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张艳丽 美术编辑：陈琼 电话：6199503 ２０25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五特别报道 3

智勇双全建奇功
———西华八路军老战士陈玉培的故事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在西华县 ， 许多人都知道老战士陈玉
培。 这位从血与火的战场走出的勇士， 用一
生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战斗之歌。

抗战时期 ， 他的母亲被凶残的日寇活
埋 。 为报仇 ， 他参加抗日游击队 ， 加入八
路军。

他参加过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 荣
立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两次。

20 世纪 50 年代 ， 他多次参与中央首长
的警卫工作并出色完成任务。

20 世纪 60 年代初 ， 他来到西华县 ， 与
群众打成一片 ， 结交了一批 “穷亲戚 ”， 被
人们亲切地称为 “陈委员”。

2015 年 ， 他给中央军委写信 ， 希望能
参加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 ， 教育子孙后
代不忘日寇暴行 ， 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
抗战精神。

为探寻英雄故事， 近日， 记者来到西华
县采访陈玉培的子女， 听他们讲述陈玉培的
传奇人生。

跟着哥哥去抗日

“1923 年， 我父亲陈玉培出生于河北省
威县李家店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我爷爷
离世早， 家庭重担全部压在我奶奶柔弱的肩
上。 奶奶含辛茹苦， 拉扯着我父亲和大伯陈
玉峰在艰难困苦中讨生活 。” 陈玉培的小儿
子陈新建回忆说 ， 那是一段充满艰辛与苦
难、 悲惨与血腥的岁月。

1938 年， 对于陈玉培来说， 是命运转折
的一年 。 那一年 ， 日寇侵占威县 ， 烧杀抢
掠， 无恶不作。 李家店村陷入一片混乱与恐
惧之中， 村民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 1941
年农历八月十六， 日寇在李家店村 “扫荡”，
残忍杀害了村长和几位村民。

怀着对侵略者的满腔怒火， 陈玉培和哥
哥陈玉峰毅然决然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县大

队 。 哥哥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 由于年龄小 ，
陈玉培就跟着大队长当勤务员。

县大队人多枪少 ， 陈玉培没有分到枪 ，
不能直接与敌人拼杀， 但他爱动脑筋， 用心
观察每一次战斗， 默默积累经验， 等待着有
一天能够像哥哥一样， 扛枪上战场与日寇正
面交锋。

群众掩护得脱身

“父亲生前告诉我们 ， 他的命是群众
给的 ， 没有群众的掩护 ， 他早就被日寇
杀死了…… ” 陈新建回忆起父亲的往事 ，
十分伤感 。

1941 年秋冬 ， 县大队被日寇重兵包围 、
打散 ， 陈玉培和哥哥侥幸逃回家中 。 然而 ，
危险并没有就此消除 。 一天 ， 汉奸带着一
群日寇来到村里抓他们兄弟俩 ， 情况万分
危急。

关键时刻， 邻家的嫂子和婶子冒着生命
危险， 迅速将陈玉培拉到院子里， 让他躲藏
在西墙边 ， 在他身上盖层干草 、 罩上篓子 ，
她们坐在篓子上做针线活。 很快， 汉奸和鬼
子来找人， 挑着明晃晃的刺刀， 在众人面前
乱戳 ， 威胁说 ： “窝藏八路全家杀光 。” 邻
家嫂子毫不怯弱地说： “这里没有共产党县
大队的人 ！” 她用智慧和勇气哄走了汉奸和
鬼子， 陈玉培得以死里逃生。

“父亲心怀感恩 ， 从来不敢忘记当年救
他的群众。 20 世纪 90 年代末 ， 父亲带着我
们专程回老家看望当年救他的那位嫂子。 那
时， 老人年事已高， 她握着我父亲的手泪流
满面 ， 说不出话来……” 陈新建激动地说 。
那次回老家， 陈玉培还完成了一个心愿———
“安葬 ” 母亲 ， 其实就是在一块青砖上刻下
“陈秦氏” 葬于祖坟。

陈玉培 “安葬” 母亲的背后， 是一段令
人伤心欲绝的往事。

1942 年， 为躲避战乱 ， 陈玉培和母亲 、

哥哥辗转来到山东省新泰县。 在这里， 他们
依然没有摆脱战争的阴影 。 1943 年春 ， 为
抗击日寇， 陈玉培和哥哥陈玉峰在新泰县同
时加入八路军 ， 被编入鲁中军区第 10 团 2
营 4 连， 陈玉培在 1 排， 陈玉峰在 3 排。 他
们的母亲陈秦氏被安置在一个名为和尚庄的

村子里。
一家出了两个八路军战士， 他们引起叛

徒、 汉奸的注意。 在叛徒、 汉奸的带领和指
认下， 陈玉培的母亲被日寇抓走， 当天夜里
被活埋。

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 让陈玉培悲痛
欲绝， 也让他心中的仇恨之火燃烧得更加猛
烈。 他擦干眼泪， 奋勇杀敌， 报仇雪恨。

智勇双全展风采

“父亲不但枪法准 ， 而且打仗时善于
动脑子……” 父亲杀日寇的经历 ， 令陈新
建记忆深刻。

1944 年， 麦子刚出齐穗的时候， 陈玉培
所在部队在新泰县一个山头与日寇激战。 战
斗中 ， 哥哥陈玉峰被日寇的子弹打中下腹
部， 身负重伤。 由于部队紧急转移， 陈玉培
没能见到重伤的哥哥就随部队出发了。

母亲被活埋， 哥哥生死未卜， 国仇家恨
让陈玉培更加痛恨日寇， 也更加坚定了他抗
日到底的决心。 从那以后， 他再也不知道什
么是害怕， 只有一个信念： 只要活着， 就跟
着共产党打日寇， 死了也光荣。

在部队里， 陈玉培是机枪手。 他头脑灵
活、 枪法好， 每场战斗总能有所收获。

攻打沂蒙县城时 ， 陈玉培充分展现了
机智和勇敢 。 在战壕里 ， 他让战友用一根
棍子顶着帽子来回走动 ， 吸引敌人的火力 。
敌人的子弹纷纷射向那顶帽子 ， 他则借机
向敌人的火力点猛力扫射 ， 打死不少日伪
军 ， 掩护战友冲进县城 。 那场战斗 ， 他们
部队消灭了驻守的日伪军 ， 他打死 3 名日
寇狙击手 ， 那顶帽子也被敌人的子弹打出
17 个窟窿。

这场战斗后， 陈玉培的智勇双全在部队
传开。 他更加坚定了战斗信念， 决心在战场
上勤动脑子、 想办法， 尽可能保护自己、 消
灭敌人。

巧妙引燃炸药包

“我们做子女的都知道， 父亲平时胆大
心细 ， 这与他在战场上养成的做事风格有
关。” 陈新建表示， 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
但在战场上拼杀几十年， 没有受过伤。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 陈玉培成
为华东野战军的一员 ， 先后参加鲁南战役 、
莱芜战役、 孟良崮战役。

在孟良崮战役中， 陈玉培担任机枪班班
长 。 敌人的抵抗异常顽强 ， 夜间 ， 照明弹 、
探照灯把整个山头都照亮了， 我军的大炮也
打得地动山摇。 总攻命令下达后， 漫山遍野
都是我军的部队， 陈玉培带领机枪班向敌人
的核心阵地猛打猛冲， 为突破敌人封锁打开
一条血路。 战役胜利后， 机枪班受到部队首
长的表扬。

战场上 ， 陈玉培爱动脑子 、 用巧劲 。
1947 年 11 月 ， 陈玉培所在部队攻打通许县
城 。 夜间 ， 为炸开城门 ， 爆破手把炸药包
堆到城门下 ， 由于紧张 ， 没有拉导火索就
撤了回来 。 这时 ， 城墙上的敌人已经发觉 ，
情况危急 ， 再去拉导火索已不可能 。 部队
首长找到陈玉培说 ： “你有啥办法把送过
去的炸药包引爆 ， 把城门炸开 。” 陈玉培想
了想 ， 让卫生员给他送来了胶布和药棉 ，
然后自信地对首长说 ： “你们先撤吧 ， 看
我的！”

他用胶布把药棉粘在准星上， 然后端枪
瞄准。 当眼睛、 准星和勉强可以看得见的炸
药包成一条直线时， 陈玉培扣动扳机， 一梭
子子弹没打完， 就听 “轰” 的一声巨响， 城
门炸开！ 两个突击营冲进城里， 解放通许县
城。 经过多次战斗锻炼和考验， 凭借出色的
表现， 陈玉培被提拔为排长。

成功狙击灭敌威

1948 年冬 ， 淮海战役正紧张激烈地进
行 。 营长突然找到陈玉培说 ， 前沿阵地出
现新情况 ： 敌人向我军阵地打冷枪 ， 几个
排长先后牺牲 ， 且都是头部中弹 ， 让他赶
快想办法。

陈玉培钻到战壕里查看地形， 发现前面
100 多米远的地方有几所房子， 还有柏树林，
他判断敌人就是从那里打的冷枪， 且有狙击
手。 当时周围覆盖着雪， 他便命令全排战士
把帽子翻过来戴， 帽檐朝后， 衣服也要反过
来穿， 并把枪用白布缠起来， 隐蔽自己。 随
后， 他让一个战士挑着帽子吸引敌人。 敌人
的枪响了， 挑起的帽子被打出几个窟窿， 陈
玉培借此发现了敌人狙击手的位置。 他一个
点射就把敌人的狙击手撂倒了。 有个敌兵过
去拉尸体， 他又是一枪！ 敌人知道我方阵地
也有狙击手 ， 再不敢打冷枪 。 由于表现突
出， 陈玉培被部队记二等功。

1949 年 2 月， 陈玉培被编入 26 军 78 师

71 团 2 营 4 连， 任排长 。 部队里有一句话 ：
“到了 71 团， 只要活一年， 不是当连长， 就
是指导员……” 陈玉培服从命令， 从不计较
个人得失。

党指向哪里 ， 就打向哪里 。 当年 5 月 ，
陈玉培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 。 上海解放后 ，
陈玉培所在的连队在上海南京路执行警备任

务。 此时， 陈玉培已成长为副连长。

战场结下生死之交

“每当看到抗美援朝的影片， 我就深刻
感受到志愿军战士面临的巨大挑战和他们顽

强不屈的精神。 我感到自豪的是， 父亲参加
了抗美援朝战争， 并在战场上结交一位生死
战友……” 陈新建告诉记者， 一直以来， 父
亲的故事一直激励着全家人努力工作， 珍惜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950 年 11 月 ， 陈玉培随 26 军 78 师参
加抗美援朝战争。 陈玉培作战勇猛， 善于从
战斗中总结经验。

“枪不重眼 ， 炮不重坑…… ” 练兵时 ，
陈玉培给战士上战术课， 要战士记住， 敌人
的炮弹打过来爆炸后， 要跳到弹坑里， 以掩
护自己， 消灭敌人。 遇到敌人的坦克， 要冷
静大胆地卧倒 ， 就地打滚 、 灵活躲避 。 此
外 ， 敌人向山上进攻时 ， 枪要瞄准敌人的
头 ； 敌人向山下进攻时 ， 要瞄准敌人的脚 ，
这样就能多杀敌人。 他传授的这些经验， 提
高了战士的战斗能力。

前方战事吃紧， 战士往往拿着馍馍边吃
边急行军。 朝鲜的环境极其恶劣， 他们早已
把生死置之度外。 一次战斗中， 陈玉培等人
已完成阻击任务 ， 可以撤退了 。 不巧的是 ，
阵地上的报话机被炸坏， 他们没有收到撤退
的命令。 危急时刻， 首长派通信员小李冒着
枪林弹雨前往阵地 ， 通知陈玉培等人撤退 。
若不及时撤退， 陈玉培等人很快就会被美军
包围。 收到命令， 陈玉培等人立即撤退。 他
们刚刚撤走， 阵地就被炸成一片火海。 这次
行动中， 通信员小李的一只耳朵被敌人的炮
弹炸聋。

“后来我父亲得知 ， 小李是河南鄢陵彭
店人。 20 世纪 70 年代 ， 他们两个终于又联
系上 。 每年 ， 小李叔就会骑着自行车 ， 带
着家里种的桃子来看望我父亲 。 我父亲热
情招待 ， 杀个鸡子 ， 摆上好酒 ， 共叙战友
情……” 陈新建至今仍然记得当年的场景 ，
他说， “两人的友情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小李叔去世……”

陈玉培一生都感激救过他性命的人。 在
那场 “气多钢少” 对决 “钢多气少” 的正义
之战中， 值得被人铭记的， 不仅有志愿军战
士顽强的斗志， 还有战友之间舍生忘死、 互
相帮助的铁骨柔情。

有幸保卫毛主席

1954 年 ， 陈玉培从朝鲜归国后 ， 在曲
阜驻防。 在曲阜驻防期间， 陈玉培惊喜地得
知 ， 失散多年的哥哥陈玉峰找到了 ！ 原来 ，
陈玉峰在战斗中和弟弟走散， 因下腹部受重
伤， 导致残疾。 陈玉峰退伍后， 被评为三等
乙级残疾荣誉军人。 回乡后， 他一直跟着四
伯父艰难生活。

1954 年 12 月， 陈玉培转业到河南许昌，
不久又调到鄢陵县， 并在那里结婚生子。

鉴于政治素质高、 忠诚可靠、 军事素质
过硬 ， 经上级党组织严格政治审查 ， 1955
年， 陈玉培被调到河南省政府保卫科工作 。
接到通知后 ， 陈玉培离开刚刚建立的小家
庭， 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不久， 在组织的关
心和帮助下， 他的妻子被安排到省政府食堂
工作。

来到省政府保卫科， 得知自己的任务是
保卫领导的安全， 陈玉培感到身上的担子更
重、 责任更大了。 工作中， 他不敢有丝毫懈
怠 ， 严守纪律 ， 保守机密 ， 无论严冬酷暑 ，
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

毛主席几次到河南视察， 陈玉培都参与
了警卫工作。 一次， 毛主席在郑州结束视察
工作后， 接见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及一些家属
代表。 陈玉培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 心
情十分激动， 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1958 年 8 月 6 日至 8 日 ， 毛主席到新
乡、 襄城、 长葛等地视察农村工作， 陈玉培
又一次参与安保工作 。 在襄城一块烟田边 ，
襄城县的工作人员向毛主席献了一顶草帽 ，
毛主席很高兴地戴上。 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见
的那张毛主席在烟田里视察的照片。 毛主席
对摄影师说 ： “不要光照我 。” 他招呼陪同
人员共同合影。

能够近距离接触毛主席， 并与毛主席合
影， 成为陈玉培一生最难忘的经历。

村里有帮 “穷亲戚”

“陈玉培来到我们村时， 我们两家就成
了 ‘亲戚 ’ ……” 今年 82 岁的刘双桥村村
民刘天良激动地说， 当年， 他和陈书记家住
得近， 对陈书记一家熟悉得很。

陈玉培是怎么从郑州来到西华的 ？ 原
来， 1960 年， 陈玉培积极响应省委号召， 带

着家眷由省政府来到西华县。 他还将残疾的
哥哥接到身边 ， 照顾他的生活 ， 直到哥哥
1965 年去世。

到西华后， 西华县领导让陈玉培担任西
华营公社党委书记。 陈玉培推辞说： “我大
字不识几个 ， 怎么向群众传达好党的政策
呀？ 还是下到农村工作， 离群众更近些。 我
的命是群众救的， 和群众在一起， 给群众办
点实事 ， 我心里舒服 。” 根据他的要求 ， 上
级让他到西华营公社刘双桥村大队担任党支

部书记。 陈玉培带着一家老小来到刘双桥村
安家落户， 住在村头三间破房子里， 成为地
地道道的农民。

当时， 刘双桥村是有名的贫困村， 还存
在着严重的 “门头风 ”， 上级下拨的救济粮
款被少数干部分给门头较近的人或亲戚； 真
正困难的群众得不到救济 ， 群众意见很大 。
陈玉培不信这个邪， 在发放救济粮款时， 他
组织干部群众代表， 提出发放救济粮款者的
名单， 再一一入户核实情况， 真正把救济粮
款分给最困难的群众。 陈玉培因此得到了群
众的拥护。 从此， 村里再没出现过救济粮款
发放不公的现象。

在刘双桥村， 陈玉培有一帮 “穷亲戚”。
1960 年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 ， 群众生活困
难 。 陈玉培把群众当 “亲戚 ”， 带领社员开
展生产自救的同时， 主动与辖区五二农场联
系， 帮助农场修剪树枝， 把剪下的树枝拉回
分给社员当柴烧， 还组织社员帮助农场二分
厂畜牧场割草 ， 解决农场劳力不足的问题 ，
同时解决群众口粮不足的问题。 几年间， 陈
玉培想群众所想、 急群众所急， 被群众热情
地称为 “贴心书记”。

至今， 刘天良仍清晰记得当年陈玉培的
妻子朱秀娥到他家 “走亲戚” 的事。

那一年春节， 刘天良站在村头， 看见朱
秀娥提着一篮子油条、 大馍走过来。

“嫂子， 你准备干啥去？”
“恁哥让我走亲戚！”
“这村有你亲戚？”
“你家不是俺的亲戚？”
刘天良一愣， 瞬间， 他似乎明白了。 刘

天良眼睛湿润了， 他没想到， 陈玉培已经把
他和家人当作 “亲戚 ”、 看作一家人了 。 刘
天良赶紧走过去， 接过朱秀娥手中的篮子。

在艰苦的岁月里 ， 一个老革命与一个
普通农民结成了 “亲戚 ”。 直到现在 ， 两家
的下一辈人仍然是 “亲戚 ”， 逢年过节相互
走动。

百姓拥护众人夸

对陈玉培来说， 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百
姓分忧解难。

1966 年 ， 陈玉培调到西华县城关镇工
作 ， 担任镇委组织委员 。 因为家庭成员多 ，
城关镇特意为陈玉培腾了三间房。 当时， 镇
里有一位姓周的盲人， 没有固定住处， 白天
拖儿带女流浪讨饭， 晚上四处找车棚、 草屋
过夜， 生活困难。 陈玉培同情他， 毫不犹豫
把镇里为他准备的房子隔出一间让给那位姓

周的盲人。
1979 年 4 月 ， 陈玉培邻居李军的母亲

去世 。 当时 ， 李军家生活困难 ， 买不起棺
材 。 陈玉培用自己的积蓄为其母亲买了棺

材 ， 并支付办丧事的一切费用 ， 前前后后
花了 180 多元 。 在当时 ， 这可不是小数目 ，
李军感动得几次给陈玉培下跪磕头。

心里装着老百姓 ， 老百姓的心中也装
着他 ， 人们亲切地称陈玉培为 “陈委员 ”。
陈玉培去街上买菜 ， 总有一些群众拦住他 ，
往他自行车篓里塞自家种的菠菜 、 芹菜 ，
不收下不让走 。 深耕基层 ， 扎根群众 ， 矢
志为民的陈委员， 群众怎能不喜欢？

1980 年 ， 陈玉培调到城关镇卫生院当
院长 。 一天 ， 一位乡下妇女抱着小孩在卫
生院痛哭 。 陈玉培上前询问得知 ， 原来小
孩感冒发高烧 ， 没钱医治 。 陈玉培立即掏
出 20 元钱递给那位妇女 。 该妇女接过钱
感激不尽地说 ： “你真是好人啊 ， 我有钱
了一定还给你 。 ” 陈玉培说 ： “大妹子 ，
赶快去给孩子看病吧 。 给你钱 ， 我就没想
着让你还啊……”

陈玉培对他人尽心尽力给予帮助 ， 但
对自己 、 对子女却要求极严 ， 他常对子女
说 ： “不要给组织找麻烦 ， 不要给政府添
负担 。” 2002 年 ， 陈玉培的老伴患直肠癌 ，
2005 年病逝 ， 花费 7 万多元 。 不少人劝陈
玉培 ： “你为国家作了那么多贡献 ， 现在
家里遇到困难 ， 给政府 、 民政部门要求要
求 ， 给些照顾 。” 他的子女也认为 ， 一般的
家庭有了困难 ， 政府还给予照顾呢 ， 他们
是革命家庭 ， 更应该享受照顾 。 于是 ， 他
们给民政局写了要求救济的报告 。 陈玉培
知道后 ， 严厉地说 ： “再难 ， 能有打日本
鬼子的时候难吗 ？ 我一辈子没有伸手向组
织要过啥 ， 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在陈

玉培坚持下， 他的子女撤回了报告。

渴望参加阅兵式

2015 年 ， 陈玉培 92 岁高龄 ， 时逢举行
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 他给中央军委有
关部门写信， 说最大的梦想是参加阅兵式。

由于时间紧迫等原因， 最终陈玉培未能
如愿。 中央军委工作人员给陈玉培家打来电
话， 详细说明了情况， 高度赞扬陈玉培在抗
战时期作出的贡献， 一字一句， 都饱含着对
抗战老战士的敬重与感谢。

能让更多人铭记历史 ， 未能参加阅兵
式陈玉培亦无遗憾 。 晚年 ， 陈玉培带着子
女来到西华县烈士陵园哥哥的墓前 。 他告
诉哥哥 ： “在抗日战场上 ， 我们谁都没有
想过能够活着 。 如今 ， 祖国越来越强盛 ，
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 我们的付出都是值
得的！”

“淮海战役纪念章” “渡江战役纪念章”
“抗美援朝纪念章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 70 周年纪念章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 ……对于陈玉培来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给他颁发的各
种纪念章， 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赞誉。 他经常
告诫子女， 不要忘记过去， 要珍惜现在的幸
福生活， 听党话、 跟党走！

历经风云人生路 ， 一颗红心永向党 。
2019 年 7 月， 陈玉培离开人世。

英雄的名字 ， 永被铭记 ； 英雄的精神 ，
代代相传。 在历史的长河中， 陈玉培和众多
老战士的精神永远熠熠生辉， 照亮我们前行
的路。 ②15

抗美援朝时期的陈玉培。

胸前的勋章，向人们诉说着陈玉培不平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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