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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72年，经历抗美援朝三次战役

百岁老党员高步连的初心与坚守

高步连情绪激动，他说：“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进行反
扑，发起了无数次的进攻，激战了五天五夜，我们 38 军战士用鲜血
和生命保住了阵地，受到了司令部的表扬。但是在初战告捷之时，
志愿军司令部命令我军边打边退，让出清川江畔，目的是给敌人一
个错觉，达到诱敌深入的目的。美军果然中了圈套，我所在的 38军
迅速歼灭敌军主力，切断敌人退路，配合正面部队歼灭敌人。我军
炸毁了德州通往顺川至平壤的公路大桥——武陵桥，切断了敌人南
逃的通道。”

“11月 25日晚，我 38军兵分三路，从谷穗山一带悄悄南进，我 114
师是中路，插进敌人的心脏，迅速攻占海拔 810米的嘎日岭，山高林
密，地势险峻。”

令高步连记忆深刻的是，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团长带头脱掉鞋
子，踏着雪地悄悄接近敌人，敌人正在生火取暖，一阵“缴枪不杀”
的吼声从天而降，敌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死的死，俘的俘，“土
耳其旅的一个加强连很快被我军歼灭，我军占领了嘎日岭，113 师
迅速插到三所里关上敌人南逃的一道闸门，志愿军司令部命令全
面发起向敌人猛烈进攻，展开一场血战。敌人集中大量飞机轮番
轰炸，以坦克、大炮用掩护，用整营、整团的兵力进行几十次突
围。”

11月 30日清晨，100多名战士血战 8小时，歼敌 600多人。大多
数战士壮烈牺牲了，在打扫战场时发现，烈士遗体保留着和敌人拼搏
的各种姿势，有的抱着敌人的腰死在一起，有的掐住敌人的脖子，有
的握着刺刀刺入敌人肚子里，有的嘴里还咬着敌人的一只耳朵。

高步连对于战争中的一系列数据依然清楚地记得：
第二次战役从 1950年 11月 25日开始，共歼敌 36000多人，其中

美军 24000多人，缴获和击毁各种炮 1000多门，汽车 3000多辆，坦克
和装甲车 200多辆，击落飞机 20架。

高步连说：“我 38军在朝鲜战场上是能打硬仗、恶战和血战的，在
第二次战役中，阻击了敌人和增援部队汇合，对战役成功起到重要作
用，受到志愿军司令部的表扬，还被授予‘万岁军’的光荣称号。第二
次战役，收复了‘三八线’”以北全部领土。

第三次战役是从 1950年 12月 31日黄昏开始的。
这一夜，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降到零下 30摄氏度。
高步连回忆道：“我们 114师担任穿插迂回任务，指定地点是七峰

山，到达后发现西侧风阳里有伪李六师 1000余人，正在向南逃跑。经
过不到一小时的战斗，就歼灭敌人 400余人，我还缴获一支美制卡宾
枪。这一战役经过 7个昼夜激战，把敌人从‘三八’线打到‘三七线’，
敌人自动退出南朝鲜首都汉城。我军歼敌 19000余人，为我军全面进
行休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场上漫天炮火，伴随着冲锋声和枪声，震得整个脑袋嗡嗡作
响，但高步连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前进。

高步连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部队继续向前推进，但是伤员不
能走。担架队把高步连向后方送，由于前方无法进行手术，时间长，
流血多，高步连的腹部伤口化脓了。

半个月后，高步连被转送回国，到了齐齐哈尔第二陆军医院。他
熬过了最艰难的康复期。“这可能就是信念的力量！当时一心想着早
点好起来，回去继续战斗！”

在医院，高步连接到了部队通知，他在二三次战役中批准荣立战
斗一大功，艰苦工作一大功。

经过一年多的疗养，高步连身体逐渐得到康复，但是已经致残不
能归队，之后转业回到了丽水。

退役之后，他扎根基层 26年。
1978年，丽水县民政局（撤市建区后为现莲都区民政局）成立，他

担任第一任局长，并工作至离休。他曾经盖过的军毯，至今还陈列在
市博物馆橱窗。

十分荣耀的勋章

高步连小心翼翼地从他的老式衣柜里拿出了一套绿色的旧军
装，胸前佩满军功章。

老伴吕焕云说:“这是他珍藏的‘宝贝’，他把这些东西当成传家
宝，要留给后代的子子孙孙们。”

“除了这些，身体里残留的弹片是我最骄傲的勋章，这辈子不用
担心弄丢了！”高步连说，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身上的弹片并未完全取
尽。

每每回忆起当年的战斗经历，他忍不住老泪纵横：“我身上挂的
勋章，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长眠的烈士们。”

作为拥有 72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说，“这辈子，靠的是党，是党培
养了我，我一辈子都是党的人，一辈子记住党的恩情。”

离休后，高步连仍坚守初心，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家乡建设，
坚持每天看报纸、看书。每月参加支部活动。

高步连的女儿高美琴说，父亲时常鼓励家人们要珍惜今天的幸
福生活，传承红色基因，叮嘱年轻人要听党话、跟党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时代变了，但初心和使命不能变，要担负起党和人民赋
予的新时代责任和使命。党的恩情似海深，一定要多做好事和善
事。

莲都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潘丽芬时常被高步连的善举所感动：
“2014年，当得知里东发生山体滑坡后，他来到民政局将 1000元捐款
交到工作人员手中。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又立马让妻子将
1000元捐款送到民政局。”

高步连动情地说：“我做这些事情的原动力，就是保有一颗共产
党员的初心，牢记共产党人的使命。”

70多年过去了，高步连仍忘不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忘不了牺牲的
战友；

70多年过去了，老英雄的初心依旧，他的战斗故事，深深地打动
着人心。他就像一本“党史活页书”，一个个战斗故事，展现了一颗赤
子之心和一腔报国热情。这种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精神仍熠熠
生辉。

一顶军帽，一身深蓝色的朴素中山装。如今已 100岁高龄的高步
连，是一位经历过战争硝烟的老兵，更是一名老党员。在莲都区中山街
615号，记者见到了这位让人钦佩的老人。

90多平方米的房子虽简陋，但各种老照片，沉甸甸的证书却整整齐
齐地悬挂了一墙。

常常，他总能凝望许久，若有所思。这辈子，他最骄傲的就是当过
兵，打过仗。

高步连戎马一生，参加过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挺进广
东、广西至云南、贵州等战役。解放后，又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三大战
役。战斗中，他身负重伤致六级残疾，曾 6次立大功、9次立小功。

回忆起峥嵘岁月，72年党龄的高步连充满感恩：“我的很多战友再
也回不来了，我已经很幸运了。我身上虽还留着弹片，但这是我最珍贵
的勋章。”

一个坚定的信念

高步连的心中一直有个坚定的信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我们要牢记党史，永远跟党走！”

1922年 11月，高步连出生于丽水碧湖的保定村，兄弟姐妹 8个，他
排行老二。

1948年，高步连走上革命道路。
1949年 7月，面对党旗，高步连高举右拳，庄严宣誓，成为了一名中

国共产党党员。
那一幕虽然已经过去 72年，但一句句入党誓词，在高步连心里，历

久弥新。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解放了全中国，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发

自内心深处的感悟从他颤颤巍巍的言语中表达出来，显得格外真切。
高步连说：“在黑暗旧社会的苦难中，是党解放了我们。”正是这句

话，一直鼓舞着他不断克服困难，他说：“只要一想到旧社会的苦难历
史，想着党的恩情似海，就会鞭策自己前进，想到一起战斗的同志的牺
牲，而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就倍感珍惜。”这就是他的精神力量。

三次浴血的奋战

在高步连的记忆里，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
在他的脑海里，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依旧鲜活。
每每说起，他的心底热血沸腾。

“1950年 10月 19日傍晚，我作为志愿军 38军 114师 342团炮兵一连
的一名战士入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三大战役……”往事一幕幕再
现，他娓娓道来。

1950年 10月 2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开始后，为了以最少的代
价争取歼灭更多的敌人，高步连所在部队采取近战、夜战、速决战为主，
辅以阵地战的策略，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歼灭敌人 15000余人，俘
敌 1000余人，把美伪军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清川江以南，粉粹了敌人企
图在 11月 23日“感恩节”占领全朝鲜的狂妄计划。

“我军初战取得了胜利，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摸到了敌人的长处
和弱点，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增强了我军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
心。”

高步连在看记者的采访提纲高步连在看记者的采访提纲。。

高步连所获得的勋章高步连所获得的勋章。。

高步连年轻时的照片高步连年轻时的照片。。

高步连参加各类活动的纪念照及荣誉证书等高步连参加各类活动的纪念照及荣誉证书等。。

高步连阅读的书籍高步连阅读的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