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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参战 7700周年】】

□记者 武 钢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

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
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
和宽广！”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魏巍那篇散文化的战
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动

容，魅力依旧。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参加 70

周年前夕，记者走访了欧阳路街道的几位“最可爱的
人”，聆听他们回忆那段铁血荣光的峥嵘岁月。

听“最可爱的人”述说那段硝烟弥漫的往事

俞阿明，1932 年 6 月出生在浙江宁
波。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老家参加土地改
革运动，1950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1951 年 5
月，俞阿明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50
军 148师 42团步兵。当时，148师 42团
负责守卫朝鲜万城至肃川之间“317”地
段铁路线，这是一条重要的军需物资补
给线。正因为 317线的重要性，所以频频
遭到美军和南朝鲜李承晚伪军空军轮番
的狂轰滥炸。“我们志愿军高炮部队没有
掩体躲避，只能靠顽强炮击来反击敌军
俯冲扫射和轰炸。步兵在执行保卫铁道
线巡逻任务时，时刻要冒着被敌军轰炸
和俯冲扫射的生命危险。许多志愿军战
士都是在敌军轰炸和扫射中牺牲的。太
惨了！”俞阿明难过地说道。

俞阿明告诉记者，那时志愿军步兵
装备也与敌军相差悬殊。“我们每人只有
80 发子弹，背着一袋炒面。晚上露宿睡
觉没有棉被，军棉袄根本挡不住风，有时
只能摘许多树叶来盖盖。我们刚到朝鲜
不到一个星期，有一位战士晚上睡得太
沉冻坏了，生病后不治身亡，才 20 岁

啊！”
俞阿明回忆道，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志愿军吃的炒面就是那种用小米或
黄豆磨成粉炒熟的，也没有盐。那时，朝
鲜很冷，战士们就一把雪一口炒面对付
着吃。有时在行军过程中，雪地脏兮兮
的，也只得用黑乎乎的脏雪水凑合着
吃。偶尔找到一些野菜，在极其隐蔽的
地方，放在锅里煮熟了再吃，算是改善
生活了。

在朝鲜战场没有前后方之分，由于
敌军飞机不分昼夜频繁狂轰滥炸，白天
看到哪里冒烟，夜间哪儿有火光，便朝着
那些目标轰炸。因此，志愿军和当地老百
姓都不敢生火煮饭。
“但是，志愿军就是以‘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最终打败装备精良的美军及其‘联合
国军’，最后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俞阿明自豪地说。

在朝鲜万城的那段时间，俞阿明所
在的连队主要任务是守住阵地，但为了
教训一下敌军，战士们常常在夜色掩护
下，悄悄地摸到敌方阵地偷袭，给敌军以
重创。“虽然我们武器装备不如敌人，但

我们的战士在与敌军激烈交战中还是非
常勇猛的。”

俞阿明的右脚踝就是在朝鲜战场上
被炸伤的，但他轻伤不下火线，一直坚持
参加战斗。那时一个连队里只有一名卫
生员，而且缺医少药，只有一些止血棉
花，条件相当艰苦。由于白天在雪地里行
军，晚上气温在零下 40℃，睡觉没有棉
被盖，他右脚踝又冻伤了。朝鲜停战后，
他还坚持随部队参与朝鲜建设。
俞阿明回国后被安排在辽宁丹东的

一所部队学校，主要是学习我军优待俘
虏的相关政策、各国礼仪和风俗习惯，以

便管理大批美军及其“联合国军”战俘，
对他们实施人道主义帮助。“那时，我们
自己的物资也极度匮乏，还要保障那些
战俘的主副食品供给。敌军战俘们都朝
我们伸出大拇指。”1956年，俞阿明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俞阿明拿出一本残疾军人证和一张

他拄着拐杖的照片告诉记者，“1955 年
回国后，我右脚踝的骨头开始腐烂了，才
被送去治疗。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锯
掉。我恳求医生不要锯掉我的腿。保住这
条腿，我还能上战场！”俞阿明凭着顽强
的毅力配合医生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
保守治疗，右脚踝奇迹般的保住了。“这
张照片是我在辽宁丹东的一所部队休养
院拍的。”俞老乐呵呵地说。

1963 年，俞阿明转业后分配到上海
市虹口区废旧物资公司担任党支部书
记，负责政工工作，直至 1992年退休。

退休后，俞阿明运用长期积累的丰
富的党务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经验，积
极投身到基层党支部建设和社区文明建
设中。他是祥德居民区的党小组成员，又
是祥德党支部理论学习小组成员，继续
发挥着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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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旬的俞阿明依然神采奕奕 俞老伯获得的荣誉奖章和证书

在朝鲜战场上身负重伤的俞阿明 退休后的俞老伯继续发挥余热

聂新长，1930 年 1 月出生在河北邢台
的农民家庭，1946 年 9 月参军，加入晋冀
鲁豫野战军（后改编为中原野战军），在
129师 18旅 54 团担任通讯员。

1947 年 6 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
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
天险，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顺利
转入外线作战，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
的序幕。聂新长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这次战
役，随后越过陇海铁路、穿过黄泛区、强渡
汝河和淮河，直插国民党军的心脏地区大
别山区。
聂新长感慨道：“当时国民党军队倚仗

装备精良、兵力较多的优势，不把人民解决
军放在眼里。那时正是雨季，河水上涨，我
们在泥泞中急行军，蹚过河水，花了 20 天
的时间徒步千里到达了大别山啊！刘邓大
军终于没有辜负毛主席的重托。”

解放战争时期，聂新长所在部队参与
了一系列重大战役，他本人也经受了一次
又一次的严峻考验。1948 年，聂新长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后，聂新长所在的 11 军 33 师 99 团正在
大西南进行剿匪。1951 年，接到赴朝参
战的命令后，部队立马出川开赴河南方

城驻地集结。
尽管已经九十多岁了，但聂老还清晰

地记得，部队直接开赴朝鲜东部沿海永兴
湾和元山港马息岭一带，他所在的三营一
连负责在元山港阵地挖坑道掩体，全力构
筑防御工事，供部队躲避美军和李承晚军
队飞机和炮火的轰炸，并为反击敌军登陆
作准备。

聂老回忆道，那时，我军装备远不如敌
军先进，“在敌机昼夜不停空袭下，我们冒
着炮火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崎岖山岭到达目
的地。然后，马不停蹄地修建工事。”

聂新长所在部队担负着元山港海岸

防御和坚守马息岭、随时准备消灭从永兴
湾登陆之敌的任务。那时美军和李承晚军
队企图从我志愿军防线中央，打开缺口，
分割我志愿军防御体系。因此，敌我双方
在上甘岭进行激烈交战。为了配合上甘岭
战斗，敌军多次集中其舰队炮火和航空兵
对元山港东海岸志愿军工事进行频繁轰
击。在一次猛烈轰炸中，三营一连 100 多
名战士中，包括连长在内 80 多人不幸牺
牲，作为连指导员的聂新长也被炮弹片击
中腹部受伤。
“那时，战场上缺医少药，战地卫生员

也只能用面纱布包扎一下。”因此，聂新长
被紧急送回吉林省延吉市的医院进行治
疗。“我们用了 3天时间才到延吉市的一
家医院，一路上看见许多伤病员。那场战争
真的惨烈！但我们最终取得了抗美援朝战
争的伟大胜利！”聂老伯感慨道。
作为伤残军人，聂新长于 1952 年 7月

转业回到老家河北邢台。之后又被分配到
上海海运局担任军代表。1958 年 9 月，他
响应党和国家关于支援内地建设的号召，
被分配到浙江台州海门海运系统工作。

1986 年离休后，他又回到上海定居。
“作为枪林弹雨过来的人，想起牺牲的战
友，我特别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很知
足！”如今，聂老过着简朴、安稳的生活。

（黄海洛）

聂新长：特别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聂新长 聂新长获得的荣誉奖章
聂老伯荣获新中国成立 7700 周
年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