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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傅超威） 昨日，
记者获悉，为进一步丰富
干警职工的文体生活、提
高身体素质、展示精神风
貌、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
安溪县人民法院工会举办

趣味运动会，涵盖篮球、乒
乓球、羽毛球、拔河、气排
球等传统项目和“翻叶子”

“赶鸭子”“丢沙包”等趣味
项目。

据悉，此次运动会充
分展示了安溪法院干部职

工们勇于担当、锐意进取
的精神风貌以及拼搏协作
的团队意识，也让干部职
工们以更加积极、更加饱
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第四
季度攻坚决胜全年办案任
务中。

安溪法院工会举办趣味运动会

N海都记者 徐锡思 文/图

“真正的战场，惨烈
多 了 ！ 只 有 经 历 过 的
人，才会懂。”10 月 16 日
下午，看完3个多小时的
电影《长津湖》，泉州市
南安籍抗美援朝老兵谢
荣华沉默了很久，回到
金淘镇东溪村家中好几
天，才又回过神来，“总
体拍得不错，勾起了很
多回忆”。

谢荣华此前从未跟
人讲过，他也经历过长津
湖战役：作为中国人民志
愿军27军80师240团通
信兵，他 1950 年 11 月入
朝作战，一个多月后随部
队追击溃逃的敌军，“敌
人装备好、跑得太快，没
追上”，所以他很谦虚地
说自己只算是“路过”长
津湖。

战场的硝烟，给谢
荣 华 留 下 了 一 身 的 伤
疤：在上甘岭战役中，他
被敌机投弹炸烂背部，
到前苏联移植了兔子皮
才救回一条命；退伍返
乡后，兔子皮崩开烂可
见骨，几次重新植皮，危
难 时 就 想 起 牺 牲 的 战
友，靠着顽强的意志活
到现在，“那么多人牺牲
了，我幸运被抢救了回
来，没道理轻易放弃”。

退伍后的谢荣华很
少与外人提起自己受伤
的过往，更没有提起自己
立功的事，他将自己的立
功受奖证书及军功章一
直放在柜子里。“这些都
是过去的事情了。能够
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我
感到很自豪，这就够了。”
10 月 20 日，记者再次回
访这位 94 岁的老兵，他
说自己想给子孙留下的
信念，就是“不要奔着回
报，才去奉献”，珍惜生
活、努力奋斗才对得起那
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先
烈。

追击长津湖残敌 血洒上甘岭战役
94岁南安籍抗美援朝老兵谢荣华，曾在战场上被炸烂背部，移植兔子皮才救回

一命；他很少与人提起立功之事，也教育子孙“不要奔着回报才奉献”

□寻访抗美援朝老兵

谢荣华在村里碾米厂工作
了四五十年，生活清贫，却从不
叫苦抱怨，更不会主动向组织提
要求。谢荣华想得非常简单：

“能有一份够糊口的工作，我就
很满足了。”

随着年龄增大，这些年谢荣
华身上的小毛病也不时发作，背
部的伤口遇到天气变化就会疼
痛、被割皮移植的地方也会感觉
不舒服、胸腹疼痛偶有发生，一
般都是让儿子谢正思用摩托车

载着去看医生和拿药，大病住院
才会去报销。

“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拿
‘抗美援朝老英雄’去谋求一些
组织安排之外的待遇好处，按照
一般人的正常渠道去做就行。”
听完儿子谢正思的这句话，老人
连忙接过话头：“我年轻时去当
解放军，就是要为国家、为人民
当兵，没有预期什么回报，从没
后悔。当年我自己没有，现在你
们也不要有特殊想法。”

这些年来，国家对退役军人
的关心与日俱增，各项优抚政策
也逐渐提升并迅速落实到位。
谢荣华抗美援朝的事迹不胫而
走，来关心慰问的人也在增加，
但他从来不会刻意渲染自己的
功绩，也从不向有关单位提个人
要求：“有些事情是职责所在，做
了就是做了，是不是有功，要留
给众人去评议，大家都认为你有
功，就不会亏待你，该给你的都
会给你。”

“最早给我背部移植的是兔
子皮，还带着毛，后来坏掉了，才
从自己身上割皮去补。”谢荣华
情不自禁又伸手去摸受伤的后
背，他儿子谢正思赶紧跟他说兔
子皮和毛早没了，现在补到背部
的皮是从屁股上割下来的。

在背部移植了兔皮后，谢荣
华恢复得也挺快，回国休养。但
是受伤太重，1953年 9月他就因
伤病退伍，后经鉴定为六级伤
残。谁能料到，这位在战场上大
难不死的老兵，却因伤病开始经
历另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磨难。

退伍后的谢荣华很少与外
人提起自己受伤的过往，更没有
提起自己立功的事，他将自己的
立功受奖证书及军功章一直放
在柜子里。他在村里的碾米厂
工作，以挣取收入养家糊口，大

约是 1982 年的一天，在扛起一
大袋沉重的稻米时，后背突然就
裂开了，血流不止，后来又开始
溃烂，“整片皮肉烂掉，非常臭，
还可以看见里面的骨头”。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谢
荣华被送到乡镇医院，医生决定从
其他地方移植皮肤到背部。先割
了腹部的皮，补上去，好了一段时
间后，又溃烂了；再选择大腿的皮
去补，好了一段，还是发生溃烂；最
后选择屁股的皮，终于撑到现在。

“太痛苦了，每次都疼得死
去活来。但是我又想起战友，他
们都牺牲了，我还能被抢救回
来，再痛再难也要活下去！我能
活到现在，是他们用命换来的！”
一向坚毅的谢荣华，说起这些时
语气沉顿，又把手伸进衣服，摸
了摸身上各处的伤疤。

在枪林弹雨中，通信兵谢荣华迎来了
人生中永远无法忘记的上甘岭战役，“国
庆节我们还唱了国歌和志愿军战歌，战友
们互相鼓励，激励起必胜的信心！过了大
约半个月，上甘岭战役就爆发了”。

谢荣华还记得，上甘岭战役打了40多
天，他参与作战近 1个月，前后参加 8次战
斗。“下面的连队缺人，就把团部的派下
去。我本来是送信的，扛起枪战斗，杀敌
人！”他说，最后一次作战是看到连队的机
枪手牺牲，他义无反顾冲上去，架起机枪
继续作战。

“敌人的飞机，都是盯着重火力的机
枪位，从天上往下扔炸弹，每次就是三颗，
攻击的范围很大。我最后一眼看到的就
是敌机飞过，投下三颗炸弹，向我的位置
飞来。”谢荣华清晰地记得，指导员要他不
能挪动、要坚守机枪手的位置，一颗炮弹
在他身后爆炸，指导员当场牺牲，他也被
炸晕过去，醒来时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只感觉后背非常痛。

后来谢荣华才知道，自己的整个背部
被炸烂了，送到战地医院无法治愈，就随部
队其他伤员一起被送往前苏联救治。“用飞
机送我们过去的，因为路和桥都被炸毁了，
车没法开了。”他说，没想到自己人生第一
次坐飞机就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国，
内心真的充满了感激，“比起牺牲的战友，
我的命被救回来了，多么幸运！”

浴血奋战上甘岭，谢荣华荣立三等功
一次、四等功一次。

“上了战场就要杀敌，这是你死我活
的战斗，一刻都不能放松！”说起长津湖
战役，谢荣华语气十分坚定，对那些和敌
人正面交锋的战友肃然起敬，却很遗憾
自己没能杀到敌人，只能算是“路过”：

“敌人跑太快，我们又冷又饿，没追上。”
1948年2月，谢荣华加入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那也是一个寒冷的时节，身上
穿着棉衣，还觉得冷得要命”。他说，自
己万万没想到，1950年 11月到了朝鲜战
场后，才知道什么叫“天寒地冻”：缺吃少
穿，全身包起来还是感觉像没穿一样，不
敢用力跺脚或靠运动取暖，“地面太硬
了，用力跺脚疼得很，没东西吃也不敢运
动，怕会饿死掉”。

谢荣华还记得，入朝后很快接到上
级命令，部队开始往长津湖地区赶，他是
团部通信兵，经常要传递信件、秘密文件
到营甚至是连。“敌军装备好，飞机多，就
在天上飞，到处丢炸弹。”他说当时心里
最怕的，就是被炸死了，信却还没送到。

就这样一直到了 12 月底，有一天部
队停下来休整，他才知道敌军逃出了包
围圈，双方都伤亡很大，只不过志愿军物
资短缺，被冻死冻伤的更多。“上了战场
就不怕死，如果追上敌人，就算拼最后一
口气也要扑上去！”在 70多年后的今天，
已是耄耋老人的谢荣华说起敌人依旧是
咬牙切齿的痛恨和杀意。

追击长津湖残敌：
“到处是炸弹，就怕被

炸死了信还没送到”

浴血奋战上甘岭：
“顶替牺牲的机枪手

战斗，敌机投下三颗炸弹”

家风家训教子孙：
“奉献就专心奉献，不要预期回报”

危难时总想起战友：
“被伤痛折磨几十年，靠顽强的意志支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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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服役证明，见证
了谢荣华曾经的硝烟岁月

谢荣华的背部受伤后最初
移植了兔子皮，后又经历几次植
皮，现在还会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