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情百岁
近日，永康农行退休老员

工 朱 新 富 度 过 了 100 岁 的 生

日。当日，永康农行为其送上

生日祝福和精彩的表演，弘扬

了孝老、尊老的精神。

记者 舒姿 摄

追击土肥原时被炮弹击中以身殉国
——丁保如血战台儿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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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悦

寻找抗战英烈丁保如后人的报道

刊登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么丁保如有什么英勇事迹呢？14

日，记者前往市委党史办、市档案局，

寻找丁保如一生的传奇故事。

战友为其撰写戎马一生
“关于丁保如的故事，1995 年出

版的《丽州抗日烽火》、2006 年出版的

《永康黄埔·彪炳春秋》上都有所记

载。”曾在 2016 年出版的 《永康抗战

纪事》中整理过丁保如事迹的章礼荣

告诉记者，这些书中关于丁保如事迹

的记载大致相同。至于这些书中将丁

保如籍贯误写为芝英三村人，是因为

其父丁安全那时常年在芝英做木工，

丁保如年幼时也定居芝英，后来整理

资料时弄混了通信地址与户籍所在

地。

丁保如的故事最早源自哪里呢？

为追本溯源，章礼荣从档案室中找出

了几本陈旧的书籍，在 1982 年出版的

《永康县志》台湾版中，终于找到了踪

迹。

该书第 45 页的《丁保如传》，再现

了详细记载了丁保如传奇的一生。

记者注意到，该传记由丁保如的战友

姚振昌（已故）撰写。而在网络上可

以查阅到的《黄埔军校第八期同学

录》上均有记载了姚振昌和丁保如的

信息。资料显示，姚振昌与丁保如不

仅都是黄埔军校第八期的毕业生，更

是老乡，感情深厚。姚振昌在传记中

这样评价丁保如：升连长时已身经百

战，带兵有方，爱护士兵亲如兄弟，训

练得法。

掩护师主力安全撤退
据《丽州抗日烽火》记载，丁保如

出身贫寒，幼年在芝英培英小学就

读。中学毕业后，丁保如胸怀救国之

志，报考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八期，毕

业后编入陆军第 2 师。“七七”事变后，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丁保如所在师被

编入华北战场序列，参加了永定河战

役。在战斗中，他奋勇杀敌，歼敌多

人，建功卓著。

不久，永定河防线被日军突破，第

2师向保定转移。当时，丁保如为机枪

连连长，是第 2 师后卫部队。师长知

道丁保如英勇善战，特当面嘱咐：“不

论情况如何危急，必须掩护师主力安

全退却，完成任务后始可倍道兼进。”

丁保如深知责任之重，当即向师

长表态：“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

也要掩护大部队安全撤离。”后撤不

久，他发现敌骑兵从右侧企图越过后

卫部队，作迂回追击，便不待后卫司令

官之命令，当机立断，指挥机枪连占据

有利地形，向日寇骑兵猛烈扫射，击毙

敌军大半，余敌惊慌逃窜。师主力得

以安全撤离阵地，丁保如所在机枪连

胜利完成了任务。

先让百姓渡船过河
两个月后，保定防线再次被日军

突破，丁保如所在的第 2 师奉命撤至

漳河，机枪连仍担负着后卫任务。

当部队到达漳河渡口，一名妇女带

着两名少女逃难到河边，正愁无船可

渡河。当得知丁保如部队要渡河时，

妇女连忙跪求与部队一同渡河。丁保

如怀着恻隐之心，随即命令士兵用运

枪炮的渡船先送母女三人过河，并资

助他们盘缠，嘱咐其速速离开战场。

漳河之战，成功退敌，使大部队在

郑州、洛阳从容部署，华北战场至此暂

时告一段落。1937 年秋，第 2 师进驻

洛阳整修，丁保如升任营长。半年后，

敌我双方都在部署台儿庄大会战，丁

保如所在师也因此编入会战的战斗序

列。

身先士卒追击土肥原
1938 年 4 月上旬，第 2 师与日军

板垣、矶谷、土肥原师团，在台儿庄一

带展开了拉锯式的争夺战，战争之激

烈史无前例。

经过三日三夜的浴血奋战，敌人

在惨重的伤亡中遁逃。蒋介石下令活

捉土肥原。丁保如身先士卒，率部紧

追土肥原及其残部。但在追击途中，

由于没有坦克的掩护，不幸被敌军炮

弹击中，以身殉国。丁保如殉难时，年

方 28 岁。据说遗体被移送至徐州九

里山安葬。

抗战英烈丁保如壮烈牺牲后，其大

哥丁保良为了让后人祭奠弟弟，在老家

舟山镇上丁村建了一个衣冠冢，后来被

推平至今未能重修坟墓，但在丁保良墓

旁还立有一块丁保如的墓碑。

□相关链接

台儿庄大战中的第2师
查阅丁保如的资料，记者找到了

时任陆军第 2 师师长的郑洞国撰写的

回忆录。在回忆录中，郑洞国详细记

录了丁保如参加的保定战役和徐州会

战的过程。虽然文中没有直接写到丁

保如，但通过其描述也能窥知当时

战争的场景。特摘录部分片段如下：

1938 年 3 月 22 日夜间，第 2 师方

面奉命向鹁鸽窝前进，因山路行军走

了不少弯路，天亮才找到目的地。听

到郭里集方面激烈枪声不久，枣庄之

敌派出几十人到鹁鸽窝西南高地构筑

工事。即命第 6 旅第 12 团派出一营兵

力驱逐该敌，并占领高地，对枣庄方面

警戒。3 月 23 日，敌军发起猛烈进攻，

正式拉开了台儿庄大战的序幕。

3月26日，第2师奉命全力向枣庄

外围发动攻击。在枣庄激战两昼夜，

将敌守军歼灭近半，一度占领了大部

分市区，残敌纷纷缩至城内一隅顽

抗。后来有临城日军千余人赶来增

援，与我军在市区内拉锯争夺，演成胶

着状态。

我军南下与敌接触后，即发生激

烈战斗，其中第 2 师在北大窑附近的

战斗最为惨烈。多处阵地，曾几度得

而复失，失而复得，经过反复争夺才稳

定下来。一些战士负伤不下火线，挣

扎着用刺刀、拳头甚至牙齿与敌人厮

打，直至壮烈牺牲。

后来，第 2 师在峄县城东一带与

敌反复鏖战，并一度突入城内，但日军

依仗其炮火优势，顽强死守。击退峄

县之敌后，第 2 师又奉命转移至甘露

寺以西，会同第 25 师主力对盘踞在杨

楼、底阁一线的坂本支队展开猛烈攻

击。4月6日左右，第52军奉命再兴攻

势，不惜代价地猛烈冲击敌阵，终日激

战，大胜坂本支队主力，从根本上解除

了日军对军团侧背及台儿庄东北方面

的威胁。

夜间，日军疯狂反扑，我军坚决

固守。直至深夜，敌濑谷支队沿台枣

支线仓皇北撤，敌坂本支队残部也随

后向峄县东北地区溃逃。我军士气

大振，遂发起全线反击，台儿庄守军

亦从庄内杀出，两者齐头并进，向北

追击。一路上，敌人焚毁的战车、遗

弃的军用物资和已焚化的阵亡日军

尸骨随处可见。一直追击到峄县，因

敌人已在峄县附近高地占领阵地乃

止。这就是抗战前期震惊中外的台

儿庄大捷。

□记者 童英晓

本报讯 记者 15 日从市气象台

获悉，从本月 10 日起，我市日平均气

温已连续 5 天高于 10℃的标准，已妥

妥入春啦！这意味着，现在我市已进

入了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天！

昨 日 的 暖 阳 让 我 们 感 受 到 了

春姑娘的迷人温暖之处。其实升

温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几天还会

更 暖 哦 ，预 计 20 日 左 右 最 高 温 度

可达到 28℃。但由于气温较高，能

量聚集得快，届时或许会出现强对

流 天 气 。 大 家 出 门 时 ，要 注 意 防

范。

未 来 一 周 我 市 天 气 基 本 以 多

云到阴为主。特别是周末，气温宜

人，虽然 17 日有降雨趋势，但是属

于 分 散 性 降 水 ，预 计 影 响 不 会 太

大。花开正艳，不如与它们来一场

约会吧！

记载有《丁保如传》的书籍。

未来一周升温明显，最高温度可达到28℃

春光灿烂，正是踏春赏花时

□记者 胡凌霄

本报讯 3 月 15 日上午，缙云县

蛟龙大峡谷景区负责人江先生带着

鲜花和锦旗来到了永康二院感谢“见

义勇为女医生”朱晓佳。

上午 9 时 30 分，江先生将写着

“西塔坑纵身冰水救人，蛟龙谷铭记

英雄壮举”的锦旗和鲜花送到朱晓佳

手中，激动地说：“那天下着雨，那么

冷的水中，你勇敢地下水救人。你见

义勇为的事迹深深感动了我们，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

“谢谢你们的心意，在你们看来

我做了一件很正能量的事情，但我觉

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救死扶伤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朱

晓佳说。

西塔坑纵身冰水救人，蛟龙谷铭记英雄壮举

缙云景区给朱晓佳送锦旗表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