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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风云岁月A10

1954年11月13日，新华社记者华明赴浙江出差，在高岛雷达站采访时，
因机缘巧合，拍下了国民党“太平号”护卫舰被击沉的照片，还认识了雷达兵
吴先声等人。60年过去了，这张老照片一直被珍藏着，当年那些出生入死的
战士们，他们现在好吗？

核心提示

今年83岁的吴先声，手里的照片是在他22岁时拍的。 记者 李健 摄

“今天是星期几了？周
末什么时候到？”66岁的应
宣恩娭毑每天起床，总要先
看下报纸，算一算她的“兵
儿子”还有几天来。应宣恩
一辈子没结过婚，这个“兵
儿子” 虽和她没有血缘关
系，但默默照顾了她三年。

今年八一节前夕，应娭
毑联系上三湘都市报记者，
希望媒体报道一下这个好
心的小伙子，另外还想给他
征个婚。

家里来了个当兵的

应娭毑从有记忆起，腿
脚就行动不便， 家人告诉
她， 这是她3岁那年患小儿
麻痹症留下来的后遗症。

30年前，应娭毑的父母
亲相继去世，留下一套长沙
市一中附近三室一厅的房
子， 她开始过着独居的生
活。应娭毑每天就是转着轮
椅在家里走来走去，没法自
己出门，也难得有人来搭腔
聊天。

应娭毑记得，幸运的日

子是从2011年5月27日开
始的。那天，社区工作人
员带着个帅小伙上门，说
他想帮助一个老人，便介
绍过来。

帅小伙叫张海建，山
东潍坊人，在省军区通信
站无线电连当兵。小伙子
进门后， 就帮老人搞卫
生， 清理外面的花池，很
是贴心。

照顾老人3年不嫌烦

起初，应娭毑以为张
海建只是来帮助自己一
次， 不想一个星期后，张
海建又来了。张海建陪老
人聊天，还用轮椅带她去
逛超市， 应娭毑受宠若
惊。此后，张海建周末有
时间就会过来。

应娭毑楼上邻居爆
水管漏到她家，张海建帮
忙处理；前阵子应娭毑病
了住院， 他也帮忙照顾；
端午中秋来陪应娭毑过
节，买蛋糕请同事一起为
她庆祝生日……应娭毑

说，多了个“兵儿子”后，她觉
得很幸福。

“其实就是认个亲人”

在记者的要求下， 应娭
毑把“兵儿子”叫来了，只见
小伙子近一米八的个子，笔
挺的身姿，笑呵呵得进了屋。
应娭毑忍不住夸赞： 我这儿
子帅吧？

张海建一边说话， 一边
在屋子里转， 厨房的凳子归
位，餐桌稍微整理，俨然到了
自己家里。“这个周末我得加
班，可能没法过来，会让同事
来的。”见家里没什么需要做
的，他准备推着应娭毑出门，
到外面的林荫道上走走。

张海建说， 自己老家在
山东，一年才能回去一次，认
识了应娭毑之后， 时不时来
看她，其实就是认了个亲人。
张海建说， 他也希望更多人
来关爱这些孤单的老人。

（市民王先生提供线索，
奖励30元）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阳仑

吴先声，湖南湘西龙山县人，新
中国第一代海军雷达兵， 曾参加过
抗美援朝战争， 参与击沉了国民党
“太平号”护卫舰的战斗。

今年八一前夕， 吴先声拿着60
年前“太平号”被击沉时的照片，向
三湘都市报记者诉说那段激荡人心
的岁月，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
见见战友们。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饶敏

【初入军营】
65天建起一座雷达站

吴先声现居住在长沙天心区先锋街道
融城社区，见到记者时，他拿出了两张泛黄
的照片。

“这就是‘太平号’当时被击沉前的照
片。” 吴先声小心翼翼地拿着他珍藏了60
年的照片。关于照片的由来，还得从吴先声
本人的经历说起。

今年83岁的吴先声出生在湘西龙山
县，1949年参军入伍，那年他17岁。

1950年初，吴先声被分配到海防前哨
青岛， 后被选送到华东海军学校上海雷达
中队学习雷达专业。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雷达工业还是一
张白纸。为了加快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1951年5月，吴先声等8名刚刚从上海华东
海校雷达专科毕业的学员来到青岛， 筹建
我国第一座海军雷达站。

吴先声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海军雷达
站于1951年6月8日动手设计，7月4日破土
动工，8月3日竣工。

与此同时，吴先声等8名学员在雷达工
程师秦诒纯的指导下， 争分夺秒地进行安
装架设、通电调试、验收交接等各项工作。8
月12日，雷达正式开机运行。

“在一座百米多高的荒山秃岭，建起一
座现代化雷达站，只用了65天。”据吴先声
介绍，海军青岛基地成立后，曾陆续组建了
一批瞭望哨所。这些哨站借助8倍、15倍望
远镜进行目力观察， 由于望远镜受雨雾等
气候变化影响较大，而且观察距离近，不能
满足对海观察警戒要求。 该站的建立也代
表着我海军单一目力观察历史的结束。

【解放海岛】
伪装在敌人眼皮底下

1953年，雷达兵奔赴浙江前线。“当时
沿海许多岛屿没有解放， 我们雷达站就设
在浙江东海口外的高岛。”

高岛面积约2平方公里， 其东南13海
里（1海里＝1.853公里）的地方是大陈岛，
岛上当时驻有国民党军队近2万人。高岛与
大陈岛之间还有个一江山岛，在0.6平方公
里的小岛上驻有国民党军队1500多人，距
高岛约7海里。

“我们雷达站就在敌人眼皮底下活
动。”吴先声说，为了麻痹敌人，他们把雷达
天线进行伪装， 除盖上涂有多种颜色油漆
的帆布，还插上许多树枝。

因为海军制服都是白色的，很显眼，平
时在山上活动，他们光着膀子，装成渔民一
样。

由于敌人封锁， 他们的生活给养比较
困难，淡水都实行定量配给，每天早上洗脸
用过的水都用大油桶储存， 洗衣洗澡都先
去海边， 洗完后再用大油桶里经过沉淀过
滤后的淡水冲洗 。

那时敌舰非常猖狂， 时不时地停在高
岛附近，进行骚扰破坏和火力侦察。

第一代海军雷达兵60年后盼重聚
他们曾参与击沉“太平号”护卫舰，建起第一座海军雷达站 在长沙的海军老兵想见战友

【击沉敌舰】
海军雷达兵功不可没

机会终于来了。1954年11月
14日0时许，国民党“太平号”大
型护卫舰刚刚从大陈岛港内驶
出，就被雷达死死盯住。

很快，国防部发来“力求击
沉”的急电，4艘鱼雷快艇迅速出
击，对“太平号”形成半圆形包围
圈，空军部队的轰炸机、强击机
也出动了。此时，“太平号”护卫
舰上的国民党兵浑然不觉。

“荧光屏上的回波信号非常
清晰明亮。 我们雷达员异常高
兴，不停地用无线电通报我舰队
和敌舰的位置， 以及航向和速
度。”吴先声说，直到我军的4艘
鱼雷快艇距“太平号”不到4海里
时， 国民党兵才从望远镜中发
现，但这时想逃已为时太晚。“太
平号”的右舷被鱼雷命中，炸开
一个大洞，歪倒在水中。

很快， 两艘敌舰从大陈港
内驶出，但不敢向“太平号”靠
近，打了几串信号弹，又缩回港
内。14日3时30分， 一艘拖船急
速向“太平号”军舰靠拢，并用
粗缆绳拖着它向大陈岛行进，
但航速不到1海里。天亮后，“太
平号”东倒西歪，施救拖船回天
乏术。 次日7时45分，“太平号”
的桅杆在海面上慢慢地隐去，
沉没海里。吴先声回忆。当时，
新华社记者华明同志对着放大
40倍的大型望远镜，拍下了“太
平号”沉没前珍贵的历史镜头。

心愿

据介绍，“太平号” 被击沉
前的照片， 在青岛和北京的军
事博物馆里也有。

近年， 吴先声和健在的雷
达站战友及华明记者都陆续联
系上了。“聊天时，我们都聊起了
当年打‘太平号’的事，今年刚好
六十年， 大家有个共同的愿望，
组织一次聚会，拍一张全家福。”
吴先声说。

分离六十年战友盼重聚

原名“戴克尔”号，属于美国
“艾瓦兹”级护卫驱逐舰。它于1943
年5月3日服役，配属于美国大西洋
舰队。1946年1月，美国政府为援助
蒋介石，决定将其馈赠给国民党海
军。有报道称，此舰为当时国民党
海军“第七大舰”。1954年11月1日，
为夺取浙东前线制海权，人民海军
鱼雷艇31大队6条鱼雷艇首次南
下。11月14日， 发现国民党“太平
号”护卫舰，我4艘鱼雷艇在岸上雷
达的引导下，迅速出击，4艇先后发
射鱼雷将“太平号”击沉。这是人民
海军鱼雷艇部队组建以来首次作
战取得的胜利。

资料

“太平号”护卫舰

应宣恩的“兵
儿子” 今年26岁，
在省军区从事无
线通信工作，如果
你想为他做媒，可
以拨打本报公众
服务热线 96258，
本报代为转达。

独居老人想给“兵儿子”找对象
胜似亲儿，小伙子无私照料老人三年

“兵儿子”

互动

“兵儿子”三年来悉心照顾应宣恩。 记者 李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