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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抗美援朝老战士专  题

如今，王希玉仍时常想起那场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残酷战争，和那个“最寒冷的冬天”。

今年91岁的他不用助听器、不戴老花眼镜，记忆力好，讲话掷地有声。他取出珍藏的戎装照，

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

天寒地冻行军难

1932 年出生于山东省潍坊市央子镇（今央子街

道）的王希玉，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7 军特务团

2 营 4 连的一名战士，于 1950 年 10 月跟随部队渡过

鸭绿江，进入朝鲜。行军一周后，战士们抵达前线阵

地咸兴。炮火连天，到处是残垣断壁。为对抗敌军的

坦克，王希玉和战友们需要在雪地里挖建防御工事。

天上下着大雪，气温降至零下 40 多度。冒着凛

冽的寒风，战士们一边躲避敌军的轮番空袭，一边继

续作业。突然，王希玉不慎踩滑，坠入雪沟，战友们

赶紧将其救起。气温越来越低，王希玉对副班长姜再

连说：“脚太冷了，怎么办？”于是，二人轮流坐在

对方脚上，以此取暖。就这样，坐了快 2 个小时，身

上覆盖起厚厚一层积雪。直到部队转移在即，王希玉

把脚拉出来一看，因天寒地冻，加上此前跌落雪沟造

成的伤势，脚趾变成了紫红色，肿得像一个土豆。“当

时，脚冻得几乎没知觉。我想起包里还背着一双鞋，

王希玉：在“最寒冷的冬天”行军打仗

就把鞋的左右脚对调，塞了点棉花

进去，穿上继续行军。”王希玉说。

行军途中，积雪有一米多深。

一脚踩下去能没过膝盖。敌机来

袭，先是一阵机枪扫射，各种炮弹、

炸药包和燃烧弹如雨点般从空中落

下……为了躲避敌机轰炸，王希玉

和战友们昼伏夜行，傍晚出发，凌

晨就地宿营。当时，行军走的都是

险峻的山路，脚陷在雪地里，冻得

毫无知觉。王希玉心里只想着一件

事——不要掉队。战士们随身携带

的物资较多，有武器弹药，还有粮

食补给，为便于行军，很多战士将

衣服里的棉花抽出来，穿着单衣跋

山涉水。一旦停下，刺骨的寒冷立

刻袭来。

饥肠辘辘不动口

除了寒冷，志愿军战士还要面

对饥饿的威胁，连续数日吃不上饭

的情况并不鲜见。“那个时候，我

们只能吃炒面，但水壶也被冻上了。

吃炒面得有水啊，不然咽不下去。

怎么办呢？就抓一把雪混着吃。”

王希玉所说的炒面，是把小麦、大

豆、高粱、玉米等杂粮磨成的粉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