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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抗美援朝老战士专  题

创造“坑道战”阻挡敌军

赵建云 1930 年 7 月出生于玉溪市河西县仙岩乡

（今通海县河西镇）石山嘴村，1949 年 1 月参军。

1953 年 1 月 23 日深夜，赵建云和战友们乘火车

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我们乘货运列车秘密过江，

在列车上不开窗户、不出声。下车后，部队整装步行，

即使刮风下雨也连夜行军。大约一个星期后，到达朝

鲜西海岸驻防。”时隔 70 年，赵建云仍清晰地记得

每一个细节。数日后，天气转晴，担任中国人民志愿

军第 1 军 2 师 4 团 3 营 9 连副指导员的赵建云带领战

士们挖掘坑道，阻止敌人从西海岸登陆。

在 1951 年战争相持阶段，装备处于劣势的志愿

军通过总结前期与“联合国军”的交战经验，结合战

场地形，创造“坑道战”战法，有效削弱敌军空炮火

力的杀伤力。“先往山腰打进去，然后左右打宽，再

往前推，往上打洞。坑道要求打两层，

进去一层，再往上一层，前后都有洞，

就意味着把山打通了。”据赵建云回

忆，志愿军战士是根据地形挖掘坑道，

基本高 1.5 米、宽 1.2 米，出口与战

壕相连，便于策应、支援和运输物资，

也利于战士藏身。

战士们用十字镐挖掘，铁铲铲

土装在箩筐里，挑出来倒在坑道外。

最难啃的“硬骨头”是山体中的花岗

岩，岩石坚硬无比，要交给打炮员解

决。赵建云记得，一块 2 米宽、1 米

高的石头，需要 3 人共同作业。1 人

掌着钢钎，另外 2 人抡起大锤“当

当”地敲打，打得石头直冒火星。打

了10多锤一看，只凿出一个白印子。

于是，抡起锤子继续狠砸，溅起的火

星烫在脸上，如针扎一般，袖口上被

烧出一串小窟窿。正砸得起劲，“当

啷”一声，钢钎折断了，换一根接着

砸，不一会儿又断了……

面对重重困难，有战士委屈地

说：“挖坑道这么难，不挖又不行，

心理包袱大了。”赵建云闻言安慰道：

“为了保家卫国，再苦的时间也不会

长，好日子总会来的。”

“战争很残酷，我们的枪炮比不过敌人。但我们万众一心，抛头颅、洒热血。这么多年过

去了，那些场面我至今难忘……”谈起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今年 90 岁的赵建云不禁泪眼婆娑。

在战场上，他经受猛烈炮火的洗礼，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和战友们奋力挖掘被称为“地下

长城”的防御工事——坑道，为战争胜利奠定基础。

赵建云：战场上修筑“地下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