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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7岁的老兵刘盛爱风采依然岁的老兵刘盛爱风采依然。。

记 者 宁如娟 杨 波

通讯员 邹叶琼 文 超

20 岁时奔赴抗美援朝
战场，荣立一个三等功，荣获
嘉奖四次；复员回乡后，带领
群众开荒山、修水渠、开煤
矿，满怀热血建设家乡。他，
就是抗美援朝战士刘盛爱。

刘盛爱1933年出生，武
冈市双牌镇白竹村人。1952
年，高中毕业的刘盛爱回到
当时的武冈县白竹乡当乡
长。当年9月，他负责送该乡
一批年轻人去县城应征入
伍，当场主动报名参军。

1953年初，刚满20岁的
刘盛爱主动请缨，要求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经此一去，
不知何年。国家需要我，我在
部队很好，不要挂念。”至今，
刘盛爱依然记得自己在即将
去往抗美援朝战场的前夜，
提笔给家人写下了这封家
书。作为家中独子，刘盛爱一
直向父母隐瞒参军的事。

进入朝鲜战场后，刘盛
爱负责战备物资保管、军械

统计保养等后勤工作。朝鲜
的冬日特别寒冷，刘盛爱因
长时间进行擦拭机械、组装
枪支等工作，双手经常被冻
伤，开裂严重。至今，刘盛爱
的双手因冻伤留下的疤痕依
然清晰可见。

作为部队少有的知识分
子，闲暇之余，刘盛爱还揽下
了替战友写信、念信的活，忍
受着手上的疼痛。“这些家书，
是支撑战友们浴血奋战的力
量，大家都期盼着早日回家。”

1957 年，刘盛爱光荣复
员，回到当时的武冈县浪石
大队任村支部书记。当时，为
尽快挖通引水渠道，刘盛爱
带领群众吃住在工地，坚持

“渠道不通，不入家门”，一呆
就是几个月，将一腔热血倾
洒在家乡的建设中。

1975年至1984年，刘盛
爱担任武冈县米山公社煤矿党
支部书记。冲锋在前，享受在
后，工作的数十年间，刘盛爱始
终坚守这一信念，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一名老兵的英勇气概，
一名共产党员的无私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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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本报
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推出
抗美援朝老兵报道，通过采访

我市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聆
听他们讲述当年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感人事迹，铭记可歌
可泣的峥嵘岁月。

编 者 按编 者 按

刘盛爱：

百岁高龄老兵申太恒精神矍铄百岁高龄老兵申太恒精神矍铄。。

记 者 宁如娟 杨 波

通讯员 江依豪 陈朝晖 实习生 文 超

7月28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土桥农场管理区
青龙居委会内，89岁高龄的王章志精神抖擞地坐
在家门口，饱含深情地与大家聊自己当年参军入
伍、抗美援朝的经历，胸前一枚枚勋章熠熠生辉。

王章志，1931年7月生于邵东市。1951年，
王章志在邵东市佘田桥镇雅塘村报名参军。入
伍之后，王章志在广东东莞接受训练。在这里，
王章志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军人凝心聚力、不畏
艰难的坚韧意志和决心。王章志说，当时部队要
平整一座山来建训练场，战友们肩挑手提，将山
上的石头一堆堆运走。凭着“愚公移山”的韧劲，
仅用3个月时间就修建好了训练场。

入伍后，王章志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提交了
入党申请书。1951 年年底，王章志所在的部队
奔赴朝鲜战场，他也进入了入党考察期。进入朝
鲜后不久，王章志接到了组织交给自己的第一
个任务——迅速与当地原驻扎部队取得联系，
作为对其入党的考验。当时，王章志所在的部队
为隐蔽行动，只能夜间行军，王章志也只能在夜
晚进行联络工作。为此，王章志在执行任务时谨
慎行事，循着蛛丝马迹查找原部队下落，最终圆
满完成联络任务。在朝作战期间，王章志先后荣
立三等功三次，获嘉奖四次。

朝鲜战场上的枪林弹雨，铸就了王章志坚
韧的军人品格。1955 年，王章志光荣加入中国
共产党。随部队驻扎吉林通化时，王章志主动参
加部队的文化班，补齐文化短板。回到邵东老家
后，他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城步土桥农场开
荒山，修建罐头厂，也由此在城步扎下了根。

时过境迁，“保和平，
卫祖国”的壮烈口
号仍时常在王章志
的耳畔回响，让他
回想起当年热血沸
腾的激情岁月。

王章志：

难忘峥嵘岁月

▶王章志获得
的纪念章。

记 者 宁如娟 杨 波

通讯员 许丽慧 刘跃辉

实习生 文 超

7月27日上午，北塔区田江街道市
园艺场内，申太恒正在家中看电视，关注
最新时事。尽管已是百岁高龄，申太恒仍
耳聪目明，身体硬朗。翻开家中相册，年
轻时的申太恒身着军装，佩戴着抗美援
朝纪念章、全国人民慰问中国人民志愿
军纪念章等；复员证上，记录着申太恒荣
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1次。这些年代久
远的珍贵物件，见证着申太恒参与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的不平凡经历。

1920年4月，申太恒出生。1932年
时父母相继过世，年仅12岁的申太恒
四处流浪。1949年，申太恒来到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谋生。一次偶然机会，路
过此处的军队邀请申太恒为他们带
队，申太恒就随部队来到贵州省，并在
此光荣入伍。

1951 年 3 月，申太恒在河南省被
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跟随部队
来到朝鲜。1952 年 10 月，上甘岭战役
打响，申太恒是部队里的侦察兵，负责
侦察敌情。一次任务中，敌人的子弹从
申太恒的腹部擦过，肚中的肠子露出
了一截。危急关头，申太恒用随身携带
的水将肠子简单冲洗后，又把它重新
塞回肚中，再用医疗急救包压住伤口，
然后继续投入战斗。

申太恒说，自己每次结束战斗后，
都有“捡漏”的习惯。回营途中，他会仔
细查看周边情况，捡起路上被遗落的武
器装备或粮食，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宝贝揣在怀中带回。

1963年，申太恒光荣复员，回到家乡居住。如今，
他已四代同堂，幸福地过着晚年生活。尽管年岁已高，
当年抗美援朝的经历他仍记忆深刻，难以忘怀。“这辈
子最有意义、最自豪的就是入伍当兵，参加了抗美援
朝战争，接受了部队的培养和教育。”申太恒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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