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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声嘹亮 军旅情深
———记 92岁老兵、淮阳区军休所离休干部孙恒明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雷乃运 文/图

������1970 年 4 月，由于头部、腿部受伤患病，孙恒
明申请回到淮阳老家。 在回到家乡的初期，孙恒
明不顾自己身体有病，积极参与家乡的各类公益
事业，不要一分钱的报酬。

孙恒明夫妇乐善好施，关爱亲戚、邻居。几十
年来，他们累计帮扶困难群众 110 多人次，捐助

爱心资金 10 万余元，受到亲戚、邻居们的一致好
评。

23 年的军旅生涯，无论是在冲锋陷阵的战场
上，还是在和平时期的建设中，那嘹亮的军号始终
在老兵孙恒明的心中激荡。不惧生死的血性胆气，
铸就了他不怕困难、乐观向上、阳光和善的性格。

������出身贫寒的他，14 岁入伍，经历淮海战役、渡江
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等百余次大小战斗的洗礼。 作
为司号员，在每一次战斗中，他都冲锋在最前沿，吹
响嘹亮军号，激励战友们奋勇杀敌……他就是 92 岁
老兵、淮阳区军休所离休干部孙恒明。

小寒时节，记者来到老兵孙恒明家中，听他讲述
让他毕生难忘的戎马生涯。

������孙恒明出生于 1933 年，1949 年入党， 祖籍淮阳
白楼，上校军衔，1988 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功勋
荣誉证章”。 虽然已经 92 岁高龄，听力有些欠佳，但
他精神矍铄，老兵刚毅的气质依稀可见。 当提起那段
烽火连天的岁月，他打开了话匣子。

1947 年初秋的一天傍晚， 地下党员曹新让匆匆
走在去往小孙庄村的田间道路上。 他刚刚接到组织
传来的信息， 得知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伤兵班在村中
休养。 这次去的目的不是打击，而是要教育他们放弃
反共立场，不参加相互残杀的内战。

以前曹新让在小孙庄附近开展革命活动时，知道
孙恒明是个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少年。 在孙恒明家中，
曹新让给十多名国民党伤兵讲共产党如何 “为穷苦
百姓谋幸福，打土豪分田地”等相关政策。 突然，在村
头放哨的孙恒明在暮色中看到一队国民党士兵快速

向村庄奔来。 孙恒明赶紧跑回家中，把曹新让拉到厕
所里，让其踩在自己的肩膀上，咬紧牙关站起来，把
曹新让托举到墙头上。 曹新让跳下墙头，迅速钻进了
高粱地里，脱离险境。 孙恒明被国民党士兵抓住，一
个排长恶狠狠地说：“那个人就是共产党员曹新让，
你帮他逃走是要杀头的！ ”年龄尚小的孙恒明吓得大
哭，连忙说：“那是村里的一个村民，不是共产党员。 ”
那人狠狠扇了孙恒明几个耳光， 说：“想不被杀掉也
可以，跟我们走一趟，把我们的牲口和粮食送到界首
与驻马店边界，就放你回来，免你一死。 ”

当天晚上，孙恒明作为劳工跟随国民党的部队到
达界首与驻马店边界。 在那里，孙恒明遇到了农民打
扮的解放军侦察兵赵青华、姜明，他们要孙恒明提供
国民党军部队的情况。 孙恒明经过一夜的暗查，就把
国民党部队番号、 兵员数量和武器装备等信息交给
了赵青华、姜明。 战斗打响，为保证孙恒明的安全，侦
察员把他藏在了土窖里。战斗结束后，14 岁的孙恒明
加入 1947 年 8 月成立的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 37 师
115 团，被编入了司号班。 后来部队在淮海战役时整
编， 孙恒明被编到第 31 军 93 师 277 团 3 营 9 连，任
司号兵。

������孙恒明作为一名司号员，前前后后经历了百
余次大小战斗，如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
海战役。在每一次战斗中，他都使出全身力气，站
在阵地的最前沿，昂首挺胸吹响嘹亮军号，激励
战友们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在淮海战役中，孙恒
明头部被弹片击中，但他坚持不下火线。

孙恒明记得，1949 年 4 月 20 日深夜，渡江战
役时，他所在的突击部队第一批渡江。 冒着敌人
的炮火，在黑暗中接近长江南岸，抢滩登陆时，他
站在冲锋部队的最前面，吹响军号。 附近十几发
炮弹连续降落、爆炸，孙恒明的耳朵被震得什么
也听不见了，他脑海中想着，人可以倒下，但号声
不能停。 嘹亮的军号声持续在阵地上空回荡，直
到部队全部登陆，他才随部队紧急追歼国民党残
余部队。解放南京后，部队给他记了战功。当时立
功证明都是在一张纸上， 有上级首长的签名、印

章，由连队统一保管。
渡江战役胜利后，孙恒明又跟随部队参加了

解放上海战役。 1949 年 5 月至 6 月，连续多天的
追击，高强度的急行军，惨烈的战斗，战友们有时
嘴里含着干粮，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的战友倒
下了。 孙恒明心里明白，自己是司号兵，不能倒
下，每次他都冲在行军队伍的最前列。

谈话间， 孙恒明的妻子端出一个红色木盒
子，在一大堆军校学员证、党费证、离休证、50 年
党龄纪念章中，记者发现一本红色破旧的立功证
书，上面记载着孙恒明的立功信息。

聊到他在部队获得多少枚军功章的话题，孙
恒明摆摆手不想多提。他激动地说：“为了民族解
放，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牺牲了，跟他们
比，活着就是幸福，我还计较什么，有什么不知足
啊！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恒明和战友们驻
扎在福建省。 1961 年 3 月，孙恒明被部队保送到
军校学习。 1962 年 1 月毕业后，孙恒明从事后勤
工作。工作中，孙恒明特别注重理论学习，积极参
加部队开展的各种文化、理论学习培训班，用党
和军队的政策、法规来武装自己。 孙恒明和后勤
部门广大官兵齐心协力，对涉及部队粮、油供应，

营房设施维护等方面的事，做到精益求精，严格
按制度办事，不徇私情。

1963 年夏天，连队一名战士的父亲来部队。
以往都是在连队账上买些菜聚餐，孙恒明就和那
个战士商量，他掏钱在地方一家餐馆请老人家吃
饭。 从那以后，连队蹭吃蹭喝的现象再也没有发
生。

一波三折的从军路

冲锋在前的司号兵

爱岗敬业的后勤官

公益事业的参与者

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军休服务管理处负责人看望慰问孙恒明。

孙孙恒恒明明近近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