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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11 月，我平西军分区部队从深山开到平原良乡县一带，参加了围困北平的任务。指挥机关设

在大苑村，各战斗部队守护在铁路周围，防止敌人利用铁路向北平增援。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将军部下二十余万人全部放下武器，开出城外，接受改编。

当时傅作义部下有一部分人不愿接受改编，整连的人集体逃跑，我们部队又增加了截击逃跑部队的任务。 

过了一段时间，势态已趋于平定，我们部队于 2 月底驻到良乡城里。虽然良乡和房山两城已于 1948 年

同时解放，但良乡城里的秩序还未完全改观，有一些老百姓尤其是孩子还是躲着我们走。我们耐心地向他

们做宣传工作，解除了他们的疑虑。我们在城里进行了休整，还举行了小型的庆祝活动，欢庆北平和平解

放。 

当时良乡城里除了我们部队外，还有东北军的一个师在那里驻防。我们平西军分区司令员侯正果邀请

了该师师长、政委和良乡县县委书记霍梁、县长闫振峰来我部举行了小型酒会，共同庆祝北平和平解放。 

我平西部队在完成了对北平的围城任务以后，于同年 3 月来到刚解放不久的河北省涿县驻防。涿县是

北平的南大门，是军事要道。因此，国民党反动派一直派重兵把守，并在城墙上建了许多碉堡，城外还修

了护城河。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 

我们刚进县城时，老百姓对我们还不了解，小孩子见了我们就跑。过了几天，我们发现老百姓的大门

只有门楼却没有门板。百姓们告诉我们，门板被国民党兵弄到城墙上修了岗楼碉堡。我们来到城墙上一看，

果然如此。部队首长立刻命令拆除岗楼碉堡。 

一场特殊的战斗开始了，同志们干劲十足，刨的刨，铲的铲，扛的扛。不一会儿就拆下来一大堆木料。

我们把老百姓都找来，让他们认领自家的门板，还帮助他们送回家去，没有用的木头就搬回伙房烧火。经

过两天的紧张工作，城墙上的岗楼碉堡全部被拆除。看到自家的门板重新安装好，百姓们又高兴又感动。

从此，他们对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对我们也不再称呼“老总”，而是改称“同志”了。 

当时，我负责拆南门的碉堡。有一天，我干得正来劲儿的时候，突然“轰”的一声，碉堡坍塌了，我

被埋在了碉堡的下面。当我醒来时，我感到腰部疼痛难忍，不能动弹。这里离后方医院远，附近又找不到

医生。在老百姓的帮助下，同志们请来了天主教堂的一位老教徒给我做按摩。一周后，开始能下地走动了。

一个月后，伤势还未痊愈，我就带着伤痛又回到了战斗岗位。1983 年，我因病到房山中医院照 X 光片，发

现腰椎有两处陈旧性骨折，才知道是当年受伤造成的。 

那次拆碉堡，虽然不是同敌人正面拚杀，虽然我身负重伤腰断三节，但是我并不遗憾。因为我们用实

际行动证明了我们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使人民群众认清了国

民党反动派的本来面目。由于我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才有了我们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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