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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继孟

李殿仑 1932 年 5 月出生在山东省堂
邑县（现东昌府区）道口铺村一户富裕的
书香家庭里。父亲李瑞阶是远近闻名的
乡绅，曾于1932年秋在堂邑县城文庙内捐
资创办了一处武训中学。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后，李瑞阶按着国民政府山东省教育
厅的安排，和教员一起，带领武训中学6个
班的学生与济南的中学生共计2000余人，
长途跋涉到重庆大后方避难，在绵阳县开
办了国立六中，以便学生继续读书。而李
殿仑则继续留在家乡生活。

投笔从戎

当了解放军部队的文化教员

李殿仑于1939 年开始到村里私塾读
书，1943 年家乡遭遇大灾荒，秋季便随大
伯到重庆找父亲一起生活。当年冬，父亲
把他安排到重庆市的一所小学里读书。
日本投降后，李殿仑考入四川省绵阳县国
立第六中学读书。1948年初中毕业后，随
即又考入高中部继续读书。这时的国共
双方交战早已实现了大转折，解放军进军
迅猛，国民党兵则节节败退。高中学生董
方林带领当时具有左翼思想的一伙人成
立了铁翼壁报社，并安排李殿仑为常任委
员，即主持壁报社的工作。壁报内容主要
是反映国统区百姓生活现状和向国民政
府呼吁改变民不聊生的政策。结果壁报
出了没几期，即遭到政府查封，并追查办
报人的责任。李殿仑这时不得不离开学
校在同学家躲了起来。

1949 年底，绵阳获得解放，铁翼壁报
社社长董方林已成为中共绵阳地委书记，
他召集并动员50余位流落街头的六中学
生，前往附近的金堂县，报名并参加驻在
那里的解放军。这时大家才知道这位年
长的学兄，当年之所以在六中年年留级不
毕业，原来是在学校内暗暗发展党组织，
以配合解放军的到来。

李殿仑参军后任当时隶属第二野战
军第七军第十九师五十六团二营营部干
事，从1950年初开始，进入第十九师军政
干校学习，当年3月份经战友陈天钰介绍，
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5月份干校结业
后，被任命为七军十九师五十六团宣传股
文化教员。

文化教员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特殊
群体，我党认为部队是学校，打仗并非全
部，业余时间要提升战士的文化水平。毛
泽东在抗战后期就讲过：“没有文化的军
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

胜敌人的。”李殿仑在从军的30年中，无论
被分配干何种工作、任何种职务，他都没
忘记自己最初的文化教员身份。他帮战
士识字、读报、学文化，教战士写家信、写
日记、写发言稿，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开启
了战士的智慧之门。

抗美援朝

成了钢铁运输线的铁道兵

1952年8月，第十九师五十六团改编
为铁道工程兵五师十四团，李殿仑改任团
政治处干部股干事。当时朝鲜战场上，中
朝部队已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打
回三八线以南。1952年11月美国大选，杜
鲁门下台，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他上台
后，采取一面拖延谈判，一面秘密筹划在
我侧后冒险登陆，打算在朝鲜战场搞第二
个“诺曼底”。毛泽东主席洞察其奸，当年
底，向志愿军发出命令：“准备一切必要条
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由于美国占
据着空中优势，志愿军的后勤运输成了最
头疼的问题，大量军火和衣食运不到前
线，让许多志愿军不仅挨饿受冻，更不能
集中火力达到最大最快地消灭敌人、保存
自己的目的。党中央随即决定扩充志愿
军铁道部队，在朝鲜北部新建一条东西走
向、全长几十公里的新的龟殷铁路，它将
穿过龟山、久殷山等 4 座大山，跨越大同
江、清川江5条河流，将3条纵贯朝鲜南北
的老铁路干线串联起来，以确保人员、物
资及时灵活地运送到前线。

1953年1月中旬，铁道工程兵五师奉
命从甘肃省天水地区甘谷县出发，坐闷罐
火车驶往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平
安北道泰川下火车，向价川进发。当时价
川已被美国的狂轰滥炸夷为平地，没有一
处像样的建筑。当时上级要求2月开工、
四月完成，刚从国内调来的5个铁道师一
字排开，李殿仑所在的铁五师接受了抢建
长达 23.7 公里的龟殷线龟（城）价（川）段
任务。

在价川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没有房
子，就砍伐桐树，搭成支撑架，上边蒙上志
愿军发的四方的胶皮雨衣，屋子就算盖成
了。屋内再排上桐木当床，上边铺上山毛
草，放上被褥就可以睡觉了。朝鲜气候寒
冷，睡觉都不敢脱衣服。温度常在零下二
三十摄氏度，有时甚至达到零下四十摄氏
度，战士们站在地上，鞋子很快就跟地面
冻在一起，怎么也拔不动，得先把脚抽出
来，拿铁锨把鞋子铲起来再穿上。

部队到了工地，主要是开挖方。土冻
了米把厚，形成了一个大冻盖，不去除这

个大冻盖，就没法取出好土来修筑路基。
拿洋镐刨，只是刨出一个小白点，只能改
用钢钎和锤子先掏出一个大的圆孔，把圆
孔周围的土挖出来，深挖到一米五六后，
把炸药包塞进去，然后点燃导火索，引爆
炸药后，将冻盖炸飞，以便挖土施工。由
于天寒地冻，战士轮锤砸钢钎时，扶钢钎
战士的手本来已经皴裂，被震得鲜血从崩
开的血口子顺着手背往下流，战士们只好
拿胶布将伤口缠起来再干。

部队进行劳动大竞赛，指战员们疯了
似的挥动着铁镐铁锹、铁锤钢钎、撬棍钉
耙，向着冻土坚石发起进攻。扁担、土箕
子一齐上，挑的挑，扛的扛，看谁跑得最
快，看谁干得最多，大家争先恐后，各不相
让，战士们都把棉衣脱掉，热汗流得满面
都顾不上擦。同时领导还让每一个修路
人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提合理化建
议，充分发挥战士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李
殿仑就在这次劳动竞赛中成绩显著，被授
予嘉奖。正如志愿军铁五师十四团政治
处于1953年3月29日在《新建龟殷铁路干
部鉴定》中所叙述的那样：“自从施工以
来，殿仑自始至终积极起骨干作用。前次
揭冻盖时，土质硬，经常碰着石头，相当不
好挖，他卖力气，挖得时间长，不管填方还
是挖方，挖也好铲也好，以及担土动作，都
表现迅速。如担石碴儿中，他运送得相当
快。还能摸索劳动方法，在打石碴儿中，
他发现打一个捡一个效率比较慢，于是改
进为先集中力量打出一部分石头后，再用
铁叉子捞，提高了效率，当天他一个人就
打了一方三六，创造了小组内打石碴儿以
来的最高纪录。”李殿仑坚信，该拼命的时
候就得拼命，不拼命就不能干到前面去。
虽然当铁道兵相对安全一些，但去朝鲜时
就没有一个想着能活着回来，朝鲜战争非
常残酷，在这样的情况下，随时随地准备
着报效祖国。

经过铁道兵的艰苦奋战，1953年4月
5日，龟殷铁路提前建成通车，原定3个月，
结果只用了 2 个月，整整提前了 1 个月。
每提前一天就可以向前沿部队多输送3万
吨作战物资，可向前沿机动整整一个师的
部队。

1953年7月27日，美帝国主义被迫签
订了停战协定，朝鲜从此进入和平建设时
期。李殿仑这时改任志愿军铁道工程兵
五师十四团一营机枪连文化教员。为了
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李殿
仑和其所在部队住在平安南道的龙岗里，
又在朝鲜工作了近一年。开始从我们国
内拉砖瓦、石灰、水泥、木材，后来直接在
朝鲜当地建窑烧砖瓦、石灰等，帮助朝鲜
人民盖住房、建工厂；还从我们国内拉布
匹、棉花、粮食、蔬菜、油料、种子，帮助他
们吃饱穿暖，尽快恢复朝鲜的工农业生
产。 （下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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