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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兴胡大兴：：渡江战役中的渡江战役中的““无名烈士无名烈士””

72 年前那场
波澜壮阔的渡江
战役中，枪林弹
雨的长江上，百
万雄师气吞万里
如 虎 。 他 们 身
后，上万名船工
赴死不惜，划桨
掌舵运送战士横
渡长江；上千万
名 群 众 踊 跃 支
前，喊出“豁出性
命 支 援 解 放
军”。人民军队
以木帆船突破敌
军 军 舰 江 防 天
险。宿松县共有
2001 名船工驾船
1077 艘 投 入 战
斗，27 人壮烈牺
牲，62 人英勇负
伤，305艘船只受
损，牺牲的 27 名
船工被追认为革
命烈士。日前，
笔者前往宿松各
地，探寻渡江战
役中英雄船工的
事迹。

无惧枪林弹雨 劈波斩浪前行

渡江战役中的宿松英雄船工
李恒高李恒高：：一家三人献出宝贵生命一家三人献出宝贵生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渡江战役

胜利 72周年。在渡江战役中，宿松县许岭镇有个家

庭，一家三人为了护送解放军渡江，都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这家人的英勇事迹已被载入史册，永远被宿松

人民铭记。”谈起这段历史，从事文史工作30余载的宿

松县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王皓说道，并从

书柜里拿出《中国共产党宿松地方史》等党史资料。

1949年3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四十

四师一三〇团抵达宿松县许家岭。以捕鱼谋生的李恒

高，带着弟弟李启高、儿子李全开主动加入渡江船工

队，支援解放军，参加渡江战役。他对一三〇团团长李

钟玄说：“首长，我们全家将像当年运送新四军打日本

侵略者那样，运送你们渡长江，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李恒高全家出动，积极参加渡江船队编队演习。

演习中出现了进攻队形不整齐的情况，他向团首长提

出建议，按船只吨位大小重新组编船队。李钟玄接受

建议，马上付诸实施，果然战斗队形整齐，大大提高了

战斗力。

船上要构筑简易的防御工事，李恒高为战士们出

谋划策，用麻袋装上黄沙，放在船头，构成掩体；李全

开从山上挖来草皮，夯进前仓；李启高把浸湿的棉被

披在船舷。一家人与六连的战士们同吃同住，做渡江

准备。

4月 21日 23时 20分，由四十四师一三〇团、一三

一团一营组成的渡江突击队进入长江引河，李恒高、李

启高、李全开参加了突击队，载着六连战士随队前进。

零点时分，一声令下，战斗开始。李恒高、李启

高、李全开同驾一条大木船向江南疾驶。船到江心，南

岸忽然升起四颗照明弹。国民党军队惊恐万状，发射

密集炮火，拦截渡江突击队。炮弹纷飞，水柱冲天。李

恒高紧握舵杆，李启高、李全开在前舱奋力摇桨，驾驶

船只顶住铺天盖地的巨浪，灵活地穿过炮弹袭击，迅猛

前进。接近南岸时，李恒高不幸中弹牺牲，弟弟李启高

忙将手中的桨交给了身旁的战士，去掌握哥哥松下的

舵杆。他刚拨正船头，便中弹倒下了。腿部受伤却仍

奋力摇橹的李全开，立即跑到父亲、叔叔的遗体旁，掌

起舵，继续航行。当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腹部时，他仍

紧抓舵杆，还大声呼喊邻近船上的船工带着他驾的船

一同前进。李全开牺牲时，年仅17岁。

“彭福康是在渡江战役中牺牲的许岭镇另一位老

船工，牺牲时 54岁，他的家在今许岭镇碎石村堰头

组。”王皓说，彭福康烈士的英勇事迹在《中国共产党

宿松地方史》中有详细记载。

1949年4月4日，宿松全境解放。中共宿松县委、

县政府立即开展了渡江战役支前工作。中国人民解

放军二野四兵团第十五军、第十三军的渡江部队一

到，立刻组建船工队，搜集渡江船只。自小在风浪中

长大的彭福康立即报名参加船工队。

“他不仅自己主动报名参加船工队，还招来亲朋

好友100多人，带了60多只船参加船工队。部队首长

深受感动，将他们编为一个船队，任命彭福康为队长，

授予一面大旗，开往泊湖训练。”王皓说，《中国共产党

宿松地方史》中记载了彭福康主动加入船工队并被任

命为队长的这段历史。

王皓介绍，水上行船，部队中来自北方的战士多

数不习惯，彭福康就手把手地教他们撑篙、摇桨、竖

桅、扯帆。4月21日，渡江作战总攻开始。下午，解放

军强大炮群对江南开炮。彭福康所带的宿松船队与

渡江突击部队一起，在华阳河入江口进入出发位置。

23时 20分，启航令下，彭福康等人迅速起锚扬帆，船

队似离弦利箭向江南疾进。刚近江心，敌人骤以密集

炮火攻击，顿时，江面上空打出的照明弹照得如同白

昼，水柱冲天，突击队船上的彭福康同两位船工扯满

风帆，奋力摇桨，穿插于冲天水柱之间，愈近南岸，枪

弹愈密。突然，一阵密集的枪炮打来，彭福康中弹倒

下，血染船舱，为人民解放事业壮烈牺牲。

彭福康彭福康：：血染船舱的船工队长血染船舱的船工队长

在渡江战役中，宿松县下仓镇有两名船工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胡大兴是其中之一，他牺牲时年仅45岁。

胡大兴的儿子胡怀仁今年87岁，从小就住在黄湖

边上。“这是民政部于 1983年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时

颁发的。”得知笔者的来意后，胡怀仁从屋里拿出珍藏

了38年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胡怀仁回忆，1949年 3月下旬，父亲加入了解放

军组建的船工队。期间，他和家人在高岭乡枫林嘴与

父亲见了最后一面。4月初，父亲就一直坚守在望江

县华阳镇，一边帮助解放军训练船工，一边做渡江前

的准备工作。父亲牺牲的消息，他们是后来才知道

的，只知道父亲的遗体安葬在望江县渡江烈士陵园。

当时由于牺牲的战士和船工较多，来不及给每个人立

碑留名，一直以来，他和姐姐每次去祭拜父亲，都是对

着无名烈士墓祭奠。

据了解，望江县渡江烈士陵园建于 1959年，是为

纪念在渡江战役中牺牲的革命先烈而建。陵园内现

安放 210位渡江烈士的骨灰，其中有名烈士 82位，无

名烈士128位。

为护送解放军渡江，宿松船工作出了巨大贡献，他

们的英勇事迹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孙春旺）

从一个立志参军的小伙，到赴汤蹈火不畏艰险的消防卫士；

从一个血气方刚的新兵战士，到经验丰富的特勤班长，入队十年

来，他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宗旨，一直战斗在灭火救援一线，用无

数次的火海冲锋换来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就是蚌埠市龙

子湖区消防救援大队优秀共产党员、特勤班班长陶四杰。

陶四杰来自宿州，是一名90后，从小便立志参军入伍。2011
年，他如愿成为一名武警消防战士，2017年，他来到蚌埠市龙子湖

区消防救援大队服役。服役期间，他忠于职守、作战英勇，每次出

警都冲锋在前，屡获上级嘉奖，已成为大队的一面先锋旗帜。

2018年3月的一个凌晨，蚌埠市一两层民房发生火灾。接警

后，陶四杰和队友立刻赶往现场，发现一家三口被困屋内，火苗已

从窗口窜出，情况危急。“当时，屋内不时传来大人的呼喊声和孩

子的哭声，眼看整个房屋就要被大火吞噬。”陶四杰回忆说，救援

指令一下，他第一时间抱着水枪冲进火场施救。破门、砸窗、灭

火、架梯，灭火救援一气呵成，不到十分钟，一家人全部得救。

一个团队的力量远大于一个人的力量。作为应急救援队的一

分子，陶四杰深知团队协作的重要。一次秋季比武竞赛，他和队

友代表大队出战。比赛中，队友因操作不慎，导致输水带口断开。

为了挽救失误，陶四杰加快了比赛速度，结果一个操作，不慎把右

手无名指折断。尽管疼痛难忍，可他坚持完成了比赛。直到下

场，队友才发现他的手指已扭曲变形。谈及当时的感受，陶四杰

说，“我是一名党员，要做好榜样，不能因为自己影响比赛成绩。”

担任特勤班班长后，陶四杰凡事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

得失，始终将集体放在首位。考虑到队员都是年轻人，缺乏生活

和工作经验，他发挥“传帮带”作用，经常与队员谈心，了解思想

动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学习、训练和生活中的困难。在实战

中，他对队员爱护有加，每次开展救援行动，总是把最危险、最累

的活留给自己，并叮嘱大家做好个人防护，行动结束必先确认队

员安危，被大家誉为“最亲切”的特勤班长。

“我是消防员，也是共产党员，火灾现场冲锋陷阵是工作，保

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职责。”陶四杰说，他会坚持下去，用行动

践行“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誓言，为消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统计，服役十年来，陶四杰先后参加各类火灾扑救、抢险

救援及社会救助1500余起，成功抢救被困群众500余人，抢救财

产价值千万余元，先后被评为“优秀新兵”“优秀士官”“优秀共产

党员”，多次获得嘉奖。日前他荣获了2020年度“蚌埠青年五四

奖章”。 （贾铁成）

本报讯 “轰隆……”5
月 21日晚上 10时许，亳州市

蒙城县一小区附近一间正在

装修的商铺内发出一声巨

响，里面的灯光瞬间消失，接

着便发出求救声。几名路人

挺身而出，进入室内将受伤

人员救出。

5 月 22 日，救人者之一

——蒙城县许疃中心供电所

板桥所职工赵大军介绍，当

时他正带着女儿去巷子里的

美食街购买食品，由于事发

商铺正在装修，发出很大的

砸墙声，他不由自主地多看

了几眼。谁知，当他们买完

食品后再经过这间商铺时，

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赵大军顾不上个人安

危，立即冲进去救人。由于

商铺内一片漆黑，他看不清

里面的情况。与此同时，另

外三名 20 多岁的年轻人也

进入了商铺。打开手机照明

灯，赵大军这才发现，屋里满

是漂浮的灰尘，砖头和水泥

块横七竖八地掉在地上。

赵大军顺着呼救声往前

走，边走边移开地上的砖头

和水泥块，终于看到被困在

里面的一男一女，年龄在 40
岁左右。事后赵大军得知，

两人是夫妻关系，是为商铺

装修的工人。女子看起来受

伤并不严重，但神情十分紧张，吓得语无伦

次。男子手和腿均受伤严重，已经失去了知

觉。于是，赵大军抱着男子背部、两名年轻人

一人抱着他的一条腿，在另一名年轻人的灯光

指引下，将受伤男子抬出商铺。其中一名年轻

人从包里拿出纱布和消毒水，对男子受伤的手

进行简单包扎。大约十几分钟后，救护车赶到

现场，夫妻二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赵大军等人英勇救人的事迹被围观群众

拍下传到网上，网友纷纷为他们点赞。“三名年

轻人非常勇敢，而且随身携带着应急医药包，

有勇有谋。不过，他们走时没有留下联系方

式，有点遗憾。”赵大军说。 （李鹏 苑旭）

5月24日下午，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灵璧路社区联合共建单位中铁三局在合肥轨道交通8号线
灵璧路段项目工地上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活动，项目管理人员及工人共计30余人参加活动。此次演练增
强了施工作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了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和消防技能水平。 葛传红 史寿勤/摄

危急时刻最美的逆行者
——记蚌埠市龙子湖区消防救援大队特勤班班长陶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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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突发心脏骤停
路过医生紧急施救
本报讯 5月 21日下午 2时许，一名

79岁的老人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合肥市

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消化内科就诊。

没想到刚到医院停车场，老人就突然晕

倒。“我叔叔早上去其他医院做了胃镜，下

午想来找医生看一下报告，没想到他突然

晕倒，我们猝不及防，正慌张的时候，一名

医生冲上前来施救。”患者家属回忆起当

时的情景。

据一位在现场的群众说，“当时这名

医生刚好开车路过，看到老人晕倒，他将

车停在路边，立即上前施救。”这名医生

用专业的心肺复苏术，对患者进行胸外

心脏按压，并让患者家属拨通急救电

话。急救人员抵达停车场时，老人的心

跳已经恢复。老人被送到医院抢救室

后，这名医生前来探望，家属连连向其表

示感谢。

据了解，救人的医生名叫唐智国，是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当时他到滨

湖院区上班，正好碰到老人突发心脏骤停,
立即上前施救，最终化险为夷。 （苏洁）

红色“六一”收获感恩感动

5月25日，马鞍山侨商联合会联合含
山县侨联，在含山县姚庙中心学校开展

“迎六一 学党史 献爱心”活动。活动中，
马鞍山侨商联合会代表为十名困难家庭
学生送上红色书籍、学习用品和慰问金，
还为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让孩子
们提前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六一”国际儿
童节。 欧宗涛 宫能梅/摄

男子购买10万元假币
买卖双方均被抓获归案

本报讯 5月 21日 9时许，泗县公安

局经侦大队接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线

索：该局在对往年的涉假币犯罪案件线索

进行梳理排查时发现，泗县的任某通过打

电话、发微信等方式联系亳州的盛某购买

假币，两人定于当天进行交易。

泗县警方根据线索展开调查，于当日

18时许在宿州市区开往泗县的一辆公交

车上，将刚从盛某处购买假币的犯罪嫌疑

人任某当场抓获，缴获百元面值的高仿假

币10万元。5月22日，犯罪嫌疑人盛某也

被警方抓获归案。

警方查明，犯罪嫌疑人任某是泗县大

路口乡人，曾因欠债不还两次被泗县法院

进行司法拘留。2019年，他在蚌埠市五河

县双庙镇因使用假币被警方行政拘留 7
天。通过前期联系，5月 21日 11时，他前

往亳州市涡阳县，从盛某处购买百元面值

的高仿假币10万元，在乘车回泗县时被民

警当场抓获。

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任某、盛某的

行为均已构成涉嫌出售、购买、运输假币

罪。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柏立席 刘雪松）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母亲讲过父亲在渡江战役中

的事迹，说父亲驾驶的木船是在渡江时中弹沉没的，

他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长江。”现年76岁的王玉兰，是王

友山烈士的女儿，父亲牺牲那年，她才4岁。谈起那段

往事，老人仍止不住对父亲的怀念之情。

王玉兰说，父亲出生在许岭乡大咀村（今许岭镇宏

富村），由于家里穷，他从小就在别人家里当长工。1949
年3月，解放军进驻宿松后，走村入户了解船民疾苦，动

员船民参加船工队，支援渡江战役，迎接全国解放。在

外面做长工的父亲得知后，来不及回家同母亲商量，直

接去部队报名加入了船工队。1949年4月21日23时，

父亲驾驶木船载着解放军官兵，从华阳渡口出发，行

至长江中间，木船被密集的炮弹击中沉没，父亲当场

壮烈牺牲。父亲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宿松县人

民政府给她的母亲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和“光荣

烈属”匾额。1957年7月，宿松县发生洪灾，她母亲珍藏

在家里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及当年部队给父亲颁发的

《渡江光荣证》都被洪水冲走了，一家人为此伤心不已。

1978年，王玉兰的爱人吴志勇在阅读一本关于渡

江战役的史料时，向不识字的妻子口述了这段历史。

当吴志勇念到“王友山”的名字时，王玉兰立即说“王友

山”就是她的父亲。1983年 11月，民政部为王友山烈

士家属补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王玉兰说，让她遗憾的是，30多年来，她和丈夫多

次前往望江县渡江烈士陵园寻找父亲的墓碑均未

果。如今，她的母亲和两个哥哥都离开了人世。在她

看来，父亲的遗体或许安葬在无名烈士墓里，或许永

远留在了长江。现在，对她来说，好好珍藏父亲的《革

命烈士证明书》，传承父亲的革命精神，就是对父亲最

好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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