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军部队挥师南下，受到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图为安徽阜阳人民
向部队赠送的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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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英雄丁永泰（前排左四）、朱兴振（前排左二）和模范连队代表许浦（前排
左一）光荣地出席了 1950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返回
西藏到达五十三师师部时，受到师长金绍山（前排左三）的热烈欢迎。

������1942年，太康聚台岗， 17岁的丁永泰，为了逃婚，参加新四军。
1950年， 北京， 第一届全国战斗英模大会， 350 名英雄代表汇

聚一堂，接受共和国最高荣誉，被称为“开国英雄”。 丁永泰是其中
之一。

8 年时光，从懵懂少年到开国英雄，丁永泰有着怎么的传奇故
事和艰辛历程？

如今，丁永泰早已离我们而去，但在周口人民红色记忆里，不能
没有这位开国英雄。 一年多来，周口日报《周口红色记忆》采访组多
方收集、采访丁永泰事迹，向英雄学习，向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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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
议载誉归来的丁永泰。

丁永泰：开国英雄 周口荣耀（上）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开国英雄 最高荣誉

这是一段被记忆珍藏多年的历

史， 是一部被涂上英雄辉煌的金色相
册。 1950 年国庆节前夕，第一届全国
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战斗英模大会)在
北京隆重召开。 从全国全军 400 多万
指战员中层层评选出来的 350 名英雄
代表汇聚一堂。

战斗英雄丁永泰作为西南军区暨

第二野战军 59 名正式代表之一，光荣
地参加了这次盛会。

丁永泰和其他代表一起， 受到毛
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亲切接见。

在血与火的战斗中， 这些出生入
死的全国战斗英雄， 用生命和鲜血铸
就了英雄的勋章。 共和国把最高的荣
誉和奖励授予了他们， 人民把无尽的
热爱和赞扬送给了他们。 他们就是被
毛主席誉为 “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
女”、被人民、被历史称为的开国英雄。
他们是中华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是中
华民族最坚硬的脊梁。

毛主席为战斗英雄们亲笔题词：“战
斗英雄们， 你们是人民解放军的模范人
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更加进步，为建
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

10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
一个国庆节。 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举行
庄严的阅兵式和盛大的庆祝游行。 出
席全国战斗英模大会的英雄模范被邀

请走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盛典。
佩戴光彩夺目奖章的英雄们， 引起全
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

在观礼台上， 年仅 25 岁的丁永
泰，凝望着检阅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欢呼的群

众，止不住地热泪盈眶。 回想起自己，

从一个孤儿，成为共和国的开国英雄，
是共产党和人民培育了自己。 他暗暗
发誓，从此，要更加努力，报答党和人
民之恩。

当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
全国各大媒体大幅报道了此次全国战

斗英雄代表会议的盛况，在全国、全军
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

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四
川省新四军研究会主编， 西藏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从豫皖苏到西藏高原》一
书中， 有一幅丁永泰等开国英雄从北
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返回
西藏到达十八军五十三师师部时，受
到师长金绍山等部队领导热烈欢迎的

黑白照片。尽管这张照片是黑白的，但
我们分明看到， 丁永泰胸前的胸章是
火红的。 照片中， 丁永泰显得有些拘
谨，从照片画面中可以看出，他是大家
眼中的明星。

鲜花和掌声、 欢呼与欢迎……丁
永泰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英雄典型。

1950年 12 月，中央军委某部编辑
出版了一本名为《侦察英雄传》的小册
子，专门介绍了出席第一届全国战斗英
雄代表会议的十位侦察英雄的事迹。

这是一本 32 开的平装书，封面是
一幅武装人员化装抓 “舌头” 的木刻
画，页上印有“秘密：注意保存，不得遗
失”的字样。这本小册子介绍的十位英
雄（原书顺序）是：丁永泰、李来龙、李
二小、刁仁忠、胡维志、苟福荣、陈友、
张子斌、慕思荣、齐进虎。

其中，《年轻能干的丁永泰》 一文
排在首篇。文前配有主人公身装军装、
佩带奖章的一寸照片。 丁永泰一脸英
气，英姿飒爽。 那一年，丁永泰才是一
位二十五岁的小伙子， 任五十三师侦
察股副股长，却是经验丰富、战功卓著
的老侦察员。

自从参加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代

表会议后， 丁永泰的事迹不断见诸报
端， 他的事迹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在
1950 年《人民日报》刊发的电讯里，在
《追踪开国英雄》《从豫皖苏到西藏高
原》等党史资料的描述中，在太康县党
史专家的追忆下， 我们仿佛看到丁永
泰正向我们“走”来……

逃婚少年 参军抗日

1942年秋， 正是中国人民同仇敌
忾同日本法西斯殊死搏斗的艰难岁

月。 一天， 在新四军四师水东独立团
（1943年 1月划归冀鲁豫军区）团部驻
地太康县高贤乡聚台岗， 风风火火跑
来一位十几岁的少年，坚决要求参军。

负责接待的人问他为什么要参

军， 少年的回答让众人哈哈大笑———
家里逼他成亲，他拜天地时逃出来的。
众人逗他讲清楚，否则不让参军。个头
不高、 说话腼腆的少年不得不抖出身
世。 他叫丁永泰，太康县芝麻洼乡人，

家境贫苦。自幼父母双亡，靠奶奶抚养
长大，当时 17 岁。 少年说：“姑妈强迫
我和媳妇（童养媳）拜天地，我磕了两
个头，说一声，奶，我到姑姑家去了。就
这样跑到部队里来了。 ”

当时， 聚台岗是共产党领导的水
东地区抗日斗争的中心。 经常有要求
参军打鬼子的热血青年来到这里。 这
样， 不愿结婚的丁永泰到部队后勤处
当了一名勤务兵。

丁永泰的革命生涯从水东开始了。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水东。 水

东， 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区域名称。
1938 年 6 月初， 为阻止日军进攻，蒋
介石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 造成
黄河泛滥改道， 给豫皖苏人民带来巨
大灾难。 从此， 以新黄河为界有了河
东、 河西之分。 新黄河以东黄河泛滥
区，共产党称“水东”。共产党领导下的
新四军、 八路军和抗战群众将这块共
同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称水东抗日根据

地，区域大致以睢（县）杞（县）太（太康
县）为中心，逐渐发展为下辖太康、西
华、淮阳等十余县大部或部分地区。

1938 年 10 月，彭雪枫部与吴芝圃
率领的豫东游击三支队、 萧望东率领
的先遣大队在西华县杜岗会师， 三支
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

队。 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进入豫东、
皖北、苏北，创建豫皖苏敌后抗日根据
地。之后，留在水东的党员在杞县组建
中共睢杞太特委， 并建立新四军水东
独立团。 1940 年，睢杞太特委改为睢
杞太地委。 1941 年，睢杞太地委改称
水东地委。

当时，水东一带斗争形势严峻，日
伪据点林立，顽军、土匪横行乡里，共
产党的抗日力量较弱。 1941 年 7 月，
中共水东地委机关、水东联防办事处、
水东独立团迁至相对安全的太康县高

贤乡聚台岗村办公，开辟了“水上抗日
根据地”，这也是我党我军唯一既有新
四军番号，又有八路军番号的根据地。
聚台岗村地理位置独特。那时，聚台岗
村后面是涡河大堤， 国民党扒开黄河
花园口大堤后， 黄河水把附近村庄都
淹没了。聚台岗村地势较高，这里就成
了四面环水的高岗。由于四面环水，村
民出入聚台岗只有靠走水路， 敌人很
难靠近。

水东党政军委员会书记王其梅在

聚台岗领导水东地委和水东独立团经

过一年多战斗，扩大了抗日武装，扩大
了根据地，克服各种困难，打开了抗战
新局面。

水东独立团活动在陇海路以南、
平汉路以东睢杞太敌后游击区。这里，
经常有日军“扫荡”、伪军袭扰、国民党
军“摩擦”，战斗频繁。

丁永泰参军后，以其特有的忠诚、
机智和勇敢，很快担任了侦察员、青年
班长、通信排长，完成一次又一次艰苦
任务，受到水东军分区司令员金绍山、
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子植的喜爱。

丁永泰参军不到一年， 就在战火
中锤炼为出色的游击队员，侦察敌情、
传递情报，表现突出。

突遇叛徒 机智脱身

1943 年，水东独立团转战杞县汤
庄一带。 有一次，由于战斗需要，独立
团团部派丁永泰到二十里外的傅集日

伪据点侦察情况。任务有三：一是看敌
人的兵力有无增加。 二是看敌人工事
分布情况。三是看敌人是否有出来“扫
荡”迹象。

平时， 鬼子岗哨盘查紧， 不仅要
“良民证”，还要挨个搜身，稍有嫌疑就
会被抓起来。快到傅集时，丁永泰发现
前面有几名民夫模样的人扛着铁锨往

镇里走，他就跟在民夫后面，并和他们
保持一定距离。 看到几位民夫顺利通
过了哨岗，丁永泰就紧跟上去，对伪军
说是一块儿的。于是，他也顺利地过了
岗哨。敌人据点在集镇东头，丁永泰趁
没人注意，就到处遛一遍，把敌人驻防
分布、 地形工事等仔细察看清楚记在
心里。 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想从南门离
开，没想到这时遇到了麻烦，迎面碰上
一个叫谢世明的叛徒。 叛徒曾和丁永
泰一个班，因违反部队纪律怕受处理，
逃跑当了汉奸。 叛徒想抓住丁永泰去
邀功，装着笑脸与丁永泰打招呼。

躲也躲不开了，丁永泰硬着胆子，
打了一声招呼。叛徒抓住他的衣裳，要
把他交给日军。两人扭打起来，谁也挣
脱不开。这时，附近村的一个伪保长走
来。 叛徒大叫：“抓住这个小八路。 ”丁
永泰一看形势不好， 不知从哪里涌出
来一股劲，猛然推到汉奸，纵身跳出寨
墙。叛徒和伪保长在后面边追加叫。跑
到几里地外的大郑庄， 几个伪军在前

面截住，推弹上膛，问：“干什么的，跑
什么？ ”丁永泰灵机一动，答：“我偷了
家里的东西，家里人撵着打我。 ”那几
个伪军信以为真。 丁永泰趁机跑走,几
分钟后,身后就响起了追赶的枪声。 他
很快藏在路边的高粱秆下， 在老乡掩
护下，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回到部队，
丁永泰受到了独立团领导的表扬。

不久， 根据丁永泰提供的准确情
报，独立团袭击了敌人的据点，狠狠地
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独闯匪穴 摸透敌情

1943 年 5 月一个深夜， 独立团突
袭驻扎在苏索镇的汉奸刘锡汉大队，俘
虏了部分伪军汉奸，其中就有刘锡汉的
家人，可惜的是刘锡汉逃跑了。 为彻底
除掉这股罪大恶极的汉奸武装， 不久，
独立团决定再次对敌人打击， 力求全
歼。 为弄清刘锡汉藏身地点，独立团让
丁永泰深入敌营，以送信为借口，刺探
刘的下落。 丁永泰独闯匪窝，大家都替
他担心。

丁永泰换上便衣，大摇大摆来到
苏索镇。 一进门，直截了当对哨兵说，
自己是保长派来送信的。 站岗的说，
把信交给他，由他转交。 丁永泰大声
说：“不行，信是刘锡汉老娘亲笔信，有
要事相告，要亲自交给刘锡汉本人，我
还要回话。 ”

等了好长时间，刘锡汉才出来。他
凶狠地盯着丁永泰盘问：“说， 你到底
是谁派来的，打算干什么？ ”丁永泰面
不改色，反问道：“听说你是个大孝子，
你不会连自己老娘的信也不认吧？”刘
锡汉见状打消了疑虑， 只得乖乖看了
信，写了收条。这样，通过送信的方式，
丁永泰深入敌穴， 了解到汉奸刘锡汉
就在苏索镇。

当晚，独立团发动攻击，把刘锡汉
和他的汉奸队一网打尽， 解救出了伤
员，为百姓除了一大害。

1945 年，丁永泰成长为水东军分
区颇有名气的侦察连副连长， 在对敌
斗争中立下了辉煌的战绩。

陇海战役 立下首功

1946 年 8 月，我晋冀鲁豫军区准
备举行陇海战役。 丁永泰又接受了一
个艰巨的任务， 到敌占区开封一带查
看敌人兵力的变化和沿途桥梁的分布

情况， 为陇海战役前的破路工作做好
准备。

此行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丁永泰
向首长保证，做好了牺牲的准备。首长
拍拍他的肩膀说，必须完成任务，必须
活着回来。

出发前， 丁永泰通过敌占区的一
个内线办理了证件。 他首先到了兰封
（ 今兰考县城关镇周围地区），到市区
内最大的一家戏园子内看了一下，里
面很热闹，有许多官兵在看戏。他装着
若无其事地问一下戏园子的小伙计，
得知接下来几天， 天天演戏， 票已卖
光。表明近日内没有兵力上的变化。丁
永泰又到城内几个热闹的场所转了几

圈，没有发现异常情况，然后，买了火
车票登上了开往开封的列车。

一路上，他透过火车车厢门看了
看铁路两侧的桥梁 ， 记下它们的位
置、数量、长度。 到开封后，他转了一
天 ， 了解到敌人兵力没有增加的迹
象，又重新买票离开了开封。 为进一
步核实敌人桥梁的分布情况，丁永泰
再次仔细看了一遍沿途的桥梁。 这次
乘坐的是闷罐车，外面的情景不容易
看到， 丁永泰假装患了感冒的样子，
借吐痰的机会到车门看情况。 临近兰
封时 ，敌人加强了戒备 ，经常有警察
在车内来回巡逻检查证件 ， 反复盘
问。 丁永泰担心引起敌人的怀疑，便
和车内一个很阔气的官太太坐在一

起，和她聊天闲谈。 警察以为他们是
一起的，便不再盘问。 丁永泰到隆王
站下了车，把沿途的几架桥梁更加仔
细地看了一遍。 两次实地侦察，丁永
泰把沿线的桥梁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顺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

8 月 20 日，刘邓大军发动了陇海
战役，第十二军分区根据丁永泰提供
的准确情报，率先炸毁了敌人从兰封
到开封一带的桥梁，割断了敌人重要
的运输线，为陇海战役胜利奠定了基
础。 丁永泰立了首功。

武工队员 机智歼敌

小说及同名电影 《敌后武工队》，
曾经家喻户晓。武工队员英勇机智，犹
如一支支利箭插入敌人心脏， 书写了
革命战争年代的传奇故事。 丁永泰率

领的敌后武工队， 也曾经让敌人闻风
丧胆，屡建奇功。

抗日战争胜利后， 水东地区敌我
斗争空前激烈。 国民党为抢夺胜利果
实，调集 50 多个团兵力，向我水东地
区大举进攻。

1946 年秋，担任冀鲁豫军区第六
军分区侦察连副连长的丁永泰， 奉命
率领一支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杞县、开
封一带，负责破坏敌交通、摧毁敌后方
补给线、牵制敌兵力、发动群众开展对
敌斗争的任务。

丁永泰挑选 13 名干部、战士组成
精干的武工队，穿过层层封锁线，神不
知鬼不觉来到仇楼一带。仇楼是杞县、
开封之间的重镇， 是敌人重要军用物
资必经之地。 这里村稠林密， 地形复
杂，杞汴公路呈“之”字形从此处经过，
有一个连敌人在此把守。 丁永泰经过
几天周密侦察， 发现公路上每天都有
许多运送军用物资的车辆往来， 决定
在此打伏击， 地点选在仇楼附近公路
旁的拐弯处。

一天上午，丁永泰带 6名队员化装
成老百姓在公路旁假装割草，其他人员
在林子附近接应。 一会儿，敌人两辆满
载军用物资的汽车向仇楼方向驶来。丁
永泰叫大家做好攻击准备。当汽车驶到
“之”字形转弯处减速行驶时，丁永泰等
人猛地扔出手榴弹， 两辆车猝不及防，
撞在一起燃起大火。车上的敌人惊慌失
措，试图抵抗。 这时，侦察员们飞扑过
来，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敌
人举起了双手。这一仗，仅两分钟，毙敌
两名，俘敌六名，烧毁汽车两辆和车内
军用物资。 当敌人闻讯增援时，丁永泰
的武工队早已没了踪影。

同年 10 月的一天，丁永泰率武工
队来到商丘至柘城公路上， 化装成国
民党的纠察队，检查来往车辆和行人，
寻找战机。中午时分，两辆满载弹药的
敌人汽车出现在前方十米处。 丁永泰
挥动着手中的小旗示意停车检查。 一
个敌军官从驾驶室探出头来大叫，凭
什么要检查他们的车辆。

丁永泰命令道：“我们是纠察队，
奉命检查逃兵。 ”

丁永泰边说边往车门方向走去，
一只手摸着腰间的手枪， 趁敌军官点
烟瞬间，一个箭步跨上车门，用手枪抵
住了敌人脑袋。 其余武工队员迅速行
动，不费一枪一弹，俘敌十余人，缴获
汽车两辆。 这样， 丁永泰他们又乘汽
车，利用“活口”开路，畅通无阻驶出敌
占区，胜利返回解放区。

接下来，丁永泰一行又出现在漯河
近郊，抓获敌人十余人；在项城捣毁敌
人的一个情报站，消灭全部特工人员。

丁永泰率领的小分队活动在通

许、杞县、太康一带，神出鬼没，痛击土
顽，杀一儆百，令敌人闻风丧胆。 有敌
人甚至相互诅咒说 “让你碰上丁永泰
的武工队不得好死”。

这一年底， 新华社和延安新华广
播电台连续两次播发了丁永泰深入敌

后、机智勇敢歼敌的事迹。 从此，丁永
泰的声名大振。

将计就计 冲破重围

1948 年秋，丁永泰已是豫皖苏军
区独立旅司令部侦察参谋。 为配合主
力部队发动济南战役，破击津浦路，他
带人到符离集附近的黄山头侦察敌人

驻军情况。 此处驻扎着敌人的一个大
队，是破击津浦路的主要障碍。

他们从绥溪口出发，走山路，由于

天黑，十分难走，只能牵着马前进。 走
过一个高高的山岭，然后才是平地，这
时已经是下半夜， 他们在黄山头西边
的一片高粱地里潜伏起来。 近处是一
个火车站，他们准备捉一个敌兵，可是
没有发现敌人的影子， 便找到一个管
道班的工人了解情况， 知道了一些敌
人的兵力和活动情况。没有想到，狡猾
的敌人很快知道了他们的行动踪迹，
天还没亮，敌人就出动了一支分队，把
他们退回绥溪口的山路封锁住了，妄
图把他们消灭在包围圈内。

为了安全返回驻地， 冲破敌人的
包围圈，他们打算将计就计，给敌人来
点厉害。当时他们都穿着敌人的军装，
冒充是敌十七中队。 他们赶到黄山头
附近一个叫大伍柳的村子， 命令在那
驻守的一个敌军班长迅速赶到黄山

头， 要大队长前来汇报共军的活动情
况。敌人果然中计，大队长很快跑到大
伍柳。 这位大队长一进屋就发现阵势
不对，忙问：“你们到底是哪一部分？ ”
丁永泰等并不答话， 长短枪手榴弹一
起开火， 立马把敌人带来的一个班全
部消灭。敌大队长受伤后，逃出门外被
击毙在街上。敌大队长一死，敌军马上
变成了没头的苍蝇。 丁永泰带人趁机
钻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安全返回。

重要情报 避免恶战

1948 年 11 月中旬，淮海战役第一
阶段正在进行。蒋介石调集李延年、刘
汝明兵团北上增援。 我中原野战军主
力已抵徐蚌线，打宿县、破铁路、阻援
兵，保障华东野战军围歼黄伯韬兵团。
刘邓首长将破击铁路和阻击李延年、
刘汝明兵团的任务， 交给了豫皖苏军
区独立旅。 独立旅随即进至固镇西十
公里处准备执行任务。

战斗打响前夕， 丁永泰接到紧急
侦察任务，要他火速前往固镇，搞清敌
人兵力部署、工事构筑情况，最好抓两
个敌军官，并在晚上 10 点前赶回。

当日黄昏， 丁永泰率十余人的骑
兵侦察分队，趁夜色向固镇疾驰而去。
固镇是位于津浦铁路上的重镇， 据悉
敌军有一个团重兵把守。

丁永泰一行天黑时来到固镇时留

下几个人看马，其余人员分三个小组，
丁永泰带人去捉俘虏，一组火力掩护，
一组留作机动。三个组按照分工，迅速
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

丁永泰带人来到敌人岗哨， 两个
敌人刚出来， 丁永泰几个人一下子冲
上去。第一个敌人被按倒后，另一个敌
人急忙回跑。丁永泰马上扑上去，等不
到敌人报警，就把他按倒在地，然后迅
速转移。 经审讯， 俘虏是刘汝明部队
的，这里的敌人不是一个团，而是一个
师的兵力，武器精良，战斗力很强。 这
个情报太重要了。

按照预定计划，当晚 10时前，我军
就要向固镇发起攻击。如果情报不能及
时送到司令部，那么按原计划我军一个
旅对敌一个师， 后果将对我极为不利。
这时已是晚上 9时 35分。 离发起总攻
的时间只有 25分钟了。军情似火。丁永
泰和两名战友，押上俘虏，骑上战马，急
速赶回我部。独立旅首长根据丁永泰的
情报，迅速调整作战计划，变围攻敌人
为阻击敌人，把敌人牵制在固镇，从而
避免一场敌强我弱的恶战。

为表彰丁永泰在淮海战役中侦察

作战的功绩， 豫皖苏军区于 1948 年
12 月发布命令，授予丁永泰 “一等战
斗英雄”荣誉称号。 ②2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