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永泰：开国英雄 周口荣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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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奇袭 取胜敌营

淮海战役后的 1949 年初，豫皖苏
军区投入组建野战军的工作。 2月，在
河南省鹿邑县吴台庙召开团以上干部

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十八军，张国华任
军长，谭冠三任政委，辖五十二、五十
三、五十四三个师，隶属第二野战军第
五兵团。 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改编为十
八军五十三师，金绍山任师长，王其梅
任政委，丁永泰任师侦察连连长。

7 月， 我军五十三师突破敌赣江
防线后，和从吉安溃退后据守遂川、泰
和之间的敌二十三军对峙着。 丁永泰
带着 13 个同志到敌前方侦察了解敌
军布防情况。

泰和东南不远的地方是两条公

路的岔口 ，路东侧的一个村子里 ，敌
人的一营正在吃饭 ， 岔路口只放一
个岗哨。 丁永泰决定奇袭这股敌人，
他们先干掉了岗哨 ， 然后集中火力
向村子里扫去。 敌人正在吃饭，弄不
清原由 ，马上炸了窝 ，乱窜起来 。 在
这混乱的情况下 ， 丁永泰等人抓了
两个俘虏 ， 经审问得知敌军部就驻
在南边一个村子里 。 丁永泰带俘虏
顺原路返回 ，途经大塘下村 ，突然听
到前方有脚步声 ，断定是敌人 ，做好
了战斗准备。

敌人也发现了他们，但由于天黑，
看不清装束， 就呜呜地吹起竹筒和他
们联络，说自己是三营八连。机敏的丁
永泰摆出个官架子命令道：“你们过来
一个人。”敌人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警
戒圈里，会出现解放军。一个尖兵班长

驯服地过来了， 丁永泰上去用枪顶住
他，不准他喊，随即果断地命令部队迅
速形成了伏击圈。 敌尖兵班长一看自
己不知不觉做了俘虏，只好唯命是从。
丁永泰命令 ：“快吹竹筒叫他们都上
来。”尖兵班长吹响了竹筒，果然，敌兵
顺顺当当开进了我们的伏击圈。 就听
一声“打！”一阵激烈的枪声，敌人被打
蒙了，只短短五分钟，除了打死的外，
全部缴枪成了俘虏。

此次战斗歼敌 20 人，俘敌 40 人，
缴获机枪一挺、小炮一门，步枪 23 支，
我军只伤亡一人。

押着这么多俘虏在敌占区行进，
也是一件麻烦事。 稍有不慎，便可能
前功尽弃 。 为了不过早暴露我军实
力，丁永泰故意大声地给身边的战友
说：“通信员，传我的命令，叫一连、二
连保持距离，随后跟进。 ”“是，营长。 ”
机灵的通讯员假戏真做， 跑步离开，
去转告他人。

天亮时，丁永泰押着 40 多个俘虏
回到部队。直到这时，敌人才发觉昨晚
偷袭他们的只有十多人，大呼上当，但
为时已晚。

转战西南 勇擒匪首

十八军组建后，在“三大战役”胜
利鼓舞下， 经过整编、 训练和政治动
员，战士们情绪高，斗志旺。 战士们高
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
号， 于 1949 年 3 月 11 日告别豫皖苏
地区的父老乡亲，向南进军。 4 至 5 月
间，全军参加渡江战役，配合兄弟部队
进行湘赣战役、衡宝战役，并由湘西入
黔，而后北上四川，参加成都战役。

成都战役后， 五十三师进驻四川
西部的眉山、名山一带剿匪。国民党在
成都解放前夕，潜伏大批特务。他们与
地主恶霸、国民党散兵游勇勾结，形成
较大的势力。 当时，在川西一带，还有
20 多股土匪。 盘踞在名山一带的黎
匪，是其中较大的一股。 匪首黎胜魁，
原在国民党军队里混过，生性凶残。此
股土匪残杀革命干部，伏击零星人员，
气焰嚣张。

为巩固地方政权，稳定社会秩序，
师首长决定由丁永泰率侦察人员，深
入四川雅安山区的蒙顶山歼匪。 丁永
泰认真研究了蒙顶山一带的情况和黎

匪活动特点，制订了以埋伏、袭击为战
术手段的行动方案。

他带着 30 多人组成的小分队，到
达蒙顶山一带后， 白天深入村舍做群
众工作， 夜晚在土匪可能出没的必经
之路设伏或摸进山中搜寻。然而，土匪
化整为零，加之耳目众多，丁永泰等人
的行动一次次扑空。

一天夜里 ， 丁永泰率侦察人员
路经一村舍时 ， 突然听到屋子里传
来阵阵呻吟声和哭泣声 。 一位老大
娘坐在地上不停地哭喊 ， 旁边床上
一位年轻人浑身是血。 原来，十几分
钟前，村庄遭土匪洗劫。 因大娘的儿
子拒绝当土匪，被暴打一顿。 丁永泰
了解情况后 ， 判断这正是他们要寻
找的黎匪 ， 得知其逃往蒙顶山方向
后，立即跟踪追击。

大家一路急行军，来到蒙顶山下，
发现西北山腰下有一处亮光闪烁。 房
门前，有人持枪警戒。屋内传出赌博的
吵闹声。再仔细听土匪的称呼，丁永泰
判断匪首黎胜魁正在屋内。

丁永泰迅速将人员分为两组朝目

标摸去。悄悄解决岗哨后，丁永泰带的
一组踢门而入， 土匪们还没有弄清怎
么回事，就全被活捉了。罪大恶极的匪
首黎胜魁束手就擒。

剿匪结束，消息不胫而走。藏匿在
这一带的土匪纷纷主动投降， 社会秩
序迅速稳定。

蒙顶山剿匪有功，不久，上级又给
丁永泰记二等功。

进军西藏 戍边卫疆

1950 年初 ， 十八军领受进军西
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 从此，丁永
泰随十八军来到了青藏高原。

十八军是当年新四军在豫皖苏

地区成长起来的一支英雄部队，组成
人员基本是豫皖苏地区的子弟兵。 豫
皖苏地区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

色根据地。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这里就有了我党领导的革命组织和

革命武装。 抗日战争开始后，英勇不
屈的豫皖苏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

者 。 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
（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 到达豫皖
苏区后，发动当地人民燃起了熊熊的
抗日烽火，这里成为敌人望而生畏的
战场。

十八军进藏， 为后来担负进军西
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成立西藏军
区和武警（公安）西藏总队，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 西藏是政教合一的领主庄园
制封建农奴社会， 农奴们过着暗无天
日的生活， 翻身得解放也是广大农奴
的心声。

进军西藏，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也对进军西藏的解

放军采取困饿政策， 妄图把解放军饿
走。尽管如此，毛主席仍然指示，“进军
西藏，不吃地方”。和战士们一样，丁永
泰等指战员只能靠挖野菜、捕鱼、挖地
老鼠维持生活。

西藏地处世界屋脊， 交通极为不
便。为此，毛主席指示，一面进军，一面
修路：“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 不怕困
难，努力筑路”。

十八军是进军西藏、 建设西藏的
主力军。 其中， 丁永泰所在的五十三
师，担负了修筑康藏公路的艰巨任务。
在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前，部队喊出“让
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长期建藏，边
疆为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豪迈
口号，让公路向拉萨不断延伸。

“二呀么二郎山 ， 高呀么高万
丈 。 古树荒草遍山野 ，巨石满山岗 ，
羊肠小道难行走 ，康藏交通被它挡 。
二呀么二郎山 ，哪怕你高万丈 ，解放
军铁打的汉 ，下决心坚如钢 ，把公路
修到西藏……”在优美的旋律中 ，有
多少人把青春永久留在青藏高原 。
据记载 ，修筑康藏公路 ，丁永泰所在
的五十三师继承新四军铁军光荣传

统 ， 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 ， 历时 3
年 ，修路面 462 公里 ，架桥 80 座 ，修
涵洞 513 个……

丁永泰和他的战友们 ， 把从周
口走出的十八军的光荣传统带到了

世界之巅 。 在一代代官兵长期建设
西藏的过程中 ，进藏部队坚守高原 、
甘于奉献 ， 用热血和青春铸就成了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忍耐 、特别能
战斗 、特别能团结 、特别能奉献 ”的
“老西藏精神”。

丁永泰能武亦能文。 在进入西藏
后，照相机在国内尚未普及。 1951 年 7
月开始，各路部队向西藏和平进军。为
了能够保存影像资料， 随着十八军进
藏了一批摄影人员，其中就有丁永泰。

丁永泰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最早拍摄西藏相关题材的汉族摄影人

员之一。
为有牺牲多壮志 ， 敢教日月换

新天 。 丁永泰的青春在青藏高原燃
烧，绽放出雪莲花一样的芬芳。

临危受命 西藏平叛

承载着十八军将士的光荣使命，
丁永泰出席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

大会后，战斗在西藏边防。
1950年 12月，中央决定组建西藏

军区，归西南军区领导。1952年 3月，十
八军改为西藏军区，十八军番号撤销。

值得一提的是，1956 年， 丁永泰
调任西藏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这
期间， 他曾担任护送达赖喇嘛出访印
度的工作。陈明义将军担任护送领导，
丁永泰具体负责安全保卫。 他们从拉
萨出发， 一直把达赖喇嘛一行护送到
喜马拉雅山的乃堆拉山口， 出色地完
成了护送任务。

然而，1959 年 3 月， 西藏上层反
动集团在国外反动势力煽动下，公然
武装叛乱，西藏局势迅速紧张。 此时，
正在北京公安学院学习的丁永泰接

到紧急命令，要求他迅速赶回西藏参
加平叛战斗，同时出任一五七团副团
长。 没有任何犹豫，丁永泰很快赶回
西藏，率部队发起围歼唐古拉山叛军
的战斗。

这股叛军非常嚣张。 他们受到在
美国训练的空投特务操控，装备有空
投的美式武器， 总司令是罗卡兹尔。
战斗开始后， 丁永泰率一个先头营，
经过两天急行军到达作战地区。 当天
下午 ，西南方向传来枪炮声 ，他立即
指挥部队火速赶往战场，和正在阻击
敌人的兄弟部队会合。 面对敌人猖狂
的进攻，丁永泰组织部队发起猛烈反
击。 敌退缩到山上，企图占据有利地
形顽抗。

兵贵神速。 第二天，丁永泰率部
队对叛军形成包围。 次日凌晨，在夜
色掩护下，他率部队悄悄摸到敌人阵
地前沿。 天色微明时分，部队前方百
米处有人影晃动，丁永泰举起望远镜
一看，发现十几个敌人围在一块大岩
石前比划着什么。 具有丰富作战经验
的丁永泰立即判断这伙人中必有匪

首。 他立即召集几名机枪手，让他们
一一拿着望远镜看清目标，然后一声
令下，几挺机枪一齐开火打得这伙敌
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 部队发起
总攻 ，叛军顷刻间土崩瓦解 ，大部分
做了俘虏 ， 丁永泰率领的营就俘虏
200 多名叛军。

不过 ，在成群的俘虏中 ，丁永泰
却没有发现匪首罗卡兹尔。 难道这个
狡猾的家伙逃跑了？ 审问俘虏得知，
匪首罗卡兹尔早晨在布置作战方案

时被打伤，混在被俘的人群当中。 然
而 ，这时候 ，这部分俘虏已被送出几
十公里外。 丁永泰立即命令一个骑兵
排追去，从俘虏中找出了这个罪大恶
极的匪首。

以平叛为标志， 青藏高原迅速掀
起以解放农奴为核心的民主改革运

动， 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
制，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成为真正掌
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这场伟大的革
命过程中， 有无数像丁永泰一样的解
放军指战员，离开家乡，长期戍边，战
斗在雪域高原。

对印反击 英勇无畏

丁永泰曾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重要的就是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
战场上，他出生入死，冲锋在前。 作为
解放军指战员的光荣使命， 这就是他
眼中的有价值、有意义。

1962 年，部队组成以武警（公安）
西藏总队副参谋长丁永泰为营长的西

藏军区独立营， 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
击战。丁永泰率一个加强营，向梅楚卡
的入侵印军发起攻击。

盘踞在梅楚卡的印军是一个廓尔

喀营， 号称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老兵。梅楚卡这一带山高谷深，地形
复杂，降雨量特别大。 战斗开始后，丁
永泰率领部队冒着倾盆大雨， 翻山越
岭， 像一把尖刀刺入印军防御核心地
带，并连夜向印军发起猛攻。印军做梦

也想不到中国军队这么快就会来到，
顿时溃不成军， 许多士兵扔下重装备
四散逃跑。

天明时分， 丁永泰率领部队俘虏
了数股逃窜的敌人。接着，丁永泰组织
部队连续两天穷追猛打。 有的印军实
在跑不动了，只得拿出“最后的看家本
事”———打起白旗向我军投降。 这一
仗， 丁永泰率部俘虏了 150 多名印军
士兵，其中有两名少校军官，并缴获大
批武器弹药。

按照中央命令和我军一贯政策，
部队对印军俘虏实行优待， 甚至省下
自己的口粮让俘虏吃， 对伤兵更是关
心照顾。遣返俘虏时，不少印军士兵还
流下了眼泪。

格桑花开世界之巅 。 作为十八
军的一位老战士 ， 丁永泰将青春和
热血奉献给了青藏高原 ， 绽放出绚
丽的光彩 ， 他的故事也像格桑花一
样美丽……

志同道合 共担“风雨”

丁永泰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
有一个志同道合、荣辱与共的妻子。

1950 年 10 月， 丁永泰从北京参
加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战
斗英模大会）回到西南军区后，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后来，他还被请到西南
军政大学八分校做报告。在这里，大学
生们的热情达到了顶点。

这次报告会后，丁永泰认识了一
位姑娘 ，值谈婚论嫁时 ，两人一见钟
情 。 这位姑娘就是学校卫生科的叶
琳。 巧合的是，丁永泰所在部队的副
师长还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 自然而
然，这位副师长就成了丁永泰和叶琳
的牵线人。

侦察英雄人人爱慕。 1954年初，两
相倾心的丁永泰和叶琳结为百年之好。

丁永泰随部队进藏， 妻子叶琳也
和丈夫同赴西藏。 在条件艰苦的青藏
高原，夫妻共同面对了所有的“风雨”。

1956 年，他们的儿子在西藏札木
降生，1963 年女儿在拉萨降生， 儿女
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欢乐。

有些往事不堪回首， 却让他更加
豁达。 上世纪 60 年代，丁永泰曾被人
诬告。原因是 1943 年丁永泰深入敌后
侦察时被捕， 我军抓住敌人一个保安
团长把他换了回来。没想到，后来有人
陷害丁永泰， 说他是 “叛徒”。 直到
1973 年，丁永泰才得以平反。 在丁永
泰被人陷害的日子里， 叶琳担心丈夫
的命运，哭坏了双眼。

命运给他以曲折， 岁月给他以清
白。 平反后，丁永泰调任四川省渡口市
武装部副部长，1978年任四川省军区万
县军分区副司令员，1981年任司令员。

战场上多大风浪没见过？ 人生旅
途中，这只能算是他生活的一个苦涩插
曲吧。

峥嵘岁月 薪火相传

1983 年 ，出生入死 、南征北战的
丁永泰光荣离休。

离开了戎马倥偬的生涯， 丁永泰
身体上的“战争后遗症”开始显现。 战
争年代一直做侦察， 常年处于高度紧
张状态。 多年西藏高原生活心肺功能
受损，再加上战争年代多次负伤，全身
患上多种疾病。这位当年神出鬼没、令
敌人闻名丧胆的侦察英雄， 上三层楼

都累得气喘吁吁。
英雄决胜，岂止在战场？
丁永泰认为，“英雄本色不仅仅在

战场， 也体现在对生命价值永不停息
的追求之中”。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离休后，
丁永泰除担任几所学校的校外辅导

员 ，撰写回忆文章 ，还拿起照相机 ，
搞起摄影创作。 他整得还挺正规，自
己买洗印设备 ，布置暗室 ，后来还成
为成都市摄影家协会会员 、 成都市
老年摄影学会会员 。 丁永泰拍摄的
作品经常被报刊采用 ，有 40 多幅作
品参加各种影展 ， 获得十多项摄影
艺术奖 ， 在成都市老年摄影界颇有
名气。

带着对家乡和亲人无尽的思念

和留恋， 丁永泰不幸于 2002 年 2 月
20 日在成都病逝。 然而，家乡人并没
有因为他的离去而忘记。 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之际，有关部门制作的
《太康县党史故事 100 讲》，第一讲就
是《丁永泰的故事》，表达对老英雄深
深的怀念。

武警西藏总队领导同志 2013 年
曾在 《西藏日报 》发表 《武警西藏总
队 ：在常态维稳上 ，时刻保持高度戒
备 》的文章 ，其中提到为武警西藏总
队成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丁永

泰。 “在部队建设和完成任务中，总队
先后涌现出……以及全国战斗英雄
丁永泰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受到党中
央 、中央军委 、武警部队党委首长和
自治区党委 、 自治区政府的高度评
价 ， 赢得了西藏各族群众的广泛赞
誉。 ”当年的战友、后任丁永泰所在师
政委的路晨 ，在回忆文章 《铁军劲旅
边防屏障》一文中提到：“战斗英雄丁
永泰、模范共产党员张福林等是这支
部队的光荣。 ”

全国战斗英雄、开国英雄，这是多
么沉甸甸的荣誉！丁永泰，是十八军的
骄傲，也是周口的骄傲。

丁永泰的儿子丁继勇少年时代曾

随父亲回到太康县芝麻洼乡的老家。
那时，家乡贫穷落后。 如今，丁继勇甚
为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欣慰，虽
远在成都，但思乡甚切。

2023 年春节期间，丁继勇数次通
过记者表达了家乡父老乡亲及有关部

门对他父亲关注的深深谢意：“父亲丁
永泰病逝于原成都军区总医院， 具体
时间是 2002 年 2 月 20 日， 网上及其
他资料有误。 现在，家中尚有 90 多岁
的老母亲需要照顾，若有闲暇，我会再
回家乡，到父亲战斗过的地方走一走、
看一看……”

不忘初心，薪火传承。丁永泰曾经
战斗过的聚台岗村， 目前已建立起红
色水东文化旅游项目。 这个项目以水
东革命历史为主线， 打造 “红色聚台
岗、英雄聚台岗、魅力聚台岗”红色文
化新名片，展示革命老区新变化、新成
就，重现当年新四军、八路军战斗的峥
嵘岁月，成为集红色教育、生态保护、
乡村振兴为一体的红色文旅基地。 这
对于红色基因传承、弘扬老区精神，实
现革命传统教育和文化旅游产业同步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位英雄就是一面旗帜， 打江山

需要英雄，新时代同样需要英雄。从水
东地区走出的战斗英雄丁永泰的故

事，也将在家乡、在周口广为流传。
新时代、新征程，丁永泰的事迹和

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行。 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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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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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后，丁永泰又听从祖国召唤，随十八军进军西藏，参加

西藏平叛，建功祖国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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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心
阅
读

�������十八军筑路部队发扬“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革命英雄主义，在世界屋
脊上架设通往北京的金桥。

�������离休前， 丁永泰任四川省军区万
县军分区司令员。

������1950年 3月 4日至 7日，十八军在四川乐山召开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誓师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