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岘洞北山反击战：“零敲牛皮糖”的光辉战例
1953 年 6 月下旬，抗美援朝战争进

入夏季反击战役第三次进攻作战阶段。

为配合金城方向大规模作战，第 23 军

决心以第 67 师全部，在炮火、坦克支援

下，攻歼石岘洞北山守敌。

石岘洞北山是三八线附近一座面

积不到 1 平方公里的小山头，位于朔宁

东北 10 千米处。距此直线距离不足 500

米处，正是敌防御前沿的重要支撑

点———美军第 7 师第 17 团的主阵地

334 高地和 346.6 高地。石岘洞北山易攻

难守，是一个适合“零敲牛皮糖”、便于

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好地方。

其时，该处守敌遭我多次攻歼后，

守备已由 1 个加强连增至 2 个步兵连和

1 个火器连，并添筑了大量地堡、坑道和

盖沟工事，设有多层障碍物。志愿军发

扬军事民主，动员广大官兵献计献策。

为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和减少伤亡，志愿

军从 6 月中旬开始，构筑了一条“特别

坑道”。在石岘洞北山正斜面的山腰部，

距敌障碍物仅 120 余米处，挖出一条总

长百余米、可屯 1 个加强连的坑道。这个

地区既便于后续部队隐蔽待机、适时投

入战斗，又可使伤员得到及时抢救。

战斗发起前，部队进行了周密而充

分的准备。我军进行了数十次勘察，摸

熟了北山地形。全师开展战前练兵，先

后多次组织步、炮、坦协同动作，还做了

充足的军需物资准备。为使坦克能顺利

进入出发阵地，我军又出动近千人，在

泥泞土路上铺出一条长 3000 多米的圆

木路面。

7 月 6 日晚，第 67 师以第 200、第

199、第 201 团，配以数十门火炮、十数辆

坦克的兵力，向石岘洞北山发起进攻。

经过 3 分钟炮火急袭后，第 200 团第 6

连及加强分队，从屯兵坑道出发，发起冲

击，仅 6 分钟即突入美军阵地，随即以

小分队打炸地堡和坑道，搜歼美军，并向

反斜面发展，夺占主峰。该部迅速推进，

在接近主峰时，遇到敌人层层堡群的阻

击，爆破手英勇牺牲。战士许家朋挺身

而出，抱起炸药包向敌暗堡扑去。在接

近敌堡过程中，他双腿中弹负伤，血流不

止，仍坚持爬到暗堡前，但炸药包受潮失

效未能引爆。此时，敌机枪疯狂扫射，我

伤亡不断增加。万般紧急情况下，许家

朋毅然扑向敌机枪眼，用胸膛紧紧顶住

枪口，为部队迅速攻下主峰开辟了道路。

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给许家朋追记特

等功、追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数小时后，我军已控制北山主要阵

地。美军不甘失败，接连以小股部队向

我发起反击，并发射大量空爆炸弹。第

200 团随即加强兵力，投入战斗。

7 日，第 200 团相继投入 3 个连。敌

向我发动数次反扑，均被我步炮密切协

同作战予以击退。至 8 日，第 200 团经

过一昼两夜激战，歼敌千余人，圆满完成

攻坚与守备任务，随后将阵地移交给第

199 团防守。

战斗中，我军独立坦克第 4 团第 2

连第 2 排受领了“拔钉子”、支援步兵攻

下敌方高地的任务。作战时，我坦克英勇

奋战，摧毁敌坦克数十辆、敌地堡和火力

点数十处。特别是 215 号坦克，在陷入深

坑的情况下，单独承担起消灭敌坦克的

任务，以巧妙的战术和纯熟的技术支援

步兵作战，一举击毁敌重型坦克 5 辆，击

伤 1 辆，击毁敌迫击炮 9 门、汽车 1 辆，

摧毁敌地堡 26 个，坑道和指挥所各一

个，出色地完成了 7 次配合步兵作战任

务。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 215 号坦克

“人民英雄坦克”光荣称号，全体乘员记

集体特等功一次。

8 日拂晓，美军第 7 师在数十架飞

机和大量炮火支援下，向我发起大规模

反扑。志愿军第 199 团与敌浴血奋战，战

斗空前激烈。至 10 日，该团坚守阵地 3

昼夜，击溃敌数十次攻击，歼敌 2000 余

人，胜利完成坚守主峰任务。此后将阵地

移交给第 201 团防守。

第 201 团投入战斗后, 一举夺回次

峰，并击退敌人数次反扑。而后，主、次峰

分别由第 8、第 9 连接替扼守，又连续击

退敌多次反扑。

经数昼夜的反复争夺，志愿军第 67

师打退美军数十次反扑，共毙伤俘敌歼

敌 3500 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 19

辆，取得石岘洞北山反击作战的全面胜

利。此战既巩固了阵地，又有力地配合了

东线主要方向的反击作战。10 日，中朝

联合司令部对石岘洞北山战斗予以通报

表扬，指出“此战斗打的较好，特予通报

表扬”。

渊章世森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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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典型的游击战”
———神头之战纪念碑碑文敬读

1938 年 3 月 16 日，八路军第一二

九师在潞城县神头岭伏击日军，取得了

歼敌 1500 余人的辉煌战绩，是八路军挺

进山西抗战前线后一次规模较大的伏

击战。如今，在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神

头之战纪念园内，巍然屹立着一座纪念

碑。碑高 15.8 米，由碑座、碑身和碑顶三

部分组成。碑身正面镌刻着徐向前亲笔

题写的“神头之战纪念碑”7 个鎏金大

字，背面镌刻着碑文，全文如下：

一九三七年冬袁日本军队已侵占我

华北大部遥 八路军一二九师遵照中共中

央指示袁挺进晋东南袁开展游击战争袁创
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遥 翌年

春袁敌十六师团尧一零八师团袁由邯郸沿

武安尧涉县尧黎城尧潞城尧屯留一线进攻

临汾遥 我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奉师长刘伯

承尧政治委员邓小平之命袁决定在浊漳

河南岸的神头岭上打一场伏击战遥 三月

十六日凌晨袁我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猛袭

敌之重要兵站黎城袁驻潞城之敌迅即以

步骑一千五百余人出援遥 九时半袁援敌

尽入伏击圈遥 我七七一团由北正面出

击袁 补充团和七七二团东西猛烈夹攻袁
山梁公路顿作火海袁 敌被截为数段袁进
退维谷袁豕突狼奔遥 我英雄将士猛扑敌

群袁与之短兵相接袁殊死拼搏遥 激战两小

时袁沙场敌尸狼藉遥 午后袁黎尧潞救援神

头之敌袁于潞河尧微子镇被我击退袁歼其

一部遥 是役袁我军以伤亡二百一十余人

的代价袁 赢得毙伤俘敌一千五百余人袁

毙伤缴获骡马六百余匹袁 烧毁汽车五

部袁缴获长短枪五百余支和其它大批军

用物资的重大胜利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史上谱写了光辉一页遥 为铭记革命先

辈和死难烈士的不朽功业袁 昭励后人袁
继承革命传统袁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袁特
立此碑以志遥

潞城县人民政府 立

主动出击袁野吸打敌援冶

1938 年 2 月，随着山西敌后抗战局

面的形成，日军华北方面军调用 5 个师

团兵力，分 4 路发动夺取山西南半部的

战役。其中，第一零八师团的苫米地旅团

从河北邯郸西进，大举进犯晋东南。18

日，河北通往山西的战略屏障东阳关失

守。紧接着，日军沿邯（郸）长（治）公路大

举向长治进攻。21 日，长治城失陷。随

后，包括壶关、屯留、长子、襄垣等县城相

继被日军侵占，晋东南地区大部沦陷。

长治沦陷后，日军企图通过临（汾）

屯（留）公路进一步西犯夺取临汾。为了

阻击日军向西、向南发展，进而保卫陕甘

宁边区，巩固刚刚建立的太行抗日根据

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

邓小平等反复研究决定，斩断邯长大道

及临屯公路日军西进线路。邯长公路是

日军从平汉铁路取得后勤补给的主要交

通线路，日军在该交通线的各要点都有

重兵防守。黎城是该交通线上日军的重

要兵站，而黎城与潞城之间的丘陵地形

对我军打伏击非常有利。根据此种有利

地形，师首长决定主动出击，采取“吸打

敌援”战术，命令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

一部佯攻黎城县城，引诱长治、潞城敌军

来援，第三八六旅在黎城、潞城之间设

伏，伏击长治、潞城的援敌，给敌以歼灭

性打击。

攻敌不备袁山梁设伏

旅长陈赓接到作战任务后，第一时

间召开了战前准备会议，分析了作战形

势和特点，研究讨论了具体作战方案。通

过研究地图，大家认为神头岭地区地形

复杂，岭窄沟深，不便敌人汽车、骑兵运

动展开，且有旧工事和草丛，便于我军隐

蔽突袭，是理想的设伏地点。到神头岭实

地侦察后，陈赓发现，实际地形和地图完

全不符，公路不在深沟，而是在山梁上，

公路两边除有一些旧工事外，没有任何

隐蔽物。这样的地形，既不利于部队隐

蔽，更不利于部队进攻。经再一次研究敌

情和地形特点后，陈赓最终决定把伏击

地点设在神头岭上。陈赓讲：“在独木桥

上打架，对谁有利呢？”虽然山岭不是理

想的伏击地点，却是我军出其不意打击

敌人的好地方。正因为地形不险要，敌人

必然麻痹。如果我军充分利用旧工事隐

蔽伪装，变不利为有利，出敌不意、攻敌

不备，定会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3 月 15 日夜，陈赓率第三八六旅设

伏神头岭。第七七一团埋伏在公路左侧，

第七七二团埋伏在公路右侧，补充团设

伏在对面的斜底村一带，其他小部兵力

用于牵制日军，配合作战。16 日凌晨 4

时，第七六九团一个营按计划向黎城守

敌发起攻击，黎城守敌果然中计，迅速向

潞城、涉县日军求援。天亮后，涉县增援

日军紧急出动，很快被七六九团阻击部

队击退。潞城日军派出 1500 余人的部队

前去增援，结果在神头岭掉进了我军的

伏击圈。第三八六旅三个团从三面向日

军发起了突袭，伏击部队穿插分割，将日

军截为数段。经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将潞

城援敌第十六师团和第一零八师团大部

歼灭。激战中，第七七二团八连连长邓世

松身负重伤，在战斗最后一刻仍手持手

榴弹向敌人进攻；一营一战士身负重伤，

仍与敌顽强斗争，牺牲时手中刺刀还深

深刺在敌人身上；二营一名战士负伤后，

坚持向敌人投掷手榴弹，炸死炸伤数名

敌人；补充团的很多战士，用红缨枪甚至

石头缴获了三八式步枪。此战共歼敌

1500 余人，活捉日军 8 人，缴获长短枪

550 余支、轻机枪 11 挺、骡马 600 多匹及

大批军需物资。

在神头岭伏击战中，我八路军将士

不怕牺牲、奋勇杀敌，以顽强的革命斗志

再一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神

头岭伏击战是八路军继平型关、长生口

伏击战后，进行的又一次大的歼灭战，是

坚持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经典战例。

陈赓称之为“典型的游击战”。

渊张涛冤

中华英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展

厅内，陈列有一枚纪念章。它宽 5 厘

米，呈五角星叠加光芒状，配有蓝白条

纹绶带，五角星中间刻有八一军徽和

铁锚，象征着人民海军。纪念章表面虽

有些许斑驳，但铸刻的“海军首届英模

代表会议纪念”字样清晰可辨。

为表彰海军英雄模范人物，发扬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1953 年 3 月 5 日

至 15 日，海军在北京召开首届英雄模

范代表会议。会上，海军领导向参会的

全体英雄、模范、功臣和集体立功单位

的代表，颁发了海军首届英雄模范代

表会议纪念章和证书。这枚纪念章见

证了人民海军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

的群英盛会，彰显了我军开展立功创

模活动的优良传统。

5 日上午，海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

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司令员萧劲光，

副司令员王宏坤、罗舜初，副政治委员

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参谋长周希汉，

后勤部部长张汉丞、政治委员刘义等

出席了开幕式。参加会议的英雄模范

个人代表 48 名、单位代表 10 名、列席

代表 153 名。萧劲光作了题为《为人民

海军事业树立更多的功勋》的讲话。他

号召海军广大指战员必须向“建设一

支坚强的海上战斗力量”的目标努力

前进，要有“保卫祖国海洋，保卫祖国

安全”的荣誉思想，希望大家保持光

荣、发扬光荣，争取更大的光荣，为人

民多立功勋。

出席大会的英雄模范代表在建

立、发展人民海军的艰苦历程中都曾

立下不朽功勋。其中，有英勇顽强、不

怕牺牲的副艇长王维福，有机智灵活、

以寡胜众的优秀指挥员陈立富，还有

视死如归、迎风搏浪的战斗模范赵孝

庵……现场气氛热烈，英雄模范代表

先后在大会上发言，讲述了他们忠诚

履职、不负人民的光辉事迹。

会议期间，朱德总司令到会并讲

话，广大官兵备受鼓舞。他指出：海防

在整个国防中占着特别重要的位置；

把海防巩固起来，是人民海军的头等

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你们

应该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很好地研

究战术，把海上战斗技术提高到现代

化的水平；你们不仅应该懂得海军性

能，学会使用海上战斗的武器，而且要

做到一旦发生战斗，不管使用什么武

器，你们都可以对付和消灭敌人。朱德

总司令还为代表会议题词：“高举革命

英雄主义的旗帜，建设强大的海上战斗

力量，把任何敢于侵犯我们的敌人歼灭

在海洋里！”

15 日，在闭幕大会上，全体英雄模

范代表一致通过了《向毛主席、朱总司

令致敬电》《向志愿军致敬电》和《给全

海军指战员的一封信》。大家纷纷表示，

一定要牢记党的教导，深刻领悟海军首

长的指示，吸收借鉴先进经验，把祖国

赋予的建立和巩固海防的神圣任务担

负起来！

海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的召

开，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海军指战员英勇

顽强、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增强了海军官兵的使命感、

责任感和荣誉感，形成了“英模之间比

一比、战友之间追一追”的良好氛围，对

官兵的战斗意志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一枚徽章，一页历史；一枚徽章，一

生荣耀。这枚海军首届英模代表会议纪

念章，见证了海军英雄模范担当奉献的

崇高品格，也承载着革命军人的荣光。

渊朱慧娟冤

军史文物

群英盛会的光荣见证

杰桑·索南达杰：用生命守护可可西里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

县城，一处普通的藏式民居，门上

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子。这里是杰

桑·索南达杰的故居。

1954 年，索南达杰生于治多

县索加乡，1974 年从青海民族学

院毕业后，他放弃留在城里工作的

机会，毅然回到治多草原，参与家

乡建设，曾担任教师，也做过乡党

委书记，是党培养起来的优秀年轻

干部。

治多县西部，是一片无人区，

也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天堂，有着一

个美丽的名字———可可西里。藏羚

羊，是这片原野上的精灵。20 世纪

80 年代末，用藏羚羊的绒毛制成

的“沙图什”披肩，在中亚、欧美市

场能卖到 5 万美元，不法分子纷纷

涌入可可西里，藏羚羊盗猎行为一

度增多。

1992 年，已升任治多县委副

书记的 38 岁的索南达杰挺身而

出，推动成立了治多县西部工作委

员会，并担任治多县西部工委书

记。从成立第一天起，这个特殊机

构的使命，就是保护可可西里，就

是反盗猎。

治多县西部工委成立后，索南

达杰曾带队先后 12 次深入无人

区，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保护藏

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共

计抓获非法持枪盗猎集团 8 伙，有

效打击了盗猎者的嚣张气焰。

1994 年 1 月 18 日，索南达杰

和 4 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了 20

名盗猎分子，缴获了 7 辆汽车和

1800 多张藏羚羊皮；在押送犯罪

分子行至太阳湖附近时，他们遭到

犯罪分子袭击。索南达杰在无人区

与 18 名持枪偷猎者对峙，流尽了

最后一滴血。人们发现他的时候，

他匍匐于地，右手持枪，左手拉枪

栓，怒目圆睁，早已被风雪塑成一

尊冰雕……

索南达杰的牺牲，唤醒了全社

会对可可西里保护的关注与重视。

昆仑山口，索南达杰烈士纪念

碑前，不少途经青藏公路的行人停

车驻足于此，藏族群众放上哈达、

青稞酒、松柏枝、糌粑，表达对索南

达杰的敬仰之情。

索南达杰的外甥秋培扎西，主

动申请调到环境最艰苦的可可西

里森林公安局，巡护无人区、保护

藏羚羊。

从治多县西部工委，到可可西

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再到成功申

报世界自然遗产，这些年来，一代

代保护者们前赴后继守护在先辈

浴血奋战过的土地。

渊姜峰冤

海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纪念章

昆仑山口索南达杰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