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美援朝中的枣庄革命夫妻
■ 记者 孔浩 文/图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
朝战争。这场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
争，是中国人民为了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武装侵略、保卫中国国家安全、维护东
方与世界和平而进行的一场反侵略正义战争。在志愿军的队伍中，不乏有我们枣庄
人的身影。其中，一对夫妇将四岁的女儿寄养在国内的部队保育所，先后入朝作
战、工作、生活多年，为中朝友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就是靖秀智和杜玉兰。
10月20日上午，记者来到峄城区金都花园南区，听杜玉兰老人讲述了他们夫妇入朝
作战的故事。虽然已是96岁的高龄，但杜玉兰老人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对当年的
很多事情记忆犹新，说起往事，老人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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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运河支队
杜玉兰出生于台儿庄区张

山子镇张塘村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父亲早逝，哥哥杜玉环
1939 年夏参加了胡大勋领导
的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运河大
队，后任运河支队警卫连连
长。杜玉兰打小和一山之隔蝎
子山村的靖秀智定的娃娃亲，
靖秀智受杜玉环的影响，也于
1939年 10月参加了革命，历
任运河支队警卫连战士、班
长、排长、连长等职务，并于
194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杜玉兰 15 岁时就为运河
支队做鞋，曾将鞋子绑在身
上，和另外几位军属一起，一
路要饭到抱犊崮山区，送给哥
哥和战士们。17 岁那年，杜
玉兰与大她三岁的靖秀智成
婚，之后便在张塘村参加了妇
救会，为运河支队做后勤工
作。靖秀智则先后跟随部队参
加了泗水、滕县、峄县、邹
县、苏北、鲁南运河两岸数不
清的大小战斗，成长为运河支
队优秀的指战员。

没北撤受尽折磨
解放战争时期，靖秀智相

继参加了解放宿北、许昌、洛
阳及莱芜战役、济南战役、淮
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
宁波、舟山群岛等战役，曾荣
获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七师
英模奖章、淮海战役战斗英雄
奖章、第三野战军渡江战役胜
利英模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
独立自由奖章、中华人民共和
国三级解放勋章等，可谓是
战功赫赫。

而作为军人家属的杜玉
兰，在 1947 年下半年，因为
没能随军北撤，留在了黄邱
山套老家，受尽了敌人的折
磨。一次，杜玉兰的母亲躲
在山上的石棚下 18天，但最
后还是和杜玉兰一起被国民
党还乡团抓去。杜玉兰的母
亲被敌人吊在梁头上，数天
后不幸去世，杜玉兰也被吊
了三次，关了好多天才放出
来。在严刑拷打之中，杜玉
兰和她的母亲坚守党的秘
密，誓死不说出运河支队和
其他军属的下落，表现出了
顽强的斗志和宁死不屈的大
无畏革命精神。

千里寻夫
淮海战役前后，杜玉兰一

直没有丈夫靖秀智的音讯，后
来，一位亲戚听说已是连长的
靖秀智带着连队驻在邳县，于
是，杜玉兰抱着年幼的女儿追
到邳县，匆匆和丈夫见了一
面。接着，靖秀智随部队南

下，一直打到了舟山群岛。杜
玉兰担心丈夫的安危，就带着
女儿和另三位军属，一起一路
步行到了上海，寻找靖秀智的
部队。后来，在上海部队的安
排下，一位战士护送杜玉兰骑
马到了舟山，终于见到了靖秀

智。此时，靖秀智担任副营
长，按照规定可以带家属随
军。于是，经过组织的批准，
杜玉兰便以部队随军家属的
身份，被安排到了三野22军65
师193团卫生队工作。

随部队北上
1950年10月，靖秀智和杜

玉兰所在的部队接到了即将
出发的命令，至于是什么任
务、要到哪里去，连团长都不
知道。此次行动不让带孩子，
但为了能和丈夫一起并肩作
战，杜玉兰毅然将四岁的女儿
放在了部队的保育所，带着几

个月的身孕，坚决报名参加了
部队的行动。之后没多久，杜
玉兰和卫生队的另外 11 名女
队员从浙江定海小岗坐上了
铺着稻草的闷罐车，跟随着大
部队一路走走停停到了北
京。路上，大家都很自觉，没
人去打听此行的目的。在换

乘绿皮票车后，不知为何，他
们被告知不要往外面看。三
四天后到了辽宁安东 (今丹
东)，卫生队跟着部队在当地安
营。他们这才得知，当年 6月
份，朝鲜战争爆发，他们被编
进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赴朝
鲜作战，参加抗美援朝。

入朝作战
到了安东没多久，靖秀智

便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第
一分部入朝作战。直到一年半
后，杜玉兰收到靖秀智寄来的
信，她才得到丈夫的音讯。

1951年 4月 2日，杜玉兰终
于盼来了入朝的日子。她把在
安东出生仅几个月的儿子靖宪
民安置好，当天晚上，怀着对儿
子的不舍，趁着阴雨天气，和卫
生队的战友乘着竹筏，相互抓
着对方，在几位战士的护送下，
悄悄渡过了鸭绿江。“那时，部
队过江都是在夜间，最好是月
黑头加阴天，以免招来美军飞
机的轰炸。不能有光亮，更不
能有大的动静，大家都是小心
翼翼地坐在竹筏上，好长时间
才到达对岸。”杜玉兰说，上岸

后，他们一行人就钻进了一个
地洞里休息，到了第二天的夜
里，徒步行军到达万城车站。
在附近的村庄，他们卫生队搭
棚子住下，很快便进入了战斗、
工作状态。整日里为前线下来
的伤病员清洗绷带，抽空学习
简单的朝鲜话，和当地村民相
处得很融洽。

“那时，美军的飞机多的像
蛾子，每次空袭轰炸都是铺天
盖地且不分时候。有经验的战
士交代我们，无论在哪里，只要
看到冒烟，就赶紧就地卧倒，以
免被炮弹击中。”杜玉兰说，他
们卫生队的门口有一块大石
板，有一次敌机轰炸时，有人躲
到了石板下面安然无恙，而躲
在边上的几个人却被当场炸

死，场景非常惨烈。还有一次，
一位村民被飞机炸弹炸死，村
里的牛也被炸死，整个村庄一
片疮痍，志愿军们便帮着村民
重建家园。一名15岁的朝鲜小
女孩的家人全部被炸死，她便
跟着卫生队吃住在一起，还学
会了说中国话。战争令朝鲜人
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丢失性
命，这更激起了志愿军战士们
的愤怒，大家期待着早日将敌
人赶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脱离
苦海，过上好日子。

1953 年 7 月，经过和平谈
判，朝鲜终于得以停战，志愿军
们相继返回祖国，而杜玉兰和
丈夫靖秀智作为后勤善后人
员，继续留在朝鲜工作。杜玉
兰说，虽然卫生队入朝后隶属

于靖秀智所在的后勤第一分
部，但两人相距较远，工作上没
有交集，再加上当时炮火连天，
各自的工作繁忙，根本没办法
见面。直到当年的秋天，儿子
靖宪民从丹东来到朝鲜跟随靖
秀智生活，他们一家三口才得
以相聚，但仍是聚少离多，不常
见面。

停战后，国内的慰问团经
常到朝鲜，对依然坚守在异国
他乡的志愿军们进行慰问，当
地的老百姓也是经常给卫生队
送来各种水果，帮着制作朝鲜
风味的泡菜，杜玉兰还因此学
会了做酸菜的手艺。但是在朝
鲜的日子里，杜玉兰无时不在
思念着祖国和亲人，盼望着能
早日回到离开多年的家乡。

家乡作贡献
1958年5月，杜玉兰和在战

争中光荣负伤、被定为二等甲
级残废的丈夫靖秀智带着儿子
靖宪民和在朝鲜出生的二儿子
靖杰一起离开朝鲜，回到了祖
国的怀抱。同时带回来的还有
杜玉兰荣获的二等功、三等功
喜报，以及靖秀智荣获的抗美
援朝战斗英雄奖章、抗美援朝
英模纪念奖章、和平鸽纪念章、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
勋章等。

1958 年 10 月，靖秀智由部
队转业到枣庄，相继担任峄县
手工业管理局局长、枣庄市轻
工业局局长、枣庄市城市建设
局局长、枣庄市炼铁厂厂长、枣
庄市机械厂厂长等职务，于
1984年去世。而杜玉兰则在峄
城城关镇第一居委会主任的位
置上，一直工作到了 1991 年才
光荣退休。

在峄城安度晚年的杜玉兰
仍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参加社

区及运河支队老兵和后人组织
的纪念活动。今年“八一”建军
节期间，她委托孙子靖建将自
己和丈夫靖秀智在抗美援朝时
期共同使用过的一个藤条箱
子，捐赠给了台儿庄区唐庄村
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办事
处旧址收藏馆。虽然使用了多
年，但夫妻俩一直没舍得丢下
这个曾经见证了重大历史事件
——抗美援朝的藤条箱子。将
箱子捐献给收藏馆用于收藏展

示，了却了自己多年的一个心
愿。

今年 10月 18日，杜玉兰收
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联合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
章。戴上纪念章、光荣花，披上
绶带，杜玉兰老人非常激动。
她说，她很骄傲当年和丈夫靖
秀智一起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是她生命中最
难忘、最荣光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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