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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70周年。在抗
美援朝战争中，革命老区、全国第二将军县——— 安徽省
金寨县的59位开国将军中，有22名直接参加了抗美援
朝战争。他们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白雪皑皑的崇
山峻岭中纵横驰骋、前仆后继，谱写了惊天动地、气壮山
河的英雄史诗，以牺牲与奉献诠释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
神。金寨籍将军、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
洪学智，临危受命、不负众望，建立了“炸不烂、打不断、
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金寨籍将军、志愿军空四师师长
方子翼，指挥空战50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88架，获得

“空军第一师”的殊荣。据不完全统计，牺牲在朝鲜战场
上的金寨籍烈士28位，平均年龄大约27岁。其中金寨籍
烈士、原39军副军长吴国璋，是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烈士
中级别最高的一位。本文着重给大家介绍抗美援朝英
雄、金寨籍开国将军洪学智。
一、情急之中上前线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爆发。8月上旬，时

任十五兵团副司令、广东军区副司令兼江防司令员的洪
学智，本来是到北京向中央军委请示工作的，结果一到
北京火车站，就被邓华接到中央军委领导的住处。由于
当时已是中午时间，于是他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说事。就
这样，洪学智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就登上了开往东北的
火车。随后，被任命为十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

8月18日左右，洪学智与邓华到达安东，与政委赖传
珠及兵团机关汇合，住在镇江山(今锦江山)下。在此期
间，他们积极做好入朝准备，等候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10月8日，毛主席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
义发出电令：以第十三兵团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志愿
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出兵抗美援朝。16日，彭德怀从北京到了安东，召开志愿
军师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入朝工作。1 9日晚，部队按西
线、中线、东线3个方向秘密渡过鸭绿江，洪学智、邓华、
韩先楚分头随部队入朝。第一批入朝的部队有第3 8、
39、40、42军和炮兵第1、第2、第8师。20日凌晨，洪学智
与兵团司令部会合。22日上午洪学智、邓华见到了彭德
怀司令员和金日成首相。

洪学智、邓华与彭总见面后，彭总介绍了他与金日
成首相会谈情况，洪学智、邓华介绍了出国第一仗的打
法，研究确定将志愿军司令部设在大榆洞。洪学智带着
机关立即向大榆洞运动，彭总留下同金日成就朝鲜战局
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大榆洞原是朝鲜一座有名的金矿，位于平安北道的
北3公里处，是一条四面环山的山沟。山沟两边的山坡西
北上有一些金矿洞。矿洞下面有一些破旧的工棚，他们
把司令部设在山坡西北角的一座木板搭的工棚里。24

日，彭总来到大榆洞，与他们会合。彭总鉴于志愿军司令
部没有正式成立，经请示中央，决定将十三兵团的领导
机构改为志愿军的领导机构，邓华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
政治委员，分管干部工作和政治工作；洪学智任第二副
司令员，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工作；韩先楚任第三
副司令员，不具体分工，主要到部队去督促检查作战问
题；解方 (解沛然 )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接下
来，洪学智与大家一起共同指挥了抗美援朝第一阶段的
五次战役。

二、兼任后勤司令员
1951年4月中旬，正值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后期的一

天，洪学智正在楠亭里第2分部检查督促物资前运工作，接
到彭总的电话，让他马上回志司。他放下电话，便匆忙赶到
空寺洞。这时，天已经擦黑了，一走进彭老总的矿洞，彭总大
声对洪学智说：党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对志愿军后勤供
应非常关心，你回国向周恩来汇报一下前线后方供应情况。

洪学智简单收拾行装后，带着警卫员，当夜就出发
了。到北京后，洪学智向周恩来汇报了朝鲜战场后勤供
应存在主要问题，建议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得
到周恩来的认可。他在“五一”节当天登上天安门，观看
北京人民举行的盛大游行，受到毛主席接见。回朝鲜之
前，洪学智又到总理那里，将前线需要解决的问题进一
步作了落实。回到志司后，洪学智将在北京见到毛主席
和周总理的情况向彭总和志愿军常委作了汇报。

5月初，志愿军党委在全面总结战略反攻阶段后勤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于3日作出《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并上报
军委。不久，经中央军委批准：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
令部司令员，周纯全为政治委员，张明远为副司令员，杜者蘅
为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漆远渥(金寨人。后为李雪三)。
三、创新机制强保障
洪学智上任后，针对志愿军前期作战

后勤工作，继承国内解放战争后勤工作经
验，由各分部按照作战方向部署兵站，通过
兵站线的延伸对部队实施跟进保障。

由于战场狭窄，分部与兵团后勤、军后勤之间缺乏
明确分工，形成后勤机构重叠，供应层次不清，战役后方
与战术后方互相交叉，不利于发挥各自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甚至出现了互相依赖或重复供应等混乱现象。

转入阵地作战以后，志愿军后勤负责供应的部队陆
续增加到17个军、6个炮兵师、4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另
有骡马6万多匹。部队的技术装备也不断改善，后勤供应
的任务大大加重，矛盾更加突出，洪学智寝食不安。

为了解决问题，他深入军、师、团后勤机关，还深入
前沿阵地，在总结运动战时期建设兵站运输线和开设供
应站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战略方针和后方对敌斗争的要
求，以转入阵地作战后战线相对稳定，各部分的力量得
到加强，交通条件有所改善，存积物资日益增加的基本
情况，提出了一种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
制方案。这种供应体制把整个战区后方地域划分为战役
的和战术的两个层次。从鸭绿江至一线各军后勤之间为
战役后方，构成志愿军后方地域，从军后勤至前沿阵地
之间为战术后方，构成部队后方地域。

战役后方由志愿军后勤根据总的作战方针、作战方
向、部队部署和地形、道路等条件以及后勤自身的力量，
划分供给区，开设兵站线，负责本地区的部队实施供应。
战术后方取消兵团后勤，以军后勤为主体，仍按部队、
军、师、团系统实施建制供应。两种供应方法结合起来构
成了分区供应和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

实行分区供应，各供应区相对稳定，部队在作战时，
可以就近得到供应区的支援。在转移时，沿途均可以得
到补给。到新区后，可以迅速得到供应。战线前伸或后
缩，兵站线亦可随之伸缩。这样，部队在行军作战中不需
携带过多的物资，便于作战部队机动。

实行分区供应，各分部受部队行动的影响小，能够保
持相对的稳定性，便于各分部掌握该区敌机、敌特的活动
规律，便于熟悉当地的环境、地形、道路、资源等情况，集
中力量进行仓库、医院、道路和防护设施等后方建设。同
时，军以下部队实行建制供应，军后勤成为一级供应实
体，有利于作战指挥与后勤工作的统一，有利于保持战术
后方的机动性。

五次战役后，朝鲜战争进入边谈边打的相持阶段。为
配合停战谈判，洪学智与彭德怀等志司首长指挥志愿军
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连续粉碎了敌人1951年的夏、秋
季攻势，共歼敌15 . 7万人，迫使美国不得不回到谈判桌
旁，并放弃攫取三八线以北1 . 2万平方公里的无理要求。

1951年7月，朝鲜北部发生特大洪水，不仅冲走了志愿
军大量物资，而且所有公路几乎全部被冲毁。205座桥梁
无一幸免，铁路多次修复，又多次被冲毁。面对洪水造成
的巨大损失，为确保前线物资及时供应，他和志愿军副司
令兼三兵团司令员陈赓紧急商讨，决定除一线部队外，二
线11个军、9个工兵团和志后3个工程大队及所有机关勤
务人员全部投入抢修。数十万志愿军部队，冒着敌机的轰
炸扫射，奋战25个昼夜，全部恢复了交通。

金寨：22位开国将军共赴朝鲜战场(上)
胡遵远

近日，霍山县黑石渡镇杜家冲村李家冲
组传来好消息，老红军李光泗的家乡找到
了，得知此消息，远在青海的李燕青女士激
动不已，她喜极而泣，感激涕零地说：谢谢
六安的好心人百忙之中给予我的帮助，终于
帮父亲实现了遗愿，有空一定要回家乡看一
看！

老红军名叫李光泗，1914年出生，1931

年12月参加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
二师战士，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
次、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10月，随红
四方面军西征川陕，在川陕苏区参加反“三
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战役，1935年3

月，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在长征途中三过
草地，数爬雪山，并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
宁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1938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后来，李光泗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数次战斗，1949年8月12日，参加了彭
德怀领导的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宁战役，为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4年12月他转业到青海省西宁市，曾任军
干学校队长、海南州农场场长等职，持有
《革命伤残军人证》。1992年2月病逝，享
年78岁，享受行政14级待遇。

李老生前曾回忆，老家在霍邱县杜家村
( 1 9 6 3 年 8 月 ，工作证籍贯为 安徽“霍
县”)，他的父亲叫李成(存)文，家中有兄弟
姐妹7人，他排行老四，兄弟4人都参加了红
军，只有大哥因有羊角风留在家里。老家是
丘陵，有毛栗树和茶叶树，水稻和小麦等基本作物。

据李燕青介绍，父亲在延安时给中央首长当过警卫员，原来没有
大名，人称李老四，是中央首长为他取名李光泗。定居青海的父亲一
直很想念故土，1990年，他同安徽省委组织部取得联系，想回老家
看一看，可惜还没动身便生了一场大病无法成行，回家乡的愿望一直
未能实现。1992年2月9日，父亲带着对家乡的无限眷恋眼泪汪汪离
开人世，返回故乡的愿望最终成为一生的遗憾。在去世前，李老曾一
再嘱咐子女们，一定要找到家乡，找到生他养他的地方……

2018年和2019年，李燕青和爱人曾两次从西宁市赴霍邱寻根，
在霍邱县公安干警郭峰、淮河农耕文化展示馆冯克强和霍邱县档案馆
黄守春的帮助下，来到金寨县白塔畈镇大岗村杜小店寻亲，由于年代
久远，所以不能完全确定杜小店就是李老的家乡。后来三人还分别到
叶集区孙岗镇杜小圩和裕安区石板冲乡去寻找，虽然是李姓的同宗同
族，但都不符合李老生前描述家乡的情况。

2020年8月27日，黄守春的文章《四位兄弟当红军，八十年后回
音讯》报道了红军后代李燕青女士寻根的故事。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
志研究室陈道明看到这篇报道后，反复思考和比对，想到了自己的家
乡霍山县黑石渡镇有个杜家冲村李家冲组(杜家冲村原属戴家河乡，
戴家河乡原属霍山县诸佛庵区，撤区并乡后，戴家河乡与新店河乡和
落儿岭镇部分村合并为黑石渡镇)，而黑石渡镇又位于裕安、霍山、
金寨三县交界处，那里的李姓家族比较多，跟李老描述的家乡很像，
有毛栗、茶叶、水稻和小麦等，于是他联系到黑石渡镇的退休教师朱
绍堂，向他提供了这条线索，请他帮忙找一找，于是寻亲之旅又一次
出发。功夫不负有心人，朱老师凭借自己的人脉关系，动用各种资源
多渠道打听，并通过调阅李家家族族谱一一核对，几天后在霍山县黑
石渡镇杜家冲村李家冲组奇迹般找到了李老亲人的相关具体信息，李
老的家乡终于找到了！

据了解，李光泗的父亲叫李存文，有6个孩子(四男两女)，李存文4个
儿子先后参加了红军，其中2

个牺牲在大别山，李光泗和
一个弟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
到延安，弟弟在一次战斗中
受重伤返乡，于1954年病逝。
现在李光泗堂兄弟的后代们
在杜家冲生活得很幸福，他
们殷切期盼着大家庭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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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的金寨县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十万英雄
儿女。在这十万英雄儿女里面，我最想了解的是大别山
区的红色播种人——— —— 詹谷堂。

在詹谷堂的简介里这样写道：他被国民党的酷刑折
磨得死去活来，最后，感觉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用手指
蘸着身上的鲜血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共产党万岁，次
日，被国民党政府杀害。

这一幕，我们曾经在各种红色电影里看到过，其他
英雄离我都很遥远，而詹谷堂就是我的家乡人，他的牺
牲地和坟墓离我家不到一百公里，我早就想去实地追寻
他的事迹，他是怎么从一个前清秀才质变到视死如归的
革命英雄的。

去年春天，映山红盛开的时候，我独自驾车前往詹
谷堂的就义地——— —— 葛藤山。到葛藤山水库的时候恰逢
一位70来岁的老大爷在路边菜地里锄草，我便向他打听
猴子洞在哪，老大爷指着对面的大山说：“就在前面那个
大山的半腰上。”我问：“能不能上那洞里去看看？”老大
爷叹了口气：“现在人都出门挣钱去了，没有几个人在
家，山上都被树木、刺藤长死了，进不去了！你去那干啥
呢？”“我想听猴子洞的故事。你能给我说说吗？”

我给老大爷敬了支烟，我们就挪到阴凉地方边抽烟
边聊天。

老大爷说，我也是听父辈们说的：“好像是民国十八

年初秋，共产党大部队转移了，詹谷堂被留在家乡继续
秘密发展革命武装，小保队每天都来搜查詹谷堂和地下
党人，詹谷堂被迫躲进前面那山上的猴子洞，他一贯行
侠仗义，办学堂都不收钱，口碑好，附近村民都给他送
饭，我们家也给他送过饭，可惜走漏了风声，被小保队跟
踪了，被押送到民团。”

老大爷叹道：“他可是受到罪了，民团头子问他谁是
共产党，如果说出来给他官当，可他就是不说，被毒打了
三天三夜，什么刑法都给用尽，临死前的晚上，他感觉血
要流尽了，用手指蘸着身上的血，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

‘共产党万岁’五个大字。第二天早上民团的人发现詹谷
堂死在牢中。”

“民团头头问不出秘密，气急败坏，把詹谷堂的尸体
拖到河边开了几枪。晚上村民们偷偷把尸体运回来葬在
他家附近的山上。”

老大爷说完，我俩都沉默了一会。这个话题太沉重
了！

去不了猴子洞，我有些遗憾，就跟老大爷打听詹谷
堂的墓地在哪。老大爷不解地笑着说：“人家旅游看山看
水，看花看草，你怎么要看人家的墓地？你从水泥路回去
到大马路上，过了小街，过后右手边有一条小水泥路，顺
着那路走不远就到了。”

去往詹谷堂坟墓的道路正在施工，铺设水泥路面，

我无法通过，又一次遗憾地折返。
我想追寻的东西，今天都很遗憾，心有不甘。于是，

我就想再寻访一些知情人士聊聊，径直向汤家汇街道进
发。

我在京城生活二十多年了，踏足汤家汇镇那是三十
多年前了。几十户人家连成一条小街，砖瓦房都很少。

今天，进入到汤家汇街道，真的不敢相信，大山深处
发展这么好。一排排崭新的楼房整整齐齐，街道都是双
向四车道，干干净净，宾馆酒店、超市、特色农庄、各色各
样生意都红红火火。

我漫步在清新的小镇上，打量着各色人等。在桥头
上遇见一位戴眼镜的老人，约莫70多岁，白衬衫外面罩
一件蓝色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本书，别在身后，应该是看
累了，在桥上散步。我心里嘀咕，这人肚里好像有点故
事，于是，我上前跟他攀谈起来。

我自然向他请教詹谷堂的事，他说：“我是38年生
人，他的事我也是听说。他父亲是个私塾先生，一大家人
靠他养活也很困难，所以，詹谷堂一直帮家里放牛，到了
十四岁才开始上学，可他聪明好学，能刻苦耐劳，在一九
零四年考中秀才，第二年，他自己开始办学，他就不是一
般的人，破出封建思想，招收女生，实在没钱的学生免
费。”

我打断老人的话，说：“这些事，咱们都能在简介里
看到过，我就想知道詹谷堂在这大山深处怎么会想到要
加入共产党，要闹革命的？”

老人家沉思了一会说：“我的看法是，他本来就是个
很有正义感的人，主要是遇上了两个关键的人。一个是
乡贤林伯襄，林伯襄建议他考取信阳师范学院，他在那
里接触到了《新青年》一类的进步书籍和马克思主义。”

“还有一个是革命先驱董必武。詹谷堂的内弟考入
武汉中学，他送王禾生到武汉，经姨外甥袁汉民介绍，见
到了董必武，所以，是袁汉铭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董必
武是见证人。后来，董必武多次指导他回乡发展党组
织。”

“袁汉铭是金寨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詹谷堂是第
二个共产党员，他们俩在董必武的指导下，以教书的名
义，在笔架山农校发展进步青年入党，成立金寨县第一
个党支部。在列宁小学成立第一个苏维尔政府。”

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我说：“詹谷堂不愧是金寨县
革命火种的播种人，”

“那是，他如果跟随大部队一起走的话，活到解放
后，以他的才智，起码也是个上将。”老人家替他惋惜地
叹了口气。

这时候西下的夕阳，照在山坡上的一片映山红上，
鲜红鲜红的，我在想詹谷堂和他的战友们是不是也在这
个山坡上战斗过，流的血也是这样鲜红鲜红的………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要想追寻到他的战友
或亲历时事的乡亲已不可能了。而詹谷堂的铮铮铁骨、
视死如归、敢于牺牲的精神早已经融进金寨儿女的血液
里。

时值农历八月十
五，一年一度的中秋佳
节如约而至。虽说早已
入秋，但夏意犹在，天气
反常地暖和。中秋的午
后，我和爱人、女儿徒步
到离家不算远的中央公园
赏桂。

此时的公园，许是过
节的原因，小道上几乎没
有什么行人，极是清净。又
因今年暖秋，树上很难见到
一片黄叶。葱茏茂密的枝柯
之间，也许个别地方略见疏
落，也许这儿或那儿有一片
叶子颜色稍淡，但它并不起
眼，不去仔细寻找，便难以发
现。天空像蓝宝石一样晶莹璀
璨，挺拔的树木生意盎然，充
满着对未来的信念。
走着走着，突然一阵沁人

心扉的香味扑鼻而来，不用说，
自是桂花的味道了。每年中秋
前后，也是中央公园桂花飘香
的季节。公园里的花虽多，且不
说秋日里千姿百态的菊花，也
不说烈焰腾腾的海棠，单是桂
花的馨香，就能使人心旷神怡，
无比陶醉，让你不由得沉浸在
桂香独有的芬芳之中。

桂花的盛开对我来说真真
是欢喜的，先不说它那黄色、银色养眼可人的小花瓣，单是桂花的香味，已
是百花中最让我喜爱的了。

我出生在西北，但自幼跟随外婆生活在安徽皖西大别山脚下的毛坦
厂古镇。我对桂香最初的记忆，应是小时候毛坦厂中学校园里的桂花香。
那时，我随外婆居住在毛中表舅的教师宿舍里。每到九月中旬，无论是宿
舍附近，还是教学楼前后，学校那些古老的桂树就会开 银黄色的花朵，
走在校园里随处都能闻到这沁人心脾的花香。

记得外婆曾经说过桂花与其它花的不同之处。
桂花每年农历八月要开几次，但每次的花期和数量都不相同。"头把

桂花不见面，二把桂花满树艳，三把桂花现一现"。说的是桂花初开时，花
不多，只闻香味。过七、八天左右，所有的花蕾全部绽放后，满树簇拥，花
香浓郁。这时你便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曲。三把桂
花一般在农历八月下旬或九月初开，这时桂花开得稀稀疏疏，只能近距
离看到零星的花儿，但仍能闻到淡淡的香。当桂花树上所有桂花花落之
后，天气也就渐入深秋了。

现今，桂树以其四季常青，渐渐成为许多城市主要的绿化树种，也
是小城的市树。每年秋天，无论是马路上，还是公园和住宅区，都可随
处闻到香飘满城的桂花香。

想起前些年的秋天，有一次无意中去市人民路某处办事，先是被
桂花的香味吸引，然后才发觉道路两旁竟栽满桂花树。在小城生活这
么久，我却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满是欣喜。此后每年秋天，我都会下意
识地去公园和人民路的人行道上走一走，闻一闻，看一看。

桂花还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清可绝尘，浓能远溢，堪称一
绝。尤其是中秋时节，丛桂怒放，人们吃月饼、赏桂花，品桂花酒，并
食用桂花制作的各种食品。夜静轮圆之际，把酒赏月，陈香扑鼻，使
人不由得想起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
夕是何年?……

时光荏苒，岁月
悠悠。外婆虽早已离
我而去，但有关桂
花的记忆却 历久
弥新。

此 刻 ，又一
个夏季悄 然 溜
走，秋风已吹
起，小城桂花
飘香。

香香
飘飘
满满
城城

冯冯

文文

追追 寻寻
张张效效传传

周末，我和老伴在家乡的村道上散步，看到田野中
沉甸甸的谷穗，老伴感叹道：“小时候，每到麦稻成熟的
季节，我们就特别幸福。”

我深有同感。因为那时候，人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
只有麦子成熟了，才可以饱餐一顿白面馍馍；只有稻子
成熟了，才可以饱餐一顿白米饭。吃饱肚子，是小时候最
幸福的事情。

如今，我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相当富有，却缺少
了年少时的幸福感。如果要说是年龄的原因，却也不尽
然。现在的孩子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却很少看到他们有感
恩之心，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太优渥，想吃什么吃什
么，需要什么买什么，想去哪里去哪里，没有了饥饿感、需求
欲，得来的东西太容易，一切都觉得理所应当，自然而然就
缺少激动和幸福。

小时候，亲戚给我一个糖果，我都会高兴几天。现在，儿
女们给我买来高档营养品，我也只是瞧上一眼，没有什么特

别幸福的感觉。年青的时候，看到其他人拥有的好东西，我
久久不能忘怀。现在，只要在电脑前点一点鼠标，这些我从
前梦寐以求的“稀罕物”就会及时送到我的手里，可我却没
有了那份兴奋和满足。

高中毕业那年，父亲带着我扛着架车轱辘步行去一百
里外的表大爷家。表大爷是我姑奶的儿子，住在深山里，那
里有我们当地稀缺的树木和竹棍。我和父亲从山上挑下来

两捆木板和一百多斤的竹棍，想带回家换一
些钱。到山下的公路后，我们把木板和竹棍绑
在车轱辘上，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家里拉。那个
时候的山路还是砂石路，而且不是上坡就是下
坡，根本没有平坦的地方。上坡的时候拉不动，
我们每爬一个坡，脸上的汗水就会迷糊眼睛。好
不容易要下坡了，车速又控制不住，需要我们拼
命地抬起竹棍，用竹棍和地面的摩擦力减慢车子
的滑行速度。一百多里路走下来，又累又渴。从道

路两旁庄院里飘出的饭菜香味，馋得我们直流口水。那
时我们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坐下来，饱餐一顿。

而现在，“千金难买老来瘦”，我们这些正步入老年
的人，都在控制饮食，每餐最多“八分饱”，以免因肥胖引
起“三高”。其实，不仅身体需要“饿一饿”，精神上也应该

“饿一饿”，让身心维持一定的“饥饿感”，人生才会有更多
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幸福的事
李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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