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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后勤是战场上的血管，运输则被称为“战争的血液”，在抗美援朝战
场上，运输与战斗几乎同等重要！

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破坏，保障部队的机动和作战物资的运输，1950年11月，中国人
民志愿军铁道兵团与铁路职工志愿援朝总队相继入朝。

他们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嘱托，怀着为正义而战的一腔热血，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生
死时速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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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云庆的家里，摆放最多的是奖章、
证书和许多老照片。从1948年进入沈阳铁
路局苏家屯机务段，担任机车司炉、副司机
等职，到1950年12月参加抗美援朝，再到
1951年9月回国，在朝鲜战场不足一年，关
云庆就荣立特等功一次、集体小功二次，还
获得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颁发的国旗勋章

和铁道部颁发的特等功奖章各一枚。
在跟记者唠起那段岁月，94岁的关云庆

难掩激动，他甚至没有忘记每一个细节。
1950 年 12 月，苏家屯机务段动员机

车乘务员入朝参战，当时第一批入朝机车
乘务员名单里没有关云庆，“那时候有两
个条件是不予批准的，独生子的不批准，

刚刚结婚的不批准。”关云庆那时刚结婚7
天，“我就找领导，说我志愿报名，我要第
一批去！”

据关云庆介绍，苏家屯机务段首批参
加抗美援朝的，一共有37人，“每台机车组
有6名乘务员、1名勤务员。我被分配到608
号机车组，担任副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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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云庆家里，摆放最多的是奖
状和证书，都是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得的。作为“钢铁大动脉上”的一员，
铁路工人对抗美援朝的贡献不言而
喻。他们开着列车驰骋在战场，机智
勇敢，不怕牺牲，用鲜血和生命保护
着这条钢铁大动脉，让前线战士能够
安心战斗。关云庆和关大局都说自
己做得不多，战友们做得多，那些牺
牲在前线的战友，才最值得被书写。
他们的名字都值得被永远镌刻在英
雄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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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大动脉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铁道兵各师也
曾有许多女兵跟随部队赴朝参战。关大
局就是其中之一。

19 岁时，关大局以一名铁道兵卫生
员的身份入朝，在朝鲜战斗了近两年，“那
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回忆，现在想起
来都历历在目。”在采访中，关大局这样对
记者说。

1948年，16岁的关大局正式入伍，成
为铁道部卫生技术学校一名护士学员。
半年后，关大局被分配到铁道兵团第三师
医院，“我们是1951年3月入朝的，当时刚
在宝鸡开完动员大会，我们就坐上火车
了。”关大局告诉记者，“有三列车厢坐的
都是女兵。”

她还记得她们到朝鲜的第一个晚上，
住在山洞里，第一顿饭是用雪水煮出来的

一大锅白米饭，“尽管没有菜，但当时大家
吃得很香。”

“第二天，我们在山洞里还没出发，就
遇上敌机扫射。司务长在下去给大家取
水喝时被敌人打中了腿，我们把他抬上火
车，不久，他就牺牲了。”关大局说，周围没
有村庄，没办法处理尸体，他们就用布把
司务长的尸体包起来，放进了路边一个涵
洞里，“我们还为他立了一个木牌，写上了
他的名字。”

这是关大局在朝鲜第一次面对的牺牲。
“到了朝鲜战场，我就被编入护士排，

跟随部队修铁路、架桥。”关大局描述了她
们当时的装束与工作内容：每位卫生员都
背着一个绿色的小包，里面装着饼干、一
个炒面袋、一把军用铁锹，两人一个急救
箱。“有时候我们也要跟着部队挖战壕，挖

防空洞，上山伐木砍树。那时候，我还扛
过木头，从山上拖到山下，当时也不知道
怎么有那么大劲。”

敌人轰炸频繁，行军十分困难，“有时
候要在路上走一个多星期，才能到达目的
地。只要飞机一来，我们就要赶紧准备担
架、药品。”关大局告诉记者，很多物资都
被敌机炸毁，“我们的物资十分匮乏。我
记得 1951 年 5 月份的时候，我们还穿着
棉衣棉裤。物资运来了，大家都要去
车站‘抢粮’，因为怕敌机炸。当时男
同志把裤子口扎上装粮，女同志就用
枕头套。”

朝鲜战场上，最让关大局难过的是因
为药物缺乏，很多战士就牺牲在她面前。

“铁道兵部队每天都在紧急抢修被敌机炸
断的大桥和铁路，很多伤员都是被飞机轰

炸所受的伤，不是炸断了胳膊就是炸断了
腿，还有被燃烧弹烧的。”说到这里，年近
九十的关大局还是忍不住流下眼泪，“现
在想起这些，我心里还是很难过。”

后来，关大局当上了护理组长，“我们
负责护理伤员，最多时要同时护理40多
名伤员。伤员都住在朝鲜老乡家里，我们
晚上就提着小马灯，到处找病人。”关大局
说，“因为当时静脉注射都需要从腿上打，
我们还要负责给伤员按摩、热敷。”

1952年，因为在朝鲜战场表示出色，
关大局获得了个人三等功，“那时候天天
跟着部队走。有人回国，我让他们帮我带
的东西都是地图和字典，我就想知道自己
在哪儿！”

1953 年 11 月，关大局从朝鲜战场回
到祖国。

关大局：跟着部队修铁路架桥

1951年1月16日夜晚，关云庆所在的
608号机车组负责牵引一列军火送往前线，

“在过青川江桥时，临时搭建的桥不稳定，机车
拉不上去，我们就被敌机发现了。”关云庆说，
当时他们好不容易才将列车开进了价川山
洞，但因为敌机向山洞的另一头扫射车尾，击
中了最后一节罐车，弹药开始在车厢里爆炸。

“当时特别危险，如果军火被引爆，山
洞也会被炸毁，这条铁路线路也会瘫痪。”关

云庆当时根本来不及考虑自己安全与否，
“我立即让司炉开风泵烧汽，准备甩车，我往
车尾跑，去提车钩。”

负责守护山洞的朝鲜同志已经先他一
步提来了车钩，关云庆不放心，又把前辆车
车钩踢开了，确认后，才拼命跑回机车。上
车后，他操作机车，利用惯性，将那节罐车推
向山下，“当时整个过程也就不到3分钟。”

拼死守护列车的这件事，让关云庆和

另一位同志获得了中长铁路管理局东北铁
路抗美援朝第二大队给予的特等功一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二级国旗勋
章一枚，铁道部颁发的特等功奖章一枚。

“在朝鲜战场，我和我的战友都充满战
斗热情，不怕吃苦受累，也不怕牺牲。虽然
上不了战斗前线，但我们要坚定地守护住
这条铁路线！最终我们完成了任务！”如今，
对记者讲起这些，他仍然很自豪。

守护住这条铁路线

谈到在朝鲜的生活，关云庆说只能用
“苦”来形容，“因为入朝的通知非常急，都来
不及换装，也没有领到足够给养，人就到了
朝鲜战场。我们当时穿的都是机务段发的
工作服，吃的也是临时发给的每人两袋炒
面。虽然自己也准备了一点高粱米，可是
入朝后不久就吃完了，只剩下一点炒面节
省着充饥。”

1951年2月5日，是农历除夕，“当时，我
们一共有4台机车分别在龙兴里的山洞里躲
避。敌机在上空不断扫射，投定时炸弹。山
洞里又冷又潮，蒸汽机车冒出的黑烟和蒸汽
呛得人喘不上来气，根本睡不着觉。”关云庆
回忆说。

因为睡不好，吃不好，很多人营养不良，
患上了夜盲症。关云庆说：“夏天更难受，为

防止敌机轰炸，夜间行车机车都要挂上防控
帘，因为没衣服可换，我们夏天还穿着冬天
的棉衣棉裤，在火车上就像在蒸笼里干活。
白天黑夜总是这一身军装，又没地方洗澡，
身上爬满了虱子。”

尽管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关云庆告
诉记者，所有人都没有任何怨言，“我们有责
任和使命，必须完成！”

很多人患上夜盲症

4 万人铁路职工入朝人数约

占总人数的

30%以上

沈阳、吉林、锦州
铁路管理局职工

100三年中平均每天出动 节车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