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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金日城送信荣立战功
1929年， 我出生于山西省绛

县三区焦家凹村。 1947年9月入
伍， 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纵
队 (即后来的60军) 的一名战士。
曾参加过解放临汾 、 平遥 、 介
休、 榆次和太原的战役。 1950年
随军南下， 参加了解放西安、 汉
中和成都等战役。 1951年， 我随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 从四川
出发， 赴朝参战。 当时， 我在军
部通讯科任副班长。

在朝鲜战场上， 令我一生最
难忘的一件事情， 发生在赴朝后
第二年7月的一天， 当时， 因为
我驾驶摩托车技术和修理摩托
车的技术双过硬 ， 政治上是党
员， 职务上又是副班长， 所以军
部决定让我将一封紧急信函， 转
送给在朝鲜人民军总部的金日

城。 为了保证我把紧急信函安全
送到， 经军部研究决定， 让一位
侦察兵出身的战士护送我。 我清
楚地记得， 当时是上午10点钟，
我就驾驶着摩托车出发了， 一直
行驶在高低不平、 弯弯曲曲的羊
肠山道上。 中途， 尽管我左躲右
闪， 还加了伪装， 我们的行踪还
是被美军的飞机发现了， 飞机就
一直追着我们不放， 机关枪射出
的子弹， 不停地从我们的头顶上
飞过， 有时子弹打在了摩托车的
钢板和路边的石头上， 冒着星星
般的火花。 机枪扫射一阵后， 美
军 的 飞 机 一 看 我 们 的 摩 托 车
仍 然 在盘山路上向前行驶着 ，
便投下了一颗炮弹， 把山路炸出
了一个深坑 ， 也看不到摩 托车
了， 以为我们被炸成肉泥， 就返

航了。 哪知我们清醒过来后， 又
把炸坏的摩 托车修好 ， 继续向
前赶路。

在出发时， 我们只知道去的
那个地方是个旧金矿。 当我们拿
着军用地图， 行驶到一个深山沟
里时， 却找不到朝鲜人民军所在
的那个山洞。 一直找到傍晚时，
我们才跟随着一辆军车来到了一
个大山洞前。 当守卫在山洞口的
朝鲜人民军战士通过翻译得知，
我们是来给金日城送紧急信函
时 ， 他们带着我们俩钻进了山
洞 ， 七拐八拐地过了十几个门
洞， 才把我俩带到了人民军总部
的收发室， 由朝方的机要人员把
我军的机要紧急信函转交给金日
城。

当时， 我们一看军部交给我

们的紧急任务完成了， 高兴得早
把所有的危险忘记了。 我就驾驶
着摩 托车连夜赶向军部 。 一路
上 ， 我们不敢开灯 ， 怕招来炸
弹， 只好由保护我的那位战士手
里握着一根点燃的香火为我们导

航。 由于我们出色地完成了这次
送信任务 ， 我们俩荣立了三等
功。 同时， 朝鲜人民军也为我们
俩颁发了功勋章。 直到现在， 我
都把立功证书和功勋章珍藏着，
因为这些都是我的骄傲。

我背着一袋钱， 骑着一匹黑
马， 在敌人的炮火下机敏地穿行
……这不是电视剧里的一个情
节， 而是我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
真实写照。 那时， 我是一名战地
汇款员。

1952年夏天， 我在中国人民
抗美援朝志愿军第47军139师417
团政治处当干事 ， 刚20岁 。 一
天 ， 政治处王天羿主任把我找
去， 说是要交给我一项 “我军25
年建军史上没有开展过的工作任
务”。 我表态 “服从革命需要”，
可心里还有点摸不清底细。 王主
任看出了我的心思 ， 接着说 ：
“这任务是为指战员们办理 ‘赡
家汇款’， 军里要组织培训， 明
天你上军里学习。”

军首长很重视， 陈发洪副政
委亲自给我们作动员报告， 他从
祖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讲到志愿
军的伟大胜利， 从我军指战员热
爱祖国讲到即将开始的第一个五
年计划。 他说， 祖国人民捐献的
钱已经可以买3700多架战斗机 ，
我军指战员迫切要求把节约下来
的津贴费寄回祖国， 赡养家属，
支援建设。 他最后强调： “这本
来是一项事务性工作， 却交给各
级政治机关主办， 说明它是一项
光荣的政治任务。” 接着， 军政
治部汇款组组长金霭珧给我们讲
汇款业务工作。 她是个女同志，
只有十七八岁， 但给我们讲汇款

业务知识却讲得头头是道。
听了陈副政委报告， 学习了

业务知识 ， 我兴冲冲地回到团
里， 这项工作很快在全团铺开 。
我避开敌机袭扰， 冲过敌人的炮
火封锁线， 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
跑， 作宣传， 办汇款手续。

当时， 军、 师政治部设汇款
组， 团政治处设汇款员， 各级层
层上送， 由军、 师汇款组冒着敌
机日夜不停的轰炸扫射回安东
（今丹东） 逐个办理汇款手续。

一天， 值班员告诉我， 刚接
到政治部电话， 让我立即骑马把
收集到的汇款送到师里， 当晚有
汽车回国。 从团部到师部有20多
公里， 饲养班长特意给我拉来一
匹多次参战的黑色蒙古马， 我挎
好枪 ， 背好汇款单据 ， 披上雨
衣， 策马赶路。 谁知中途遇上倾
盆大雨， 我连忙脱下雨衣用它包
紧单据， 继续冒雨赶路， 虽浑身
湿透， 但单据完好无损， 并且按
时送到师部。 我回团的第二天，
因淋雨太久发烧呕吐， 经服药打
针， 仍昏睡了一昼夜才醒过来。

第一批汇款寄出一个月后 ，
不少同志已收到家里的回信， 乐
滋滋地向我报告喜讯。 炮兵连何
天运班长， 家在河南省新野县农
村， 有四间茅草房， 土坯墙快要
塌了。 他爹来信说： “收到你寄
来的钱， 不光修好了墙， 还买了
几件小农具。 你就安心在前方杀

敌立功， 卫国保家。” 但是， 有
的战士没念过书， 请别人填写汇
款单， 因口音不同把地址写错被
退回， 心里十分着急。 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 我下连时就带着地图
册， 请熟悉方言的同志翻译， 重
新办理汇款手续。 六连苗族战士
向岩生 ， 家在湖南省永顺县山
区， 第一次汇款因 “地址不详”
被退回。 我给他重新办理， 家里
收到了， 他见到我特别高兴， 用
粗壮的手抱着我转了两圈。

1953年， 我国经济建设第一
个五年计划开始， 我们部队在临
津江前线节节胜利， 祖国建设的
成就激励着前方战士， 前方的捷
报鼓舞着祖国亲人， 指战员们更
积极地汇款回家。 2连一位四川
籍战士家里来信说， 四川人民盼
了几十年的成渝铁路开始修建
了， 等通车后， 打算用他汇来的
钱让爷爷奶奶坐一次火车。 9连
战士小刘的弟弟正在读小学六年
级， 他来信说， 这封信是用哥哥
寄来的钱买的新钢笔写的， “国
家实行大五年计划， 老师叫我们
订 ‘小五年计划’， 我订的目标
是好好学习将来当工程师。”

随着时间的推移， 动人事例
不断传来。 有一天， 团直的李指
导员说， 他们连有个战士的父亲
来信告诉他， 乡政府知道他寄钱
回来的消息， 开大会便把他父亲
请去坐在主席台上， 乡长对大伙
儿说， 志愿军在前方流血牺牲，
一把炒面一把雪， 还寄钱支援祖
国建设， 真是最可爱的人哪！ 咱
们在后方该怎么办？ 台下齐声高
呼：增产节约！支援志愿军！打败
美帝！我听了李指导员讲的事例，
心里很激动： 我们 “赡养汇款”
的工作虽然平凡， 但它把前方后
方的心连得多紧啊！ 把今天的奋
斗同明天的胜利拉得多近啊！

1953年7月27日 ， 朝鲜停战
了， 我们胜利了。 志愿军各级政
治机关的汇款组也撤销了， “赡
养汇款” 的业务移交给后勤部门
的随军银行办理， 我完成了军里
陈副政委讲的 “政治任务”， 继
续当政治干事。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入朝作战65周年， 早已鬓发
斑白的我， 回忆起当年在朝鲜战
场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特定
的工作岗位， 仍有几分自豪。

在硝烟中穿行的
战地汇款员 □刘汉中 口述

□龙玉纯 整理

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入朝作战65周年纪念
日。 笔者15年前收藏了一幅珍贵
的发行于抗美援朝时期的宣传
画———《我们热爱和平 》 。 画面
上， 蓝色的天空下， 有几束盛开
的桃花， 小男孩和小女孩各抱着
一只白色的和平鸽， 孩子红扑扑
的脸蛋和阳光般的笑容让人们感
到和平的可贵。 画面下方是儿童
手写体大字： “我们热爱和平”。

每当我欣赏这幅纸张已经泛
黄的宣传画时， 耳畔仿佛响起60
多年前那嘹亮而雄壮的 “雄纠
纠，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的战歌， 我不禁心潮澎湃， 思绪
万千， 缅怀起为了保卫祖国人民
的安宁和世界和平而长眠在朝鲜
土地上的数万中华优秀儿女。

《我们热爱和平 》 由人民日
报编辑阙文摄影 ， 首次刊登于
1952年6月1日 《人民日报》 头版
的显著位置。 那时阙文拍摄的照
片是黑白片， 为了体现和平环境
的气氛， 后经著名的画家哈琼文
将其黑白片制作成宣传画时修版
改成彩色的， 以蓝天为背景， 还
增加了桃花来陪衬， 由人民美术
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一版就印了
500万张。 这幅宣传画紧扣抗美
援朝、 保家卫国、 保卫世界和平
这个主题， 充分表达了全中国人
民的心愿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
卫国的豪迈气概。 它成为上世纪
50年代最具影响力和震撼力的艺
术作品之一， 不仅在中国大地广
为流传， 也在朝鲜流传。 在朝鲜
前线志愿军指挥部的墙壁上、 战

壕里、 野战医院里， 都张贴着这
幅作品， 小型的印刷品则是志愿
军战士人手一张。 祖国人民送给
志愿军的慰问包里， 都会附上这
张小画片。 信封、 笔记本、 明信
片、 搪瓷杯、 茶叶盒、 手帕也都
印上这张作品。 这幅宣传画成为
志愿军保家卫国、 浴血奋战的巨
大精神力量。

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 由
宋庆龄任团长、 郭沫若任副团长
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维也纳召
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会议期间，
宋庆龄 、 郭沫若 、 张澜 、 沈钧
儒、 贺绿汀、 梅兰芳、 常香玉等
也手捧 《我们热爱和平》 的宣传
画， 在异国广场向民众散发。 此
后， 东欧国家的多家画报相继把
它用作封面。

这张宣传画深受广大人民群
众喜爱， 由于当时的需求量相当
大， 因而不得不多次加印发行，
在上世纪50年代可谓是家喻户
晓。 记得小时候我家中就贴着一
幅 《我们热爱和平》 宣传画， 虽
然， 时光流逝， 历史远去， 但那
段硝烟弥漫的特殊战争岁月让人
记忆犹新， 难以忘怀。

《我们热爱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