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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战友邱少云
——一位志愿军班长的回忆

马遂群 口述 石 耘 整理

一波刚刚平息一波接着又起，大约在接近中午时
分，从阵地南方飞来四架敌机，在我部志愿军潜伏的
上空一阵盘旋侦察，猛然间一架敌机好像发现什么似
的，向一个机枪扫射不到的小山沟里投下了燃烧弹，
其中有一颗燃烧弹就落在了离邱少云约2米远的草地
上，燃烧弹燃着了邱少云身边的茅草，飞迸的燃烧液
溅到邱少云的左腿上，眨眼工夫，插在他脚上的蒿草
烧着了，火苗腾腾地冒起来，迅速燃着了他身上的棉
裤和棉衣。

此时我看得清清楚楚，只见他身上火苗乱窜，
烈火烧得他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淌。我又发现就在邱
少云身后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小水坑，这时只要他
滚到小水坑里打几个滚，身上的火苗就完全可以扑
灭，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此刻，但见邱少云是紧咬牙关，两只手使劲地向
地里挖，任凭烈火在身上蔓延。距他身边最近的同志
低声对他说：“邱少云，你动动，你动动。”邱少云坚
决地摇了摇头，始终没有动。

起初我还能看清楚邱少云的面目，到后来只觉
得浓烟熏得使我几乎睁不开眼，呛人的气味几乎使
我昏厥。

烈火燃烧了大约半个小时，渐渐熄灭了，但他
始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直到最后牺牲，这需要多
么大的毅力呀！令常人简直难以想象。

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烈火烧死，心里比
刀割还要难受。战友们望着邱少云的遗体，心里万
分难过，大家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强压着满腔
怒火，等待着战斗时刻的到来。

傍晚时分，我部志愿军向三九一高地进攻的号
角吹响了，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战友们怀着
满腔复仇的怒火，高喊着“为邱少云同志报仇”的
口号，潮水般地冲上了三九一高地，以排山倒海之
势向敌人扑去，敌人的一个加强连全部被歼灭了，
战友们把红旗插上了三九一高地的主峰。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于1952年 11月 6日给
邱少云追记特等功，1953 年 6 月 1 日追授他“中国
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6月 25日，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授予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
金星勋章、一级国旗勋章，并将邱少云的名字刻在
金化西面的三九一高地石壁上：“为整体、为胜利
而牺牲的伟大的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2009 年 9 月 14 日，他被评为 100 位新中国成立
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邱少云同志是视纪律重于生命的典型代表，他
那种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那种坚韧顽强的革命意
志，那种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
榜样，在中外历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无私奉献精神，从20世纪50
年代起就广为传扬，威名四海，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我和邱少云同志并肩战斗了一年多，情同兄
弟，他虽然英勇牺牲了，但每当我想起他来，心情
就特别激动，也特别难过，他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
的印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本文整理者为河南省三门峡市政协文化和文
史委员会主任）

英雄邱少云
马遂群，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县

（今为荥阳市） 广武镇人，1922 年出

生，1948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曾参加南下渡江战役，云南剿匪，

1950 年底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

作战，1953 年回国，他亲身经历和

目睹了邱少云同志入伍和牺牲的全

部 过 程 。 现 根 据 马 遂 群 老 人 的 回

忆，详述邱少云短暂而精彩的人生

故事。

1950年，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43师侦
察连担任侦察班班长。这年初春，我奉命到四川省
仁寿县招募新兵，这次我们共征召了400多人，应
征的青年大多是翻身农民。这里地处深山区，远离
大城市，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生活特别穷苦，民
风淳朴，因此，翻身农民参军的积极性特别高，邱
少云就是这次我在仁寿县招募新兵时应征入伍的一
个新兵。

邱少云是四川省铜梁县 （今属重庆铜梁区）
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9岁丧父、
11岁丧母、13岁就开始了长工的生涯，受尽了地
主豪绅的压迫和剥削，在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
以磨灭的印象。

1949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做垂死挣扎，妄图
挽救西南一隅，逼迫大批穷人去充当炮灰。邱少云
就是在这个时候在黑心地主老板的出卖和强迫捆绑
下被拉走，要抓他去当壮丁充当炮灰，后因当地的
国民党各级地方政权迅速土崩瓦解、当官的只顾自
己逃命、来不及带走这批新抓的壮丁，邱少云这
才得以幸免。

但他刚刚逃出虎口却又被投入狼穴，又被地
主抓回去逼迫继续他的长工生涯。苦难的童年生
活、悲惨的家庭遭遇，在邱少云内心深处埋下了
憎恶吃人的旧社会的仇恨种子，他盼望光明、盼
望解放！

1948年，刘伯承、邓小平奉党中央毛主席命
令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于1949年12月

新兵邱少云

1950 年夏季，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
了侵朝战争。不久，美军的飞机竟然侵
入我国领空、窜到辽宁安东 （今丹东）
市进行侦察和轰炸，把战火烧到了鸭绿
江边，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
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此严峻的战争形势下，我所在的
第15军43师奉命选派精明强干的指战员
开赴朝鲜前线参战，我这个侦察班长也
有幸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投身到了
关乎祖国前途命运的战争中去。

说来也十分凑巧，我和邱少云刚好
又分到了一个班，我担任班长，副班长
是安徽人，名叫葛风海，初中毕业，年
轻热情，全班战士的平均年龄还不到 22
岁。当时在朝鲜各地，我们所能看到的
到处是弹坑，到处是废墟，枪声不断，
硝烟弥漫，亲眼看见无数无辜的朝鲜平
民惨死在美军的炸弹下，尸横遍野，一
片狼藉，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

当邱少云目睹朝鲜儿童遭受与自己
童年时代一样的苦难时，激起了他对帝
国主义反动派的仇恨，发誓要为打败美
国侵略者贡献自己的一切，直至献出自
己的宝贵生命。

部队很快就进行了战前动员，在动
员大会上，志愿军战士倾听着朝鲜老乡
的血泪控诉，个个义愤填膺，怒火满
腔。我看到眼前的邱少云战士更是流着
泪，紧握拳头，瞪大眼睛对我说：“班
长，咱们要求一定要尽快上前线，我就
是豁上命，也非要亲手宰几个敌人不
可，为苦难的朝鲜人民报仇!”

当时，由于条件差运输困难，后勤
给养供不上，战士们在很多情况下只能
是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忍饥挨饿还受
冻，在阵地上和敌人拼搏。

1952 年 10 月中旬，我和邱少云所在
的连队接受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就是消灭盘踞在朝鲜中部山区平康和金
化之间的三九一高地的美李军队，把战

线向南推进。
然而，我军阵地到三九一高地之间，

有着一段约 1500 多米宽的开阔地，这是敌
人的炮火封锁区，要在这样长距离的炮火
下展开冲击，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因
此，为了缩短冲击距离、出奇制胜，打得
敌人措手不及，我军决定在发起总攻击前
一天的夜里，把部队秘密潜伏在敌人阵地
的前沿。

战士们出发以前，部队首长在介绍情
况时，反复强调这次潜伏任务的艰巨性，
由于距敌人较近，有时甚至连敌人的喊声
和谈话声都可以听到，因而要特别注意遵
守潜伏纪律，一声咳嗽、谈话或移动，都

有可能被敌人察觉，破坏作战计划，影响
整个战役。

部队首长最后指示：“加强纪律性，坚
决执行命令，是我军的光荣传统，这次任
务十分重要，也非常艰巨，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暴露目标。”邱少云和我们大家都坚
定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邱少云于战斗前夕向连党支部交了一
份入党申请书，写下了誓言：“为了战斗的
胜利，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深夜，500 多名全副武装的志愿军战
士，在夜色的掩护下，按预定计划悄悄地
迅速分散开来，分别隐蔽潜入到三九一高
地附近一片蒿草丛生的山谷里，每个人从
头到脚都插上了蒿草，风一吹，人身上的
草和地上的草同时摇动，看不出一点儿伪
装的痕迹。

邱少云和我所在的这个班，就在高地
东边的一条长满蒿草的土坎旁边隐蔽着，
他就趴在距离我左前方大约 20 多米的地
方，他的一举一动我都能看得十分清楚。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战士们首先看到
的就是三九一高地上的那一层层的铁丝网
和一簇簇的地堡群，一挺挺机枪从地堡的
射击口直对着山下，持枪的敌人在山脊上
的交通壕里来回走动，还不时地用望远镜
朝山下张望。

大约在上午 10 时许，一场意外的情况
发生了，敌军的一个班钻出了地堡，向邱
少云和我班战友潜伏的方向摸来。邱少云
和我们镇静地互相看看，眼神互相示意：
不能冲动，潜伏好就是胜利。我们继续坚
定、沉着地潜伏在草丛里。敌人越来越近
了，突然有两名战士被敌人发现了，敌人
吓得倒退了两步，慌张地乱扫了一梭子
弹，扭头就朝山顶上逃跑。

在此关键时刻，要是让敌人活着回
去，潜伏的秘密就会暴露，后果不堪设
想。这一切，我军观察所里的团指挥员看
得非常清楚，他果断地立刻下达命令：用
炮火消灭这股敌人！顿时，炮声隆隆，三
九一高地山坡上，筑起了一道火墙，阻断
了敌人的逃跑，一个班的敌人全部被歼灭
在山腰中。

邱少云看到这个情景，激动地瞧瞧两旁
的战友，表达出了内心的高兴，一场虚惊就
这样过去了。山上的敌人被这一阵炮火吓得
胆战心惊，龟缩在乌龟壳里不敢再出来了。
但是敌人十分狡猾，他们总是怀疑山谷里埋
伏着我军部队，就躲在地堡里不时向山谷里
打枪、打炮，战士们任凭敌人怎么打枪都不
予理睬。

战士邱少云

邱少云在烈火中 （油画家孙国岐创作）

邱少云

邱少云在照片背后用钢笔题字：“赠给亲爱的陈大权同志为
留念，战友邱少云。1952.2.19。”

邱少云当年送给战友陈大权的留念照片

解放了西南重镇、四川省会成都，紧接着四川全省
各地也获得了解放，邱少云和天下劳苦大众一样获
得了新生，他作为被解放的一名长工高高兴兴地
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过上了新的生活。

邱少云回到家里不久就赶上了我们部队来招
募新兵，他很快就报名参加了我们的部队。他当
时虽然已是20多岁的成年人，个头却不高，也可
能是因为长期受苦受累且又忍饥挨饿，导致他没
能长成高个，显得有些单薄，但他人却十分机
灵，很是勤快，我们同去招兵的人都很喜欢他，
我更是特别待见他，一见面就感到格外投缘。

邱少云没有出过远门，刚开始见人很怯生，
来部队后没几天，就慢慢地和大家混熟了。他和
我很谈得来，很快发展到几乎和我形影不离的程
度。我上山砍柴，他非跟着我去不行，当地山高
林密，我怕出意外，没有让他去，他就在家帮炊
事班打杂活儿，又是挑水又是择菜，常常累得满
头大汗。

后来，他硬是缠着跟我上山砍柴，他说在家
干活干惯了，不干活心里发急，吃饭也不香。每
次他都争着挑柴火，我心里越发感到这个小伙子
可亲可爱。慢慢地一有空闲，他就叫我给他讲战
斗故事、教他学打靶、学投手榴弹。

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扛来了爆破筒，让我
教他学爆破技术。我说：“学爆破可不是件容易
事，很危险。”邱少云说：“爆破筒杀伤力大，能
炸毁碉堡，只要能多杀敌人，我不怕危险。”我见
他热情这样高，就忘记了疲劳，耐心地教他怎样
把保险盖儿打开，怎样拉导火索……邱少云虽然没
有多少文化，但很爱学习各种实用技术，没过多久
他就学会了手枪、步枪、冲锋枪等武器的使用方
法，初步懂得了使用爆破筒的要领，进步非常快。

晚上，他干脆把铺盖卷儿搬到我的铺位旁边，
听我讲故事。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大军南下横渡万里
长江，讲到深入滇西剿匪，从进军西南讲到解放南
京，他都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插嘴问些问题，从
听故事中明白了穷人为什么受压迫、共产党人才真
正是替劳苦大众做事的好人等许多道理，更加坚定
了他这辈子要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邱少云在哨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