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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记者 王薇
通讯员 刘志 实习生 莫子薇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名机
枪射手， 为了祖国， 我愿意献出自己
的生命！” 虽然已记不清自己曾所在
部队的番号， 但沈德昌至今都记得自
己的使命。 在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
白庙子社区， 记者见到了这位参加过
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 、 麻岭山战役
等， 因战争造成一级伤残的老英雄。

当他掀起上衣， 那些伤疤中还有
些无法取出的弹片， 仿佛硝烟弥漫的
峥嵘岁月就在眼前。

初赴战场， 不知何为害怕

沈德昌入朝作战时， 处于抗美援
朝战争的第二阶段， 在天津经过 1 个
月的集中军事训练后， 他跟随部队乘
坐火车日夜兼程地奔赴朝鲜战场。

沈德昌清楚地记得， 那时候敌我
的军备差距非常大， 敌人都是飞机大

炮， 他们只有步枪、 轻机枪、 重机枪
三种装备。 有时候敌人的飞机一架接
着一架对着他们狂轰滥炸， 整个战场
烟尘弥漫， 什么也看不清， 大家都是
灰头土脸的 ， 都快认不出彼此是谁
了。 当时不管黑夜白天， 一直都有轰
鸣声， 谁都不知道下一个牺牲的会是
谁。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他们转战
于各个地方挖地道、 修战壕。

转移必须是在晚上， 因为比白天
更安全， 更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一般
到了晚上 6 时 ， 40 公斤重 。 而且还
要弯腰弓背行进避免暴露， 一直徒步
至少 40 公里路， 到达目的地时每个
人都是腰酸背痛的， 但作战工事不能
停下， 再苦再累都必须争分夺秒地挖
战壕 、 筑工事 。 这一路 ， 不能有明
火， 一点明火， 就会被敌人发现， 只
能靠摸黑前行。

在朝鲜战场上， 沈德昌待了 1 年，
便机警了 1年， 没有一刻敢放松。 要问

害不害怕？ 沈德昌称他都不知道什么叫
害怕， 他只能牢牢记住一句 “枪声就是
命令”， 随时准备殊死战斗。

光荣负伤， 回国修养

沈德昌记得有场战役打得特别艰
苦， 那是一个傍晚， 在激烈的枪炮轰
鸣中， 沈德昌所在的队伍和敌军连续
激战， 一天晚上， 在抵挡住敌军 4 次
进攻后， 我军果断发起冲锋， 随着在
冲锋号响起， 沈德昌扛着机枪， 和战
友们跃出战壕 ， 在密集的火网里飞
奔。 已经攻到美军阵地前沿， 他突然
听到尖厉刺耳的呼啸 ， 一颗炮弹飞
来 ， 他双手护头顺势倒下 ， 沉闷声
中 ， 炮弹在他前方崩炸……两眼一
黑， 他便昏死过去， 等醒来， 已经不
知道过了多少天。

刚苏醒的沈德昌艰难地睁开眼，
可右眼什么也看不到， 左眼勉强能看
见一丝光线。 想要揉一揉， 手臂却被

木板紧紧包夹住， 一动也不能动。 卫
生员告诉他， “和你一起冲锋的大部
分战友都英勇牺牲了， 你的命是担
架 队 战 友 和 医 护人 员 从 死 神 手 里
抢回来的 。”

随后， 沈德昌和其它重伤员被转
回国内， 虽然经过多方治疗， 但终因
伤势太重， 身体多处被弹片击中， 当
时医疗水平有限， 很多弹片卡在身体
里无法取出， 成为一级伤残军人。

遇见爱情， 一辈子守护

负伤后的沈德昌失去了工作能
力， 需要长期住院护理， 那段时间的
他特别悲观 ， 觉得自己成了个 “废
人”。 为了鼓舞沈德昌， 医护人员给
他讲述苏联卫国战争英雄保尔·柯察
金的故事， 一遍遍给他读 《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 》， 英雄的力量是无穷的 ，
沈德昌被感动了， 决心像保尔·柯察
金那样坚强地活着。 （下转 2 版①）

志愿军一级伤残老兵忆往昔：

炮火中前进的机枪射手

编者按： 忆往昔， 军营追梦， 不负韶华。 自从南昌起义一声枪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 就有了一个响
亮的名字： 人民武装。 不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抗击日寇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 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等
历次战争以及和平时期， 人民军队始终以不朽的军魂， 昂首挺立在人民群众的最前线。 即使已卸下戎装， 但军人本
色铸就的红色基因和英雄作风， 让他们始终 “脱下橄榄绿， 军魂依旧在”。 不管是老当益壮的豪迈， 还是投身新岗位
的进取担当， 他们都用一腔热血写下无悔的忠诚。 值此第 95 个建军节来临之际， 《金鹰报》 走进社区， 以鲜活的人
物故事， 致敬高扬旗帜上的那片鲜红。

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记者 李祯媛
实习生 莫子薇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每当这首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
响起的时候， 今年 87 岁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 47 军文工团战士沈军总会
紧握双拳 、 打着铿锵有力的节拍 ，
目光坚定地凝视远方 。 1951 年 ， 年
仅 16 岁的她随部队入朝参加抗美援
朝战争 ， 沈军和文工团的战友们与
志愿军战士们并肩作战 ， 用歌声和
舞蹈鼓舞志愿军士气 ， 提振必胜信
心。 71 年过去了， 战争中的一幕幕
英勇场景 ， 一个个英雄故事 ， 沈军
依旧清晰如昨。

在朝鲜战场 ， 中国人民志愿军
总部发出了 “文艺工作上高山 、 进

坑道、 上火线” 的号召， 将文化工作
的重心移至前线战场 。 革命战争时

期的文艺工作队既是宣传队 ， 还是
服务队， 也是战斗队。

“我本名叫沈和曼， 我要当军队
的女儿 ， 所以参军后改名叫沈军 。”
记者来到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望麓园
街道中山路社区的沈军家中 ， 她正
翻看着一本纪念册 ， 里面有她刚参
军时的老照片 。 那时的她 ， 身着军
装， 眼神清澈， 笑容灿烂。

沈军回忆， 当年她们小小年纪，
一进入朝鲜便是行军几十天 。 为了
防止敌机轰炸 ， 白天不敢行动 ， 只
能等到夜晚 ， 摸黑沿着蜿蜒崎岖的
山间小道前行 ， 行军路异常艰苦 ，
累了就背着比自己还沉的大包袱靠
着树边休息。 （下转 2 版②）

入朝文艺兵上火线、 做护士
“我们在坑道里演， 子弹在头上飞！”

中山路社区邀请沈军（二排左三） 为青少年讲述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