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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保：抬担架的“特等功臣”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张志新

走进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 展厅
内的一段段文字、一件件文物、一幕幕
三维动画、一个个复原场景，展现了淮
海战役之惨烈、胜利之不易，让红色记
忆“活起来”。

人民的支持， 是淮海战役的制胜
法宝。担架、扁担、百衲衣、手推车……
淮海战役期间， 几百万支前民工随着
解放军的冲锋号角， 冒着枪林弹雨运
送物资、抢救伤员，创造了人类战争史
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人民支前和缅怀英烈”展区，
河南周口项城支前“特等功臣”李志保
的故事引人注目。简短的文字，弥漫着
战火硝烟，饱含着军民鱼水深情，闪耀
着革命的精神力量。

淮海战役支前“特等功臣”，这是
多么沉甸甸的荣誉！ 李志保背后有哪
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近日，记者采访李
志保的女儿李英、亲属李向东，跟随他
们的讲述走进那段峥嵘岁月。

参加革命 踊跃支前

“1909 年 6 月， 我父亲出生于项
城范集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小时候，
他就跟着我爷爷、 奶奶逃荒要饭，17
岁开始在地主家当长工，受尽旧社会
的苦难。 参加革命后，他在党的培养
下获得新生，工作积极，大胆肯干，事
事走在前头。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多年
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从未从我的脑海
里消失……”李英说起父亲，流露出敬
佩的眼神。

正因为小时候有过苦难的经历，
长大后，李志保深知革命救国的道理。

解放军来到李志保的家乡时， 他和其
他穷苦人一样， 沉浸在获得解放的欢
乐里。 土改时，他成了积极分子，帮助
工作队建立民兵武装，参与分田分地，
成为土地的主人。

因工 作 出 色 ，1947 年 12 月 到
1948 年 9 月，李志保先后任“穷人头”
“村长”“区长”“乡长”等职务，后来光
荣入党。随着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
国民党反动派已到穷途末路。 1948 年
11 月，寒风凛冽，千里冰封，淮海战役
打响。为了打胜这场战役，共产党在解
放区发起广泛的支前运动。

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让李志保

坐不住了。 没有共产党和解放军，就
不会有他的田地和新衣 。 明知前线
十分危险 ， 李志保依然决定加入支
前队伍，为党和解放军做点事。 上级
很快同意了他的请求 ， 将他分配到
河南担架队任二大队大队长 ， 负责
转运伤员工作。

淮海战役从一开始就异常惨烈，
国民党军投入兵力约 80 万人，解放军
参战兵力约 60万人，在兵力和武器装
备上都不占优势。 谁能取得最后的胜
利呢？ 老百姓也看不透。

支前群众中，有的人思想顾虑多、
不想上战场。李志保当过“穷人头”，为
调动支前群众的积极性， 他掏心窝子
和大家交谈，把思想工作做到一线、做
到群众心坎上。

在支前工作中， 抬担架抢运伤员
极其危险，是一项艰巨任务。李志保和
队员们每到战斗间隙，便迅速行动，冒
着战火为伤员包扎； 夜间小心翼翼地
抬着担架转移伤员，减轻伤员的伤痛；
遇到空袭， 以血肉之躯趴在担架上保
护伤员。战事紧张时，李志保和队员们

捡起战场上的枪支，“化身” 解放军战
士参与战斗。苍茫辽阔的淮海大地上，
战壕里人影晃动、枪杆林立，常常让敌
人不知道这支“部队”的底细。

淮海战役取得最后的胜利 ，是
党中央决策正确 、 解放军作战英勇
的结果，也得益于 543 万支前民工的
鼎力相助 。 正如陈毅所说 ：“淮海战
役的胜利 ， 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
出来的。 ”

战役结束后，李志保被授予“特等
功臣”称号，并受到部队首长嘉奖。 这
是他一生的骄傲和自豪。

受奖战马 战后返乡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
尺布送去做军装， 最后一件老棉袄盖
在担架上， 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
场……”至今，李英仍然记得父亲教给
她的这首民谣， 更记得父亲讲的支前
故事。

淮海战役结束后的一天， 李志保
接到通知，部队首长有事要和他商量，
请他速去。 部队首长百忙之中要接见
自己，让李志保感到很惊奇。 一路上，
他忐忑不安。

“志保同志，战役期间，你表现很
优秀。 如今仗打完了，你留在部队，跟
着我继续干革命……” 在司令部办公
室，部队首长对李志保开门见山地说。

是啊，胜利了，这是多么值得庆祝
的事！ 听了首长的话， 李志保五味杂
陈，心中隐隐作痛。许多同志在战斗中
受伤，甚至牺牲……他不敢往下想，泪
水在眼眶里打转。

思前想后 ， 李志保决定返回家

乡。 跟着自己来支前的同志有的已
经牺牲了 ， 他们家中有需要照顾的
父母和家人。 “我想回去照顾他们的
家人 ， 为他们家人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 。 ”李志保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
说服了部队首长。

临行前，部队首长将一把手枪和
一些子弹作为奖励交给李志保，又牵
来一匹大白马，深情地对他说：“这是
一匹立过战功即将退役的战马，让它
跟着你回去吧！你要像对待自己的战
友一样关心它、爱护它，不要打它、不
要骂它。它死后，不要吃它的肉，找个
地方安葬了……”战马似乎听懂了什
么，昂首长嘶，眼中蓄满泪水。

从淮海战场回到项城，这匹战马
和李志保朝夕相处。 闲暇时，李志保
就牵着它四处溜达。

几年后，战马老死，李志保伤心落
泪。 他遵照部队首长的指示，将战马
安葬在范集野外一处高地 ， 以示纪
念 。 这处战马安息地，被当地人称为
“白马岭”， 见证着李志保和战马之间
的深情厚谊。

“拾粪书记”扶弱济困

“我父亲回到家乡 ，先后在县农
场、贾岭、老城、范集等地工作。 工作
中 ，他任劳任怨 ；帮助别人 ，他无怨
无悔。我父亲是那么善良、慈祥。 ”李
英眼含泪水说。

无论在哪里工作， 李志保都将支
前精神融入工作中，冲在前面，干在前
面，作出榜样。 在扫除文盲运动中，他
带领群众刻苦学习文化知识， 被评为
“学习模范”； 在 1953 年的抗洪抢险

中， 他同群众一起日夜奋战在汾河河
堤上，受到省委、省政府表扬，《河南日
报》刊登了他的模范事迹；在基层工作
期间，他走遍贾岭、老城、范集等地所
有村庄，被誉为“党的老干部、人民的
‘老黄牛’”。

李志保对群众的爱如一缕缕春

风，温暖着身边每一个人。 他用行动
和担当把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倾注

在广袤的大地上……
1978 年春 ，万物复苏 ，这是李志

保到范集公社任党委书记的第二个

年头。 在这里，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拾
粪书记”。 这个称呼背后，还有感人的
故事。

那时，李英已经 9 岁。 每天清晨，
李志保都要按时送女儿上学。 在送女
儿上学之前，他还有一项任务。

俗话说 “庄稼一枝花， 全靠肥当
家”。 在那个十分清贫、缺少化肥的年
代，牲畜粪便是村民眼里的廉价肥料。
每天，李志保早早起床，提着篮子，拿
着粪叉，到野外拾粪。

李志保可不是给自己家或亲戚

家拾粪。 附近居民谁家手头紧、孩子
多，他就把拾到的粪堆放到这家的粪
堆上。

“除了帮群众拾粪，父亲还常常接
济身边的困难群众。 那时他每月工资
一百零几块钱，发下来没几天，就这家
有困难给几块，那人有事给几块，等到
我母亲手里就剩下几十块钱……”李
英说，“一家人从来没有埋怨过他，我
们都知道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

对别人大方，李志保对家人却“抠
来抠去”，吝啬得很。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物价低，

鸡蛋一毛钱 5 个，肉 6 毛钱一斤。 为
了省钱，父亲从来没有让我妈到公社
食堂吃过一顿饭。 父亲偶尔会带我到
公社食堂吃饭， 每次打 5 分钱的菜。
吃饭前 ，父亲总是说他还不饿 ，让我
先吃……”李英心情沉重地说，自己那
时候年龄小， 不懂得父亲的一番良苦
用心。

父爱如山，情深意长。 遥想过去，
李英眼含热泪说：“长大后， 我常常想
起当年那些场景。在那个年代，父亲和
我一起在公社食堂吃饭时， 或许他从
来就没有吃饱过……”

支前精神 激励后人

“近年来，我想方设法收集父亲的
各种档案资料，遗憾的是，他的各种奖
章、 密码本没有保留下来……” 李英
说，父亲生前常说，党和人民给了他无
上的荣誉，一生足矣。

工作中 ，李志保淡泊名利 ，不居
功自傲，体现了朴实忠厚的本色。 由
于工作调动，他先后担任过项城县副
县长、 县委委员，1981 年 3 月任县政
协副主席。 在政协工作期间，李志保
老骥伏枥，认真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理
论，为全县统战工作的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该同志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任
劳任怨，服从组织，忠于职守，作风正
派，思想端正，生活朴素，在群众中有
威信。 ”1984 年 8 月，李志保离休，相
关部门给予他这样的评价。

离休后 ， 一些老部下常来看望
他 。 忆及峥嵘岁月 ，李志保用朴实
的话语表达了内心的感受 ： “如今
的幸福生活 ，都是党给的 ，要永远
跟党走…… ”1985 年 2 月 24 日 ，李
志保因病在项城去世，享年 76 岁。

“近年来，我和家人相约到徐州淮
海战役纪念馆追寻父亲的足迹， 了解
他更多的故事……”李英说，这是她和
家人的心愿，也是对一位支前“特等功
臣”的深深怀念。

往事如烟，岁月如歌。在淮海战役
这场波澜壮阔的战役中，“军爱民，民
拥军”的鱼水深情、“兵民是胜利之本”
的战争智慧、“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
靠人民”的为民情怀，得到充分体现。

正因为有无数像李志保一样的支

前民工，有广大群众的全力支持，才有
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如今，在淮海战役
纪念馆里，支前“特等功臣”李志保的
事迹闪耀着支前精神的光芒， 感动并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②15

本文图片均来自徐州淮海战役纪

念馆。

支前“特等功臣”李志保。 项城担架队在 1949年元旦庆功表彰大会上的合影。

淮海战场上的担架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