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平湖主城区的东湖，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相隔近2000公里。一个湖面碧波荡漾、四季美
轮美奂；一个江水蜿蜒舒缓，两岸峭壁嶙峋。它们看似没有交集，却因70年前的一场抗美援朝战
争，产生了割裂不断的联系。多少东湖儿女，毅然开赴朝鲜，饱含着保家卫国的决心、匹夫有责的
担当、心忧天下的胸襟，将敌人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附近。那些烽火四起、枪林弹雨、前赴后
继，直至70多年后的今天，仍是抗美援朝老兵张萍心底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张萍，本名钱维枰，现居住于江苏省军区无锡第一干休所，但这里却并不是她的第一故乡。
张萍是土生土长的平湖人，是从南河头钱宅走出去的英雄女儿。她这一生苦难又不凡，坚强且传
奇。明明出生于高门大户，却在战乱年代中成长；明明是个睿智而柔弱的文化人，却毅然穿上一
身军装；明明军功在身，却低调不显。直到那张尘封了几十年的立功喜报重见天日，她的故事才
为人所知。

青年时期的张萍青年时期的张萍张萍近照张萍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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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首见喜报
朝阳斜照，春寒料峭，年近百

岁的张萍坐在窗边，望着不远处的
惠山山峰，手反复抚触着一张残破
的立功喜报，而她饱经风霜的脸庞
上露出丝丝期待。她等待的正是
家乡的来客，来自东湖畔晚辈们的
造访。

2月下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的工作人员以及市传媒中心的记
者，来到了江苏省军区无锡第一干
休所，拜访了张萍老人。老人虽已
过耄耋之年，但仍思路清晰、身体
硬朗，坚持站立着迎接我们的到
来。见到我们，老人难掩喜悦和激
动的心情，迟迟不肯落座。我们简
单地说明了来意，经过一番交谈，
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
向我们讲述了她的故事……

说起70多年前的战役，“惨烈”
“残酷”“寒冷”是张萍反复提起的
字眼。“我们在朝鲜的时候，气温低
至零下几十度。战士们没有厚棉
衣，根本无法抵御寒风，战士们的
帽子上、眉毛上、睫毛上全是厚厚

的冰。”张萍说，在敌军拥有制空权
的抗美援朝战场上，以美国为主的
联合国军的飞机哪怕看到一只兔
子，也会不惜弹药加以消灭。因
此，张萍所在的后勤部队白天只能
躲在山洞里面，到了晚上才能出来
运输，运输军用物资的车辆也都是
晚上行驶。没有路灯，就靠打手电
筒，避免大范围光亮。晚上一旦有
敌机飞来，哨兵立即鸣枪示意，大
家听到后就立刻把手电筒、车灯全
部熄灭，披上随身携带的一块白
布，隐身雪地中，让敌机失去目
标。美军的探照灯一遍遍扫过，照
得雪地如白昼，等到敌机飞走了，
战士们才爬起来继续前进。

据张萍回忆，有一次她所在的
队伍遇到空袭，男战士都下车离开
公路向两边跑，而她和其他两名女
战士缺少战地经验，只知道沿着公
路往前跑。飞机俯冲下来扫射时，
她们三人叠罗汉似地卧倒在一个
弹坑里，平行的两架飞机机枪扫射
地面溅起的泥土灰尘把她们埋了

起来，她们三人就这样毫发未损地
存活了下来。而其他人则没有如
此幸运，离她们不远处，两位叠卧
在一起的女战士被一颗子母弹打
中，当场一死一重伤。那是第一
次，张萍真切地感受到“死亡”原来
离自己这么近。

就这样，张萍所在的部队，白
天躲避攻击，晚上运送物资。藏山
洞、卧雪地……战火中，像张萍一
样的后勤战士不计其数，他们用鲜
血和生命筑起一条条宝贵运输线，
保证了志愿军急需物资源源不断
输送到前线。

正是在这样的枪林弹雨中，张
萍在物资保障中贡献突出，立下了
个人三等功，志愿军总司令部向其
家人送出一份《革命军人立功喜
报》。这张立功喜报，当年被送回
了平湖南河头混堂弄 44号的钱宅
中。而张萍本人从未见过这张喜
报，直到 2018年，它才几经辗转被
送到了张萍手中，也是如今她最为
珍视的“老物件”。

喜报背后的特殊功绩
其实，刚开始要去朝鲜的消息是

保密的。“中秋节前后接到的命令，也
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就直接跟着部队
北上了。”张萍回忆，当时走得急，鞋
子、袜子往身上一挂就急行军开拔，
根本来不及做心理准备和物资准
备。从上海出发走了两天两夜才到
山东曲阜，再往北到了沈阳。到了沈
阳以后，作为会计科唯一的主会计，
张萍接到了命令，4个军团、7个单位
的现有账目全部封存，并且重新为部

队建账，新账本要求数目清晰、简易
便携。而后不久张萍才知道，他们的
部队要赶赴朝鲜一线。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面对的最
大困难，除了敌人，就是后勤物资保
障问题。艰苦的长津湖战役，就是以
张萍所在的第九兵团为主力的一场
战役。在惨烈的战役之后，张萍深知
物资保障的重要性，作为主会计的
她，立志要用尽毕生所学，盘好一线
钱粮物资调度这笔账。刚到一线的

第一个月，她就接手此前作战部队的
所有账目，一笔一笔梳理，并用一种
规范、简易的记账方式，极大地帮助
了一线物资调度。“看到清晰的账目，
当时一线的后勤干事眼泪都下来了，
他们说，这些不是账，是一线战友作
战的底气。”张萍说。

在一次运输朝鲜钱币和部队账
本时，遭遇美军飞机疯狂轰炸，一车
的钱币账单都被烧毁，如果不能理清
楚，既无法向组织交代，也将弄乱一

线补给。结果，张萍凭着超强的记忆
力和过硬的真本领，把部队来往钱款
账单全部回忆了出来，重记恢复账
本，一分不差。当时，张萍成了兵团
首长们公认的“宝贝”，提起她来无一
不称赞一句“会计处的那个丫头，记
账厉害”！

战争进入尾声，第九兵团回国休
整，而张萍却没能离开朝鲜，当时的
志愿军后勤部将她留了下来，分配其
到第四分部供给处，继续发挥特长，

负责钱粮账目的清算与战后扫尾的
后勤工作。1953年，对抗美援朝的
功臣进行表彰，张萍荣获了个人三等
功，作为后勤人员授奖，这份荣誉能
想见背后的突出贡献。

对于张萍的功绩，立功喜报上这
样写道：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七月廿四
日，在朝鲜大丰里工作一贯安心积
极，埋头苦干，在紧张的备战工作中，
人少工作繁重的情况下，发挥了工作
中的主动积极性，完成了任务，保证

了数字的精准。如：单是转兵站供应
部队的单据，就有粮食壹亿五千多
万，没有出任何差错。

这张立功喜报曾被整个家族视
为荣耀，被家里长辈们郑重地保存起
来。而这一藏就是几十年，老一辈的
人都已故去，连张萍自己也近期颐之
年，直到 2018年南河头历史文化街
区建设，南河头钱宅翻新，才在老宅
内发现这张喜报，也揭开了一段东湖
女儿的英雄岁月。

东湖畔的聪明女孩
1926年1月，张萍出生于钱氏老

宅，一个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分支
庞大，同族兄弟姐妹众多。“我的孩提
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回忆起在
南河头的童年生活，张萍这样说道。

张萍虽出生在封建社会，家族礼
教繁多，但长辈却并不排斥女儿上
学。张萍被送到了当时的当湖小学
读书，知书识礼。然而，平静的生活
很快被打乱，1937年，浙北抗战的第

一枪在平湖打响。战火蔓延，张萍的
祖父特地置办了一艘大船，带着几十
口人往西逃难，一家人没有目的地，
四处漂泊，只等到形势稍有好转，再
转回到平湖，逃难的日子让年幼的张
萍无比渴望和平与稳定。

抗战时期，张萍在电报局工作的
父亲到广东去了，后母又不识字，所以
没人过问她的学习。而那时张萍的姑
父王善业（字玄修，浙江平湖人，教授，

语言文字学专家）正好在杭州弘道女
子中学任教，要随学校从杭州迁到上
海租界“孤岛”，在新组建的华东联合
中学教书。张萍学习成绩优异，王善
业很喜欢好读书的孩子，就将她接到
上海亲自培养、教育。张萍以优异成
绩读完了小学，顺利考上上海中学，后
又考入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当时的上
海中学有2000多人报考，最终只录取
了120人，张萍的成绩优异无需赘言。

读中学时张萍没有钢笔，姑父就
花五石米的价钱买了一支“关勒铭”
钢笔赠予她。送她笔的那天，王善业
与她进行了一次谈话，帮她树立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时
隔多年，谈话的具体内容张萍已经记
不清了，但她仍记得当初立下的志
向，也对姑父王善业充满了感激和敬
仰。她说，姑父是她的启蒙老师，也
是她一辈子的人生导师。

1949年 5月，上海解放，随着解
放军的有序入城，城市面貌焕然一
新，不少高校的学生受到感染，对部
队产生了向往。当时还在上海立信
会计学校念书的张萍，看到街边的电
线杆上张贴了征兵告示，“第九兵团
招知识青年”，立马决定报名参军。
由于家里成分被划分为“地主”，为了
表示与“地主”身份决裂，她舍弃了原
本“钱维枰”的名字，改用了“张萍”，

同时将自己1926年1月的生日，改成
了1929年12月。

张萍参军后，其所在部队南方知
识分子比较多，部队举办了两期知识
青年训练班，张萍是学生出身，于是她
顺利参加了第一期训练班，接受军事
训练和政治学习。在培训班里，张萍
学习刻苦，每天都在吸收新的知识，得
到了快速的成长和进步。直到 1950
年11月，她随部队开赴朝鲜战场。

社区里的水电“管家”
■记者 居丹荔 通讯员 顾秋叶

家里突然跳闸了，家里出现漏电
了，老人不会弄电视机了，水龙头坏
了需要更换了……在新埭镇虹桥社
区以及周边的新埭社区，无论谁家出
现了水电方面的问题，大家第一时间
都不是拨打专业的维修电话，而是翻
开通讯录，拨通虹桥社区虹桥景苑居
民陈宝中的电话。而接到电话的陈
宝中就会在自己空闲下来的时间，背
上他的工具包，前去居民家中帮忙水
电维修。

在陈宝中的少年以及青年时代，
跟个师傅、学门手艺是多数农村娃的
选择，陈宝中本身的生活也是如此，
从小就喜欢捣鼓水电的他，打算就学
习这门手艺。然而随着命运的齿轮
不断转动，陈宝中学会了水电维修，
却不是从跟个师傅开始的。1990年
12月，陈宝中应召入伍，成为南京军
区后勤部的一名军人，此后12年零6
个月的时间，陈宝中先后在军区辗转
了4个农场。所处的环境在改变，但
热爱捣鼓水电的初心却始终没变，即
使在不同的地方，他也始终坚持跟人
学习，终于学了一身的水电本事，
1995年，更是因为在部队里的热心
助人，被南京军区评为学雷锋先进个

人。
2003年，陈宝中从部队退伍回

到老家秀溪。即使一开始的自谋职
业与水电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陈宝中
会水电修理的名声还是在邻居间传
开了。“一开始就是隔壁邻居找我帮
点小忙，渐渐地经过大家的口耳相
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过来。”陈宝
中说。

2011年，陈宝中家经过搬迁住
进了虹桥景苑，帮邻居进行水电维修
的服务范围逐步扩大；2013年，退伍
军人工作分配，陈宝中选择了到市水
务集团新埭营业所工作，终于正式开
始接触从事水务方面的工作；2016
年，凭借着一腔热爱，陈宝中考取了
电工上岗证。在一次次为邻居帮忙
以及自己不断地进修学习下，陈宝中
的水电维修水平越来越高，他会水电
维修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附近的居
民都知道了陈宝中的这项技能，就连
社区也知道了他的名字，此后社区在
接到居民的求助电话后，就会把陈宝
中的电话留给对方，或者直接帮忙联
系。

就这样，从最初只是熟悉的几个
人找过来帮忙，到现在多的时候一天

就要接到好几个电话，在一声声“小
陈”“宝中”“陈叔”的呼唤中，陈宝中
这一奔波就是20年。

“居民们遇到最多的水电问题，
一个是管道堵塞，尤其是厨房间的下
水管道，由于油渍堆积，很容易堵住；
还有一个就是跳闸，主要原因大多是
线路使用过久导致老化漏电。虽然

看着问题都很小，但是却会对日常生
活造成大影响。”在陈宝中看来，水、
电两项事关千家万户，与生活息息相
关，为此，一旦有人找上来，他从来都
不会推脱，总是力所能及地帮他们解
决难题。

由于平时他还需要上班，于是
早上、中午、晚上以及周末的休息时

间，就是居民们找陈宝中频率最高
的时间段，而陈宝中也习惯了在自
己的休息时间奔波在各个居民家
中，为他们解决难题。多年来，陈宝
中的手机始终保持 24 小时开机状
态，一旦居民有困难，一个电话，他
总是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帮忙查看
解决。

陈宝中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中
午，正好是饭点，才吃了没几口饭的
他，就突然接到一位施先生的电话，
说是自己家的线路跳闸了，总闸怎么
都推不上去，希望能帮忙解决。“电可
是大事，总闸推不上，这一家人可能
都没能做好午饭。”听着电话里急迫
的语气，陈宝中当即就放下了碗筷，
和家人说了句“我出去帮个忙”，就挎
上工具包出了门。

到了现场，他也试着先推动总
闸，结果和对方描述的一致，便开始
在对方家里，一路一路电线进行排
查。直到排查了整整一层楼，他才在
两个插座间发现了问题。原来是两
个插座间连接的电线由于老化破皮
导致漏电，因此整条路线一直处在跳
闸状态，总闸就推不上去了。找出了
问题所在，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陈

宝中先将两个插座拆掉，再将底部老
化的电线更换掉，最后再恢复原样，
一下子就解决了对方的难题。从一
开始的排查到最后问题的解决，总共
花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等到他修理
完成回到家时，饭菜早已经凉透。虽
然嘴里吃着已经冷掉的饭菜，但因为
刚刚帮助了别人，他的心里却满是火
热。

这样的故事，这 20年来发生了
很多很多，多到陈宝中早已记不清。
可能是在冬天的晚上，为了排查跳闸
原因，上下爬楼梯爬到大汗淋漓；也
可能在夏天的中午，阳光正烈，顶着
日头奔波在排查问题的路上，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

“宝中啊，我家里的电闸这两天
老是跳掉，你能来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吗？”采访进行到尾声，陈宝中又接到
了同小区居民老徐的电话。拿出花
名册，找到老徐家的具体方向，陈宝
中又匆匆出了门……

陈宝中在给居民维修水管陈宝中在给居民维修水管

一张立功喜报背后的烽火岁月
■记者 钱澄蓉 杨昊玥 摄影 钱澄蓉 王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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