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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农民、学生、机关职员、医务工作者、技术人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辽宁优
秀儿女迅速响应，踊跃报名参军参战。虽然他们的岗位不同，但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保卫
和平，反抗侵略。

1950年11月，即将从东北实验学校(今辽宁省实验中学）毕业的郭忠保，积极响应学
校号召，报考军校，奔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6月4日上午，在沈阳市铁西区沈辽路沈阳工
业大学的家属楼内，郭忠保回忆了70年前报名参军的细节。今年已经87岁的他，对当年
的点滴往事，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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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张明山、四叔张春山、六叔张
俊山，他们哥仨同时从老家开原入伍参
军。1950年10月，他们各自随同所在部队
入朝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父亲和
六叔分别随部队回国、复员、回到家乡，哥
俩回来后，一直没能等到老四张春山回国
的消息。直到烈士名单下来，才知道他已
经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6月10日，在开
原，讲述起父辈踊跃参军参战的英勇事迹，
抗美援朝老战士张明山的儿子张林成这样
对记者说。

张林成的父亲张明山出生于1926年，
年少时父母双亡，靠着做童工、打短工，勉
强拉扯着弟弟们生活。1948年底，辽沈战
役胜利，土改工作队进入开原郭家沟村，给
张家哥儿几个分了地、分了牛，这样他们兄

弟几个能靠种地糊口了。
1949年5月1日，听说政府征兵，正在

种地的张明山跑回家中，拉着四弟张春山、
六弟张俊山一起来到开原县政府下属的三
区区政府，报名参军。当天，兄弟三人都应
征入伍。

1950 年 10 月，张明山与两个弟弟各
自随同所在部队入朝作战。张明山被编
制在志愿军工兵22团1营1连，张春山在
志愿军 19 兵团 64 军 190 师 569 团 2 营 6
连，张俊山在志愿军公安 18 师 53 团机
炮连。

张林成说，从十多岁的时候起，他就
经常听父亲讲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事，

“父亲喜欢讲，我也喜欢听。我父亲所在
部队，北起鸭绿江，南到板门店，东到扭岭

山，西至大、小和岛，担负了鸭绿江、清川
江、临津江、大同江、新安江、黄江、北汉江
等众多重要江河渡口的桥梁架设和船舶
摆渡工作。”讲起父亲的往事，张林成一下
子打开了话匣子。

在父亲的那段往事里，无论是在波涛
汹涌的江河渡口，还是在炮火硝烟的前线
战场，无论是在生活艰苦的荒山野岭，还是
在凶残的敌人封锁之下，全团指战员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展现了人民工兵的风姿。
粗略换算，张明山所在团在作战期间，排出
的土石泥雪方，以一立方米为单位计算，可
以从平壤到达北京。

1955年1月，张明山所在部队完成了
在朝鲜战场上战时与战备军事工程的保
障作战任务，奉调回国。同年3月复员。

张俊山也从朝鲜战场回国，返回了家乡
开原。

“四叔张春山却长眠在了异国他乡。”
1951年4月，张春山在抗美援朝第四次战
役中英勇牺牲。张林成说：“后来，我四叔
的一名战友给我们讲了他牺牲的经过。在
第四次战役攻打汉城北山时，他和战友一
起由山下向山上冲锋，刚冲到半山腰时，他
不幸被敌军暗堡内重机枪射出的子弹击
中，两条腿都受了重伤。他从半山腰往山
下爬，最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

张林成说，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奋勇
战斗的父辈都已故去，为了不让后人忘记
那段历史，他从2002年开始撰写抗美援朝
老战士的战争回忆录，如今已采访了60多
位老战士。

哥仨一起上战场

“当时我们学校有很多学生报名，但是
只录取了40人，我十分荣幸，是这40人中的
一员。”郭忠保说，那一年，他17岁。

郭忠保出生在丹东，13岁时父亲病故，
他从丹东到沈阳投奔姐姐，学习成绩一直
优异的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东北实验学
校，成为后来更名为辽宁省实验中学的首
批学子。

“1950年，我初三即将毕业，正在准备
考高中。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我非常关
心前方的动向，每天看报纸上的有关报道。”
郭忠保说，当看到侵略军狂轰滥炸的消息
后，他义愤填膺，恨不得马上去战场。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为了补充前
方兵员，国家动员青年参军参战。

“东北实验学校在全国率先发出了号
召。”郭忠保说，动员发出后，他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父亲去世早，我经历了旧社会的磨
难，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一等助学金的支
持下，我才能完成学业。记得新中国成立
时，全校师生举行了提灯晚会，走遍全市，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当时我们特别欣喜。
可是刚刚过上好日子，侵略军就来了。保
卫和平，反抗侵略，我们年轻人不能不冲在
前面。”

1950年12月和1951年6月，全国各地
军校先后两次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大

批招生，为应对抗美援朝战争和加速国防
建设，国家紧急培养训练了一大批军事人
才。这种大规模招收军校学生，在新中国
历史上是第一次。

据资料记载，军校这两次全国招生中，
辽宁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占很大比例，辽东
省有1.4万余名青年学生响应祖国的召唤，
踊跃报考军事干部学校。

据 1950 年 12 月统计，沈阳市有 3872
名青年参加了志愿军，旅大地区有57135
人参军，抚顺市有 3 万名青年工人和学
生报名参军，1950 年 11 月 19 日本溪市
一天就有 133 名青年工人和农民参加志
愿军。

学校很多人报名，只录取40人

郭忠保所在的坦克6团到达朝鲜后，
接管坦克2团的阵地与防务。“当时我们和
坦克2团交接，期限是10天。因为我过去
并没有接触过测绘工作，所以作战股股长
让我在一周内跟2团的测绘员学习绘制作
战要图。”郭忠保了解到，2团的测绘员是
来自上海的大学生，他当时心想，自己还

是个初中生，能行吗？“但是接到了任务就
不能讲条件，一周内，我向2团的测绘员学
习了识别地形图、绘制作战要图、标作战
符号。”

一周后，郭忠保便开始独立完成绘
制作战要图。“我心想，这是个很艰巨的
任务，我不能出差错。”每次作战前，郭

忠保会跟随团长、参谋长去前线侦察，
“制图的工作都是在晚上进行，经常绘
到天亮。”

在司令部作战股工作，因为不是冲锋
在最前线，战士通常很难立功，但作战股
给郭忠保申报了三等功。

6月4日记者采访时，郭忠保手指着立

功证书内立功事迹的文字内容给记者看，
上面写着：入朝作战以来，标了350余份作
战要图，没有任何错误。

朝鲜战争停战后，装甲兵部队作战总
结的所有作战要图都是郭忠保绘制的。
他标的作战要图现珍藏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参谋部的档案馆内。

手绘350余份作战要图无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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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设计 隋文锋

9 月 18 日，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
士张明山的儿子张林成给记者打来电
话，电话里他难掩激动。作为志愿军
战士子女，他受邀参加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活
动，能参加这场活动，是他期盼许久
的愿望。张林成从 2002 年开始根据
父亲及其战友的口述发表了多篇抗美
援朝题材的回忆录。2012年，他以父
亲抗美援朝参军参战的视角，根据父
亲在志愿军工兵22团的作战经历，写
下了抒情散文诗《战火青春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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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市临江街王洪献刚从解放战争前线归来就报名参
加志愿军

宽甸东村王焕章一家父子4人报名参加志愿军

宽甸青年李大永新婚第2天就参加志愿军

桓仁县宋大妈毅然将身边最后一个儿子送去参加志愿军

昌图县毕殿平一次送2个儿子和1个孙子同赴前线

辽中县积家子村民兵指导员邰奎田带领全村24名
民兵一起参军

义县东关村村长刘纯带动全村16名青年民兵参军入伍

新民县朱家街3名共产党员带头，带动全村47人报
名参军

郭忠保说，自己报名参加军校的事没
敢告诉姐姐，“当时我身高1.55米，体重37
公斤，并不具备参军的条件。但是我决心
很大，一定要参军去抗美援朝。”

1950年 11月29日，东北实验学校的
40名学生与来自辽阳、海城、营口等地学
校选派的学生共100多人，组成了东北军
区防毒训练队，开始训练。因为个子矮，穿
新军装时，郭忠保把袖子挽上很大一截，衣

服还是特别大，“部队首长看到这个情况，
劝我回去，当时我就哭了，我说我诚心想
当兵。首长看到我决心这么大，就把我留
下了。”

1951年1月5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
训练后，郭忠保所在排被编入刚刚组建的
坦克部队，他成为化学连的战士。郭忠保
知道，在部队里，自己个子不高，身体条件不
占优势，但他学习成绩好，连长就派他担任

连队的小教员，教全连新兵学防化技术。
1952年6月27日，被调入坦克6团指

挥连的郭忠保随部队前往安东（今丹东）
集结，7 月 1 日开赴朝鲜战场。“当时，我
们途经朝鲜龟城、博川、新安州、平壤、沙
里院等地，行程近500公里，于7月4日清
晨到了朝鲜朔宁地区。”部队到达作战地
域后，郭忠保被派至团司令部作战股任
测绘员。

因为个子矮，部队首长劝他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