚决要跟
着部队走，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6年1月，在行军途中，刘克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后来，刘克被分配到辽东军
分区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成为辽东军分

区一所的护士。1948年初，刘克调到42军
野战医院当护士，先后在辽沈战役、平津战
役中承担战地救护的工作。

辽沈战役结束后，刘克与丈夫佟玉
（时任 42 军 124 师作战科科长）结婚了。
婚礼仪式还没结束，就接到命令要参加平
津战役。

1950年10月，身为野战医院护士，刘
克随42军124师从河南来到吉林集安集
结，然后入朝参战。入朝不久，刘克所在的
部队就参加了黄草岭战役。

战斗极其残酷。在阻击阵地上，志愿
军没有任何防空设施，敌机肆无忌惮地向
阵地扫射轰炸，巨大的爆炸声整日不断，
灼热的弹片在令人窒息的烟尘中发出尖
利的叫声。敌机还投下凝固汽油弹，使
志愿军伤亡较大，刘克的任务就是救护
伤员。

刘克说：“战地抢救工作不分昼夜，我

们有时几天无法合眼，经常在运转伤员途
中睡着。”当时最困难的是担架不够用，像
刘克这样的女兵必须从阵地上往下背伤
员。女兵力气小，背伤员非常吃力，从阵地
到包扎所大约1公里山路，“常常背不动，但
背不动也得背，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
刘克说。用尽力量，冒着炮火，一个一个地
背伤员，刘克一天要往返许多趟。她心中
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受伤的战友尽快
得到治疗，保住生命。

大部分战士手脚被冻伤

敌军狂轰滥炸，但志愿军仍一路奋进，
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夺取了一个又一个
阵地。战场上的困难不只是敌军轰炸造成
的伤亡，更多的困难是饥饿、寒冷、弹药物
资匮乏所造成的。

刘克向记者解释，从团部到各个阻击

高地，所有的通道均被敌人密集的炮火严
密封锁，我方物资常常无法运送到阵地，这
就造成了许多战士缺衣少食，抵抗力下降，
时常生病。有的战士在长途奔袭中，棉衣
早已破烂，无法抵御严寒。

朝鲜的冬天非常寒冷，大部分战士的
手脚都出现了冻伤，但因物资匮乏，无法得
到医治。战士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把被子
撕了包扎手脚，互相依偎取暖，抵过了一个
又一个寒冷的冬日。

刘克说：“我和爱人佟玉一同入朝，他
当时是124师371团副团长。我们虽然在
一个师，却难得见上一面。”1951年4月5日
是刘克最难忘的日子，救护队经过371团，
队长批准刘克去看望爱人，可是佟玉正要
出发执行战斗任务。参谋长王凤来执意让
佟玉留下，自己带领部队出发执行任务。
第二天，刘克听说王凤来在朝鲜江原道伊
川郡战斗中牺牲了……

刘克：背着伤员下阵地

当记者问起一晚上做多少个手术时，
徐福绵说：“有的大手术一个就得三四个
小时，没有大手术的日子，一晚上最少也
得做五六个小时的手术。”

徐福绵是手术组的组长，伤员来了
之后，外面的医生和护士先包扎处理，只
有重伤员才需要徐福绵进行手术。这些
重伤员基本上都是四肢、胸腹部等大面
积的炸伤，往往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后才
能手术。

为了救治伤员，医疗队常常动员战士
们献血，徐福绵自己也多次献血。他们把
这些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的重伤员，先通
过汽车，再用火车转运，移送回国内养伤。
徐福绵说：“当时往前线运送物资、弹药的
汽车司机，必须到战地医院来接伤员。”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医疗队随部队来
到另一个阵地，挖防空洞，建成了十五大
站医院，分内科、外科。

为了更好地进行手术，徐福绵还自己

设计并指挥工兵修建了一个地下手术
室。这个地下手术室是十字形的，4个房
间，中间有个大厅，特制了自来水箱，类似
于现代的洗手设备，方便手术使用。工兵
不分昼夜地施工，仅用了一个月，地下手
术室就建成了。

提起这个自创的地下手术室，徐福绵
特别自豪：“这个手术室是我的骄傲，志愿
军后勤部领导曾去参观过，提出表扬。”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徐福绵抢救过许

多危重伤员，他的高超医术赢得了战友们
的信任。

回忆中，他记得更多的是战场上战友
们惨烈的牺牲、长途跋涉的艰辛、成功救
活伤员的喜悦。他也得到“最大的收获”，
就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后，徐福绵下定决心，好好为人民服务。
在此后漫长的从医生涯中，徐福绵一直特
别勤勉，极少回家休息，高超的医术救活
了无数病患，令人钦佩。

一个月修建十字形地下手术室

在去往朝鲜的行军途中，他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新义州到前线，他艰
难跋涉了两个月；自己设计并指挥工兵，
一个月组建成地下手术室……91岁的徐
福绵，回忆 70 年前那段战火硝烟中的战
斗历程，依然充满激情。

徐福绵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
配到东北军区第七陆军医院，任实习军
医。1951 年 1 月，第七陆军医院接到命
令，全员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他随部队来到安东市（现丹东），接着，又
乘坐专列进入朝鲜新义州。

为了尽快赶往前线，医院院长动员大
家轻装前进。由于没有防空经验，在行进
过程中，他们频频遭遇美机的扫射和轰
炸。躲在壕沟里，徐福绵多次与子弹擦肩
而过，感觉到危险后，他跑到山上隐蔽起
来。轰炸结束后，他才发现自己躲避的壕
沟到处都是弹坑，很庆幸自己能躲过一
劫。可是轰炸时，有一辆马车的马受了

惊，拉着车就往相反的方向跑，车上全是
医疗器械，队长派徐福绵前去追赶，他临
危不惧，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去前线途中，有一次，徐福绵带着急
救包赶往敌机轰炸现场，发现男护士张学
政受重伤。他立即进行了抢救手术，精心
看护了一天，张学政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在行军途中，徐福绵不畏艰险，英勇
救人，表现突出，立小功一次。4月10日，
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去前线路上入了党

T13
2020年9月27日 星期日

本报记者 张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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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记者要来采访，刘克老人早
早就在院子里等着，十分热情。在一
个多小时的采访中，老人虽然行动不
便，脸上的笑容却从没消失过，她亲切
地对每位客人嘘寒问暖。很难想象，
如此乐观开朗的刘克老人曾经经历过
战争与生活的磨难。1964年10月，她
与丈夫转业到了沈阳。1965年4月8
日，丈夫因突发脑出血去世，留下了她
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刘克悲痛欲绝，
却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养家的重任，
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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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终于到达了前线指定地点——
德洞，德洞位于三八线附近。

徐福绵还记得，大家刚刚落脚，后勤部
的汽车就运来了药品和物资，大家紧急卸
车往山洞里搬运。就在这时，美军飞机又
来轰炸，大家赶紧进入山洞躲避。等飞机
走了，出来一看，他眼前的村庄，到处是断
壁残垣。

志愿军后勤部命令在这里成立二十
九兵站医院，徐福绵任手术组组长。时间

紧迫，当晚就得接收伤员。徐福绵却犯了
愁：没有房子，手术在哪儿进行？怎么安
置伤员？

仅剩的一处房子被医疗队收拾成了
临时手术室。他就地想办法，把门板拆了
下来，用箱子垫起来就是手术台；上面点
汽油灯，充当照明灯；护士们用白布蒙上
墙，防止灰尘掉落，保证手术室的卫生。

问题重重，消毒成了又一个难题。徐
福绵发现朝鲜人蒸食物用的大锅、大盆适

合用来消毒。大锅是平底儿的，大盆有点
儿类似于蒸屉，底下带眼儿。他给记者讲
解细节：“把手术包往大盆里一放，往锅里
加水，底下烧火，通过蒸汽消毒，一般蒸两
个小时，手术包就算无菌了。”

就是在这些临时搭建的手术室里，医
疗小组收治第四、五次战役中的伤员。白
天，医疗队员在山上防空洞里躲飞机，天
一黑，就赶紧下来，洗手消毒，在手术室里
等着伤员，做手术。

就地取材创造条件进行手术

卫生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