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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 战将之所以
成为战将，就是靠胆识。这
话多少有点绝对。 战将之
所以能成为战将是由多种
因素决定的， 但没胆识的
人绝对不可能成为战将。

抗美援朝战场上金城反击
战时郑维山的表现可见一
斑。 我们现在看到地图上
的三八线基本上是直线，

然而
1952

年这条线在金城
拐了个弯， 向北凸出十来
公里。

1953

年夏季攻势中，

郑维山率部把这个弯拉直
了。 他策划和导演的一场
三千多人大潜伏， 创造了
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奇迹。

1952

年
7

月，郑维山到
二十兵团任代理司令员。

郑维山看到敌方据守的金
城这块突入我方阵地的
“楔子”，居高临下，能见度
好的天气， 可将我二十兵
团纵深十几公里的动作看
得清清楚楚。

“这个‘楔子’不拔，仗
不好打。”郑维山对随行参
谋说。

由于政治和军事等诸
多方面的原因， 这个“楔
子” 在十多个月后才得以
拔除。 在

1952

年的秋季攻
势中， 郑维山指挥部队打
得有声有色， 两个月歼敌
万余人，夺取阵地

50

多处。

毛泽东称他们的打法为
“零敲牛皮糖”， 给予极高
评价。后来随着时间推移，

金城地区的反击作战战机
出现。

志愿军总部决定开展
1953

年夏季攻势， 将主要
攻击方向和任务交给二十
兵团，并将五十四军、二十

一军调归二十兵团指挥， 又从九兵团抽调炮兵第七师第
二十团、总炮兵预备队第二师第二十九团，交给郑维山指
挥，加强二十兵团的作战力量。

郑维山开始排兵布阵———

要打好夏季攻势，得首先攻占
949．2

高地和
883．7

高地
等敌前沿的支撑点。这几处高地，地势高、地形复杂，易守
难攻。防守的敌军有两个加强团。

郑维山的目光停留在六十军阵地前方那片开阔地，

那里长满茂密灌木和野草伸到敌阵地山脚下。 春天他曾
对军里负责同志说：“要保护好这一带植被， 不允许敌人
下山接近。”六十军组织特等射手，敌人一靠近就打。现在
是用这片开阔地的时候了。

1953

年
5

月的一天，郑维山召集作战会议。参加会议
的除了二十兵团的各军领导，还有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

副政委杜义德及李天佑、李成芳等。

郑维山端出方案说：“我准备以两个军（二十一军、五十
四军）作两翼保障，两个军（六十军、六十七军）正面突击，一
个军（六十八军）作总预备队，攻取敌正面两个团的阵地，即
883．7

高地和
949．2

高地和十字架山（座首洞南山）及轿岩阵
地。这三点分别位于金城以东、东南，打下这三点，使敌金城
地区防御失去平衡，为收复金城地区做准备。”

“敌我主阵地相距最多三公里，中间开阔地相隔。可
以把部队提前隐蔽到敌前沿，第二天天黑后冲击，当晚
完成攻击战斗，至少争取四五个小时抢修工事、补充弹
药，天亮反击反扑。我测算潜伏至少要三千人。”郑维山
说：“我军有四个有利条件：首先，敌人不会料到我从这
里下手。 其二，

949．2

高地和
883．7

高地陡坡下有开阔地，

似乎是我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该地树丛茂密，我可将部
队提前潜伏。其三，六十军已有两条坑道挖在

949．2

高地
和
883．7

高地山脚上，可囤积弹药和二梯队。其四，两个高
地与我阵地前沿间有片杂木林，可将炮兵临时发射阵地
隐蔽于此，既可增加炮火射程和准确性，又距敌前沿近，

不易受敌纵深炮火压制，利于发挥我火力。大家如有更
好方案请提出来。”

大掩蔽部里鸦雀无声，这在郑维山预料中。志愿军武
器装备落后， 要同时攻取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两个

团阵地，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近两年来从未有过的，超出
志愿军总部规定的“攻击目标不超过一个营为原则，最好
一次攻歼一至两个排到一至两个连”的范围。在既无制空
权，又无技术战术保障的条件下，光天化日实行三千人大
潜伏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中从无先例。万一打不好，不仅
生命和财产受损，还将影响停战谈判进程，影响到国家和
军队的形象。

六十军军长张祖谅说：“支持兵团作战方案， 坚决完
成兵团交给的攻占

883．7

高地和
949．2

高地、歼敌两个团的
任务。”六十七军军长邱蔚坚决要求攻打十字架山，完成
歼敌一个团的任务。

志愿军政委、 代司令员邓华来电话告诉郑维山：“我
们认为打

883．7

高地和
949．2

高地的条件不成熟。我们建议
不要打。”

郑维山回答：“我决心已定，错了我负责。”挂断电话，

他严肃地说：“这仗一定要打。错了我负责！该杀头就杀我
的！”

一切就绪， 郑维山坐镇六十军过问每个细节。

6

月
9

日，他来到龙门山坑道里的指挥所，这里与六十军前沿指
挥所相距不到百米，与敌前沿阵地直线距离

1200

米左右。

半夜时分，各突击部队约三千七百余人，安全进入潜
伏区。

太阳照在隐蔽着三千多壮士的树林草丛中， 好像什
么都没发生。炮兵按计划隔一段时间连打几炮，掩护草丛
中的战士活动。

8

时
15

分，所有电话、电台、步话机开通……

8

点
20

分，郑维山导演的炮战开始。成千上万发炮弹
倾泻在敌前沿阵地上……几分钟后， 我炮火向敌纵深转
移，敌军以为我步兵要攻击，钻出掩蔽部想利用坚固野战
工事和火力将我突击部队挡在前沿外。数分钟后，我炮火
打回来，敌军被炸得血肉横飞。成千上万条火龙飞向敌军
前沿工事，阵地成了火海……潜伏部队攻击开始了。

按计算攻击一个半小时内将夺取敌前沿阵地， 两小
时过去了，除了阵地上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没接到六
十军的报告。 郑维山抓起电话找军长张祖谅：“仗才开始
就放羊啦！？”

“攻击部队忙于扩大战果，没来得及汇报，派出搜集
情况的参谋还没回来。” 张祖谅说，“我们正在搜集情况，

综合后上报。”

情况报上来， 潜伏突击队用了
70

分钟攻占预定目标
949．2

高地、

973

高地和
883．7

高地， 歼敌二十七团第二营、

第三营和师部搜索连等。

郑维山用起“激将法”。他告诉六十军张军长：“你对
面是敌人一个军团

4

个师，还有美军一个空军联队，天亮
肯定要反扑，告诉部队要做好与敌长时间拼杀的准备。要
是顶不住就早说， 兵团二梯队二

○

三师和六十三师就配
备在你后面。”

张祖谅抓起电话一个师一个团地问情况， 末了加上
一句：“郑司令说了，我们要是不行，预备队随时接替。”久
经战阵的师长、团长谁不明白，攻下敌军阵地用的仅是这
些潜伏部队，军预备队和各师预备队都没派上用场！这么
漂亮的仗、难得的立功机会能有几次，岂能拱手相让？

果然，天亮后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疯狂反扑。我
军依托既得阵地打退敌十多次冲锋。

敌军投入强大兵力向六十军各阵地猛烈进攻， 企图
用集中主力轮番进攻的方法夺回阵地。 郑维山向右翼的
六十七军发出命令：“向十字架山发起攻击！火力要猛，动
作要快。”顿时枪炮声大作，在六十军英勇战斗激励下，六
十七军勇士们一鼓作气冲上山头， 敌第八师第二十一团
大部被歼。

六十七军迅猛的攻势使敌军指挥部乱成一团， 敌军
指挥官从进攻六十军的部队中抽调兵力， 阻止六十七军
扩大战果。其实这是郑维山的声东击西之计，郑维山命令
兵团二梯队两个师分别从东西两侧向敌第五师阵地和敌
第二十师六十二团的

1089．6

阵地猛攻。 敌第五师退至第
二道防线。

15

日零时，敌第五师向南溃退。为阻止我军追
击，南逃时敌军炸毁北汉江上六座桥梁和大量渡河器材，

不少人掉入江中……

6

月
15

日晚， 郑维山正指挥兵团第二梯队向前推进，

实施全部收复金城的作战时， 接到志愿军总部和朝鲜人
民军联合签发的命令：“敌方已答应我方全部条件， 停战
谈判全部达成协议， 战线将按双方现已占领的实际控制
线重新划定。……从

6

月
16

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
敌攻击，但对敌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予打
击。”

历时
5

天
6

夜的金城反击战的第一阶段战役结束。二
十兵团所属部队攻占金城以东及东南地区

９

个要点，攻歼
敌两个团的阵地；毙、伤、俘敌

28382

人，收复土地
54

平方
公里。

（摘自《安庆晚报》）

人物介绍：郑维山（

1915.8～2000.5.9

），

1915

年
8

月出生在河南新县泗店乡屋
脊洼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读过一年私塾，放牛为生。父亲郑国麒，曾是村苏维
埃农协主席，参加过黄麻暴动。受父辈影响接受革命思想，替父为地下党送信。

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北京军区
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
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是第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共八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

1985

年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面馆老板高举善举 环卫工人免费用餐

起初环卫工人不好意思免费就餐
日前， 重庆一位面馆老板向

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午餐的消息
引发关注。这位老板名叫高举，今
年

54

岁。

1998

年他从四川南部县
老家来到重庆打工，

2005

年接手
哥哥的茶楼，今年

9

月，他又在茶
楼旁开起“老三面庄”，经营餐饮。

开业伊始， 面馆便挂出了这样的
招牌———“老三面庄为凯旋路环
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或午餐”。一
个多月过去了， 不少环卫工都吃
到了高举送去的免费餐。

高举为何做出如此善举呢？

原来， 高举在经营茶楼时常常凌
晨三四点钟才打烊， 这时环卫工

人已经赶来上班。“他们有的住在
杨家坪，有的住在大坪，都有七八
公里远。”高举告诉记者，据他了
解， 环卫工人在每天清早六点之
前需要至少清扫路面三遍， 等到
天彻底亮了， 还要继续清扫犄角
旮旯。“每天都是如此。 不论刮风
下雨，还是周末放假，只要走出茶
楼，就能看见他们的身影。”

环卫工人的辛劳， 高举看在
眼里， 急在心里。“环卫工人收入
不高，不愿意在外面买饭，一般都
从家里带饭。”高举说，凌晨出门
前带的热饭热菜到早上七点吃饭
时已经凉了一半， 再到中午就更

别说了。高举决定，以自己的微薄
之力， 帮助这些为城市亮丽作出
贡献的人。“更何况我也是从农村
出来的。 环卫工人起早贪黑清扫
路面， 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一样累，将心比心嘛！”

起初，招牌挂出去了，环卫工
却不好意思来老三面庄就餐。高
举便发动面馆的服务员一起将煮
好的面送到路边给环卫工人吃。

环卫工人杨大姐拗不过高举的倔
劲，欣然接受了，“像这样的关心，

这样的帮助， 让我们心中很温
暖。” 吃了老三面庄的免费面条，

杨大姐第二天主动要将钱交给高

举。高举见状，死活不要，“你们那
么辛苦，吃碗面算什么？”

除了给环卫工人提供免费餐，

高举还经常趁环卫工人休息的空
当，给他们递上一瓶矿泉水；店里
的空饮料瓶攒多了，他也会主动送
给环卫工人，让他们去卖钱。“我付
出的并不多，但很多环卫工人却不
舍得花这个钱。”高举表示，只要他
还在凯旋路开店，就会一直坚持给
环卫工提供免费餐。高举还计划在
元旦、春节面庄停业期间捐给环卫
工人一些零花钱，让他们不至于为
省钱而在过节时吃冷饭。

（摘自《人民日报》刘志强
/

文）

街头小店免费送“爱心粥”

两年如一日温暖人心
每天清晨

5

时，西安市西门外
一家小店的厨师叶金松就开始了
他一天的忙碌，准备食材，淘米熬
粥。 他所在的小店两年来坚持为
附近的民众提供免费“爱心粥”早
餐，每月送粥

2000

余碗，获得坊间
一致赞誉。

日前的早上
7

时
30

分， 记者
在这家小店前看到，不足两米宽

的道沿上已经排起了数十人的
长队，人群中大多是老人，每个
人都带着盛粥的餐具。大约半个
小时，叶金松和他的同事，一位
餐饮店里的女服务员，为等候的
人群派送完第一桶热气腾腾的
“爱心粥”之后，又从厨房端出了
第二锅粥。

叶金松告诉记者， 近两年来

他一直都坚持
4

时许起床，怕耽误
了每天早上送粥的时间。 他也被
店老板从厨房安排到前台工作，

以保证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专
职负责“爱心粥”的熬制、派送。

“这碗粥喝在嘴里， 暖在心
里。” 现年

75

岁的杜玉爱老人说，

她一个人独居，平时也不喜走动，

但每天早上都会准时来到这家小

店，喝上一碗“爱心粥”。不管天气
多么寒冷，心里都感觉暖和。

叶金松称，冬季天气冷，来喝
“爱心粥”的人有所减少。“早上大
概送了

80

份粥， 最多的时候送过
110

份粥。” 由于早上来喝粥的老
人居多，他还根据季节、天气的不
同，变花样熬制小米粥、玉米粥、

八宝粥、蔬菜粥、皮蛋粥。

湖北籍的叶金松只有
23

岁，

他表示， 小店老板的这项义举对
他而言更是一种责任和感动。通
过近两年时间的坚持，他对“与人
为善”也有了更加深刻地体悟。

（摘自中新网田进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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