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华丰菜市场旁的一居民楼里，阳光透过窗子洒落在干净整
洁的桌子上，一位老人正在整理自己的资料。他叫杨贵同，今年 92
岁，前仓镇后吴村人。

老人从抽屉里拿出相框镶嵌的个人照片递了过来，乐呵呵地说：
“这是慰问抗战老兵时照的相。”相片中老人身披带着“向抗战老兵致
敬”字样的围巾。

老人端坐桌旁，呷一口茶，微微抬颔，凝目聚眉，开始追忆 70 多年
前那绽放在战火弥漫中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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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云和曾与日军激战三天三夜
上士文书亲手埋葬阵亡战友并立标识

1942 年 8 月 3 日，日军 70 师团 226、

227 两个联队和 115 师 178 联队在松阳会

合后，大举进攻当时临时省会云和。松阳

与云和的分水岭成为最后的屏障，国军 21

师与浙保三团奋勇迎敌，浴血抗战。“我当

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妥善处理阵亡伤病官

兵的后勤工作。”杨贵同说，他们在鸡公骑

坳与日寇激战了三天三夜。

“3 日，第一天战斗至下午，我连三排

长尹仲芒在指挥战斗中被日军击中头部，

当场牺牲。我立即指挥两名士兵用担架

将遗体抢出阵地，上报团部妥善埋葬遗体

并立标识，供后人辨认。”杨贵同还清楚地

记得当年战友的名字。那天，他们迫于日

军的猛烈炮火，退到渡蛟村。

“鸡公骑坳的战争非常惨烈。”杨贵同

说，当时国军的营长在赤石，师长在龙

泉。国军战士第一天失利退到渡蛟村后，

营长即下死命令，要返回战场，并派了大

部队增援。第二天天亮时，增援的国军就

到了。他们从兰蓬下村屋背的“丁背崀”

上来，在“经堂下”寺庙住下。等到晌午时

分，国军将士开始反攻，日本军队节节败

退到松阳苦槠树下村。

“第二天，四班班长蒋济芳在反攻的

战斗中英勇牺牲。5 日下午，两名士兵死

于战场，均由我妥善安葬。此次战斗歼

敌数千，大获全胜。”杨贵同说，为纪念为

中华民族抗战而阵亡的国军战士，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后人在“鸡公骑坳”建造

纪念碑。碑体为花岗岩正四边形锥体，

碑高初步定为 4.2 米（象征特殊的 1942

年）。

1944 年春，杨贵同调到仙居，进入浙

保干部训练班培训。学习毕业后，他被任

命为浙江省保安第一团第一连任第三排

排长，在奉化等地继续参加抗日战争。

“1945 年秋，日军无条件投降。同年

冬，我连奉命将当地受降日军押赴杭州笕

桥的投降日军集中营。”杨贵同说。

□记者 黄根根

1924年4月6日，杨贵同（当时的名字

杨振）出生于前仓镇后吴村农民家庭。家

境虽贫寒，可杨贵同生活还算安稳，直到

高小毕业。

1937 年，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不

出一年，战火便蔓延至浙江，打破了杨

贵同家乡的平静。荷枪实弹的日军部

队，一拨紧接一拨来扫荡，不仅蛮横地

打劫粮资，更肆意射杀百姓。刚读完高

小不久的杨贵同，坚定地选择了从军报

国。

1941 年，17 岁的杨贵同告别母亲兄

长，参加浙江省保安第三团第八连。没过

多久，因为学历较高，杨贵同被任命为上

士文书。

“刚开始，我在部队里写写文章，做做

文书之类的工作。”回忆往昔，杨贵同脸上

浮现出少年般的羞涩笑容。他说，后来日

军侵略浙江境内时，他和战友们一同上前

线参加系列阻击日寇的战斗。

1942年春，温州瑞安沦陷。“盘踞瑞安

城里的日寇经常下乡烧杀，无所不为，搞

得百姓鸡犬不宁，惶惶不可终日。”杨贵同

说，他们被派到瑞安等地的山区，参加游

击战斗。

“有一天，我接到当地群众的可靠情

报，说有日军（二三十人）出城向三溪方向

出发，我就立即武装出击。”杨贵同说。八

连占据有利高地，集中火力向日军射击，

一时枪声大作，势不可挡，日军慌了手脚，

见势不妙被迫逃回瑞安城里。从此，日军

不敢轻易出城。

在鸡公骑坳大战鬼子三天三夜事迹二

跟随岳父参军抗战

他两次从军最后解甲归田

1923 年 4 月，杜长春出生

在经济开发区炉头村。因为家

境殷实，17 岁高小毕业后，家里

就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妻子黄

氏小他 2 岁，是黄店人。岳父黄

林兆是名国民党军官，在新86军

担任连长。

当时国内抗日战争已经打

响，杭州沦陷后浙江省政府也搬

迁至永康方岩办公。1939 年下

半年，杜长春跟随岳父参加国民

革命军。

参军后，杜长春成为了新 86

军军 2 部特务营 2 连一名战士。

当时 86 军主力部队在长江口与

日军交火。军部设在 20 华里开

外 的 青 阳 县 九 华 山 下 一 个 庙

里。特务营没有直接参加与日

军的正面战斗，主要任务是保卫

军部安全。

杜长春个子不高，又是新

兵，被分配到军部站岗。他每两

个小时换一次岗，最多的一天要

站12个小时的岗。

“有好几次日军的飞机从头

顶飞过，有时候飞得很低，但我

们站岗的哨兵也要站如松。”杜

长春说当年站岗的经历，也培养

了他的耐力和定力。

这次战斗后，黄林兆被调到

迫击炮连任连长。这个连虽然

名称叫迫击炮连，但是一门迫击

炮也没有的，又怎么去对抗日军

飞机大炮？他认为有人故意在

整他，就以生病为由没有上任，

选择回永康。杜长春也跟随岳

父回永。

1943 年，杜长春到缙云河

阳参加了新编 21 师 61 团 2 连

当上士文书。这是一支曾经在

永康大地与日寇英勇作战的川

军部队，个个英勇善战，视死如

归。但是部队士兵的文化水平

普遍不高，从士兵到连长，没有

几个识字的。因此，部队也很

善待像杜长春这样的文化人。

61 团 2 连连长叫周良才，平

日里尊称杜长春为“师爷”。杜

长春被连长邀请一起吃小灶，不

但能吃饱饭，伙食也比普通士兵

好。本来 21 师官兵都要在手臂

上刺上“21师”几个字，但对文书

也没有做强制要求。文书主要

工作除了抄写起草一些公文汇

报材料外，还要给每位士兵造册

发饷。杜长春记得，当时下等兵

每月军饷是 6.5 元，一等兵是 7

元，上等兵是 7.5 元，上士准尉是

24元。

1944 年 8 月，部队开往丽

水。几天后，日军进犯，师部命

令 63 团死守丽水城，他们的 61

团在城外担任督战任务。

这次丽水战斗，63 团与日寇

打得非常激烈，团长和 3 营长均

战死沙场，全团官兵大部分壮烈

牺牲，仅少数官兵泅瓯江生还。

1944 年底，杜长春所在的 2

连驻守武义清溪坑附近。这里

是永康至武义必经之路。日军

从武义退回经过清溪坑路口时，

2 连对日军进行了伏击，当场打

死了两个鬼子。

1945 年 8 月，日本鬼子宣布

无条件投降，艰苦的八年抗战终

于结束了。杜长春随后就选择

离开了部队，回到家乡，过上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抗战老兵
浴血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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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士文书拿起枪去打鬼子事迹一

现有永康市西城街道

大塘头村山枝花基地 40

亩进行流转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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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
因线路检修，9 月 1 日 8:30-15:00 峰联 956 线#15

杆后线路停电，停电范围：华康五金、胡库下村 5#变、电

信支局、金樽工贸、济源五金、意得利工贸公司、泰祥、冰

狼不锈钢制品、、下溪池2#、寺下湖1#、下溪池、永康市维

能金属拉丝、雅艺花园、凯丰集团等一带用户；

因线路改造，8 月 31 日 8:30-17:30 红星 318 线贾

宅分支线大川铸造厂分支线停电。停电范围（用户）：大

川铸造厂一带用户。

因线路改造，9 月 2 日 8:30-17:00 工具 K655 线弓

塘支线停电。停电范围（用户）：大峥村、卢军、胡花银、弓

塘村一带用户。

雨天顺延。因停电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公司
2015年8月24日

停电预告

93 岁的老兵杜
长春，在抗日战争期
间曾两次参加国民革
命军的抗战部队：第
一 次 是 1939 年 ，在
新 86 军特务营 2 连
当兵；第二次当兵是
1944 年，到新 21 师
61 团 1 营 2 连当上士
文书。

□通讯员 徐庆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