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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敬的老兵

作者： 来源：北海日报

邹国南（右）在接受作者采访。 邓梦哲 摄

十多年前我便听说同一条街的邹国南老先生是个抗美援朝老兵，但很少和他

接触。去年他的女儿在我家隔壁做生意后，邹老先生便成为我的邻居，他每天都

在店铺前的骑楼看报纸。从那时起，我便有机会和他聊天，了解到他曾经历过的

枪林弹雨的故事。

踊跃参军

1950 年 11 月朝鲜战争爆发，我国发起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

动，动员热血青年参军。邹叔当时在广西平南县读初三，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报名

参军。经严格的政审、体检后，仅三天时间便入伍开赴哈尔滨集训，练跑步、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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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投掷手榴弹。一个月后便开赴鸭绿江边候命。邹叔说，他所在的部队是志愿

军第 38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

邹叔自入朝作战至 1951 年 2 月负伤的一年零三个月期间，一共参加过三次

战役。第一次战役很多时候是打夜战，这可以避免遭敌机轰炸。邹叔说，1950

年 11 月下旬，他所在的师奉命急行军赶到龙源里和三所里一带阻击强敌，对那

儿的美军、李承晚伪军和土耳其骑兵旅进行艰苦的阻击战。尽管敌人有飞机、大

炮及重武器掩护，向我方阵地发动了十多次进攻，但都被我军击退。邹叔所在的

113 师在 8天艰苦的阻击战期间,消灭一万多敌人，俘敌三千多人，击毁敌坦克一

百多辆，缴获各类火炮四百多门。彭德怀总司令员为此挥笔写下了“38军万岁”。

身为 38军的一名战士，邹叔感到非常自豪。

在第二战役中，由于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和武器的援助，志愿军逐渐从打夜战

转为白天对敌作战的态势。邹叔在一次作战中，被一颗子弹从他的右肩下的胸部

穿过，侥幸没伤到肺部，十余天康复后，连指导员问他：小邹，还能上前线吗？

“能！”邹叔由于轻伤不下火线且作战勇敢被任命为副班长。在第三次战役突破

“三八”线的一次战斗中，遭遇敌机在头顶上空疯狂扫射，邹叔迅速推倒身旁的

一个战友扑在其上面。敌机过后，战友安全了，但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脚小腿中穿

过，侥幸没有打中骨头，经十余天的医治，又继续上前线。这时连指导员拿一张

入党申请书给他签名，他说，我还不够条件。连指导员说，你很勇敢，完全够条

件入党。就这样，邹叔是在火线中入党的。

不幸的是在随后的一次战斗中，他左脚的 5 个脚趾被炮弹炸伤，被两个身材

高大的女救护员一前一后抬到防空洞。

负伤回国

邹叔负伤的左脚板因战斗激烈和严寒袭击，未能得到及时的救治，三天后才

被运送到哈尔滨临时陆军医院。此时五个脚趾已经坏死，为了保全左下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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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将五个脚趾截除，并对邹叔的伤残作鉴定：二等乙级残疾。从此，他再也不

能上前线了。

邹叔被送往江西省九江陆军医院治病和休养了半年后，又被转送到广西柳州

荣誉军人学校，边休养边学习。该校当时约有 800 多位残退军人。期间，学校组

织他们参观柳州沙塘农场、机械厂和鱼峰山等处，让他们拓展视野，为以后分配

工作做准备。

两年后，这些荣誉军人被安排到各地就业。开始时学校将邹叔安排在柳州，

与邹叔同在学校的一位合浦籍的阮姓战友，知道他被安排在柳州时，对他半开玩

笑说：“北海有鱼虾蟹海鲜任你食，到北海不好吗？”当时学校规定，在 3天内

可申请更改安排地点。于是，邹叔便向学校申请到北海。当时包括邹叔在内，申

请安排到北海工作的荣誉军人有十余人。从此以后，邹叔的后半生便扎根北海，

成了北海人。

服从分配

邹叔 1954 年复员到北海工作。在工作的头五年，先后任市木材公司人事科

长、市木站主任和高德砖瓦厂支部书记。他服从组织分配，是一个党叫干啥就干

啥的模范残退军人。可有一次他被市委书记马致福批评了，原因是通知他到市里

开工业工作会议他却迟到了。马书记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回答说脚曾受过伤，走

路不方便，尽管提前起床到市里开会，但还是迟到了。马书记了解原因后，便与

主管工业的李果刚市长商量，调邹叔到市区的桂南染织厂任厂长兼副书记。期间，

邹叔被抽调到市玻璃厂搞整顿，工作结束后，马书记想调邹叔任玻璃厂厂长，但

李市长不同意，理由是桂南染织厂有一千多女工，需要一个作风正派老实的领导。

他领导染织厂的二三十年间，该厂成为北海十大先进模范企业之一。邹叔一直在

桂南厂工作直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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