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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放羊娃到战斗英雄
——记运河支队战士张友仁

张友仁，1924年出生于山东省兰陵县车辐山镇小吴村（今属江苏省邳州市燕子埠镇管
辖）。从1940年开始，为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秘密送情报，1944年1月参加运河支队，1949
年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贾汪战斗、茅村战斗、万年闸战斗、八丁战斗、鲁南战
役、羊山战役、淮海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奉化县的战斗等数十次
战役，5次负伤。张友仁先后荣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3次，其中，1945年5月、1949年9月获
22军65师二等功2次，1948年5月获华野3纵8师二等功1次，并荣获“八一”解放奖章。

“小放羊”为运河支队送情报
张友仁所在的小吴村地

处丘陵，土地贫瘠，加上连年的
战乱，家境十分贫寒，为了能混
口饭吃，他 10多岁就给村中池
姓地主放羊。在当地，年龄小
的放羊娃被称为“小放羊”，年
龄大的被称作“大放羊”。同
村的贾继平当时是“大放羊”，
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和张友
仁一同给地主放羊 100多只。
贾继平比张友仁大几岁，干活
时脏活累活他都争着干，放羊

时还经常给张友仁讲述八路军
115 师运河支队不怕流血牺
牲，为了老百姓打鬼子的故
事。

后来贾继平担任了村里的
民兵班长，他看到张友仁不仅
机灵，而且眼快嘴快腿快，就
经常让他到指定的山头给运河
支队送情报。当时运河两岸地
区到处都是日伪军和土匪，形
势严峻，情况复杂，由于敌人
盘查的紧，不少情报不能及时

送达，给我军造成不小损失。
其实贾继平早就秘密加入了运
河支队，他以给地主放羊为掩
护，暗地里给部队搜集和传递
情报。为了避免送情报暴露目
标，一般都是靠口信传递。张
友仁常年在这一带放羊，大家
都认识他，不会引起敌人的怀
疑。有时遇到日伪军盘查，张
友仁也能巧妙周旋，机智化
解，顺利把情报准确、及时地
送出。

参军入伍成为运河支队战士
1944年1月1日，张友仁如

愿加入了八路军 115师运河支
队，成为一名抗日战士。入伍
后，张友仁先是担任看守员，专
门看押俘虏。不久下连队，被
分配到 1营 9连，副营长褚思
惠，连长花如景，支部书记张
勇，这些人他一直熟记于心。
那时候运河支队在黄邱山套、
贾汪矿区和微山湖之间来回运
动，打游击战，闹得日伪军整天
不得安宁。张友仁记忆最深的
就是褚思惠副营长，每次打仗
之前都严格要求每一名战士，
在战场上一定要胆大心细，要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动作敏
捷，反应要比敌人快半拍。战
斗中褚思惠副营长总是冲锋在
前，让年轻的战士在后面。当
时行军打仗也没有伙夫，到哪
个村就分散到老百姓家里吃派
饭，遇到好吃的，褚思惠都不舍
得吃，让给年龄小的战士吃。

当年打鬼子的条件极其艰苦，
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比较落后，
有的战士还使用红缨枪、大刀
片等。当时在军民中传唱着这
样一首民谣：“吃的是煎饼，铺
的是秆草，穿的衣服更是谈不
到，冷热只一套。为了求解放，
为了把仇报，英勇杀敌为国立
功劳，把鬼子打跑了。”真实反
映了黄邱山套根据地的艰苦生
活。

1944年冬一个伸手不见五
指的夜晚，部队接到了侦察作
战任务。新组建的连队 100多
人，谁也不认识谁，顶多知道叫
小李、小张。为了在夜晚认清
自己人，战士们在胳膊上系着
白毛巾作为标识，对驻扎在贾
汪的日军进行了袭击，打得鬼
子措手不及。在那次战斗中，
张友仁一直冲锋在前，毙敌数
人，但他的左腿膝盖下被鬼子
的“三八”大盖打穿。张友仁感

觉腿发热发沉，他知道自己负
伤了，只顾得打仗也没有看一
眼伤口，在撤退到张山子村时，
才发现裤腿湿透，鞋子里灌满
了鲜血。简单包扎一下后，部
队把他送到兰陵战地医院进行
治疗，医生嘱咐他要休养半年，
可是张友仁作战心切，三个月
以后，他就偷偷跑回到了部队。

1945年 8月中旬，八路军
115师运河支队改建为鲁南军
区警 9旅 18团。1947年 1月，
张友仁参加了鲁南战役的第一
阶段战斗，之后在河南参加过
解放漯河、洛阳、许昌、开封等
战斗。淮海战役时张友仁为华
东野战军3纵8师1大队侦察排
侦察兵，渡江战役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22军15师侦察大队7
班长。渡江战役前夕，为了侦
察长江对岸敌军布防情况，张
友仁所在的班提前一个月在安
徽巢湖趁着大雾弥漫偷渡长
江。过江后试图与接应他们的
地方武装联系，不巧在山下与
一队国民党部队遭遇。由于雾
大，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兵力如
何。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
撤退已经来不及，全班只有 12
名战士,听动静敌人至少也有一
个连的兵力。在这紧要关头，
有多年战斗经验的张友仁急中
生智,以“营长”的口吻指挥:“一
连向左,二连向右,三连跟我
来。”敌军一听以为遇到了解放
军的主力部队，慌忙逃窜。

甘于奉献做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20世纪 50年代初，十万官

兵在东北三江平原上发起了向
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的伟
大壮举。张友仁响应毛主席的
号召，于 1955年 2月主动报名，
从浙江押解重刑犯到地处黑龙
江省嫩江县七星泡的 63劳改农
场，负责改造罪犯与农业生产。
后转到北大荒劳改农场第 29劳
改大队，先后担任连长、指导员、
大队长、医院后勤院长，一干就
是 30多年。开荒时的环境十分
艰苦，到处荆棘丛生，野兽成群，
冬天最低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
夏天蚊蝇多的不可想象。环境
的恶劣，生活和工作的艰苦没有
吓倒张友仁，他工作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他常说，越是条件艰
苦就越能磨炼人的意志，当年战
友们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死都
不怕，如果面对眼前的一点点困

难就惧怕，那还是一名真正的共
产党员吗?上级领导多次把先进
工作者、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授
予张友仁，都被他让给了其他
人。

1986年，张友仁离休在台儿
庄定居后，到台儿庄区运输公司
义务工作，不拿一分钱的报酬，
为家乡经济建设贡献余热。汶
川大地震时他捐款 500元，武汉
疫情时他捐款3000元，今年春天
他又为台儿庄疫情防控捐款
3600元，表达自己的心意。

多年来，张友仁老人不以功
臣自居，更不搞特殊化，一次不
落地参加党组织关系所在地华
阳社区的组织生活，经常到厂
矿、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讲述当年的战斗
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抗战史专家王功彬为张友仁老人制作手模抗战史专家王功彬为张友仁老人制作手模

2019年2月，枣
庄邮政集团公司台
儿庄区分公司与运
河支队历史研究会
联合发行了运河支
队老战士张友仁纪
念封。该纪念封是

《运河支队老战士
风采》系列纪念封
中的第一枚,并且专
门刻制了纪念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