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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于振海、梁晓飞、刘扬涛

“树痴”赵蛇则把辛苦一辈子栽种的千亩林地
无偿捐给了政府。这一消息近日在晋西北黄土高
原的保德县引起强烈反响。

爱树如命，昔日荒沟披绿装

保德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边缘、吕梁山北麓
黄河之滨，境内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相传康
熙西巡路过保德时，就有“山高露石头，十年九不
收”之说。为扭转生态失衡，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
保德县就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曾涌现出全国造
林英雄张侯拉等模范。

72 岁的赵蛇则家住保德县南河沟乡中赵家
墕村，从县城驱车一个多小时，一路上梁峁连绵不
断。从小生活在荒山、荒沟，赵蛇则对树有种特殊
的感情，“只要看到树苗，就想栽到荒坡上”。

1979 年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中赵家
墕，赵蛇则在广播里听到，国家鼓励农村包产到
户、零星植树。当年 4 月，他就育了一亩槐树苗。
1983 年，县里推行户包小流域治理，他承包了两
条荒沟，总计 730 亩，再加上零星治理的 300 亩荒
地，逐渐形成千亩林地规模。

随着包产到户深入开展，村民开荒种田的积
极性高了起来，种树和种地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因
为种树，赵蛇则和村民红过脸、吵过架，甚至有人
把他刚刚种上的树苗拔了，种庄稼。父母劝他不要
种树了，妻子也和他生气，亲戚朋友都劝他，“好好
种地，供养孩子吧”。

赵蛇则没听任何人的话，他去找乡党委书
记评理。书记问他有没有信心治理好小流域，赵
蛇则拍着胸脯承诺：“这辈子一定把这件事做
好。”乡党委书记支持他：“既然认准目标，就甩
开膀子干。”

放开手脚的赵蛇则，一门心思扑在种树上。
从春到秋，他几乎天天泡在沟里，育苗、挖坑、浇
水，修剪、补种、喷药，一袋干粮、一张铁锹，一走
就是一整天，简直成了“树痴”。村里人说，就算
是他随手丢下的树枝，都能长成参天大树。

40 年过去了，两条荒沟多出 8 万株林木，树

径 15 厘米以上的 1 . 5 万株，最粗的一人抱不过
来，杨、柳、槐，桃、杏、梨，郁郁葱葱，有效地控制了
水土流失。

脱贫攻坚，贫困山村换新颜

荒沟变绿后，常有人来询价，固执的赵蛇则连
一株树苗也舍不得卖。

早在 20世纪 90年代，赵蛇则就投资近万元买
树苗、雇人种树。因为种树，家里负债累累。别人说
他是“守着金山要饭”，赵蛇则不为所动，只栽不卖。

保德之所以穷困，就是因为水土流失、山大沟
深，贫苦县的帽子一戴就是 30 多年。中赵家墕临
近黄河，但祖祖辈辈吃水难，从外面拉一方水要上
百元。由于交通不便，外面的庄稼每斤卖 1 元，翻
山越岭而来的商贩只开出每斤 6 毛钱的价格。

2017 年起，保德县加大脱贫攻坚力度，县
里派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到中赵家墕村驻村帮
扶，赵蛇则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两年来，山村发生巨变。一股清泉经过 9
级水泵提升 285 米后，灌入蓄水池，再流入家
家户户的水井里。一条 3 . 2 公里的硬化路通
了，村里办起了合作社，建起了光伏扶贫电站，
老百姓房前屋后，种瓜点豆，养山羊、种柴胡，
盖起了加工坊。扶贫工作队的同志帮老人砍柴
打水，给年轻人介绍工作，组织技术培训……
这一切，赵蛇则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2018 年春夏之间，赵蛇则患肺气肿、脑梗
两次住进医院。等到出院时，按照山西省健康扶
贫政策，原本 7000 多元的医疗费，他只花了
500 多元。他又默默算了一笔账，除去自己种
地、养羊所得，他一年享受的退耕还林等各类奖

补资金就有 1 . 8 万元。

知恩图报，无偿捐献为信任

住院时，赵蛇则就放心不下林子，想到自己
年纪越来越大，孩子们又都在县里生活，那片林
子该交给谁照看？

村支书赵付全是赵蛇则的三弟，也爱种
树。赵付全给他出主意，不如把林地交给政府。
乍一听，赵蛇则有些不舍，但回想起驻村帮扶
以来的一桩桩一件件事，“党和国家为脱贫攻
坚下了多大的决心，做了多少工作，自己不过
是贴进去些辛苦罢了。”

赵蛇则说服家人，把千亩林地全都捐了出
来。县林业局测算后表示，按每立方米木材 80
元计算，林子预估价格 40 余万元，这还不算生

态效益。还有人说，林下有煤，一旦采煤就能得到
更多补偿。

赵蛇则的举动，在当地引发热议。有人质疑
他的动机，说他是为了出名；熟悉他的人说，他就
是个土生土长、知恩图报的农民；基层干部说，赵
蛇则辛苦一辈子，就为了绿化荒山，他捐出的不
仅仅是一片林地，也是一份信任，这份信任极大
地激励了干部群众脱贫摘帽的决心。

不久前，保德县政府授予赵蛇则“造林英
雄”的称号，县林业局聘请他为终身护林员，派
专人对这一流域严格管护，防火、防盗伐、防病
虫害、防毁坏，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接受记者采访时，赵蛇则说，林子捐出后，心
里更踏实了，自己身体还硬朗，要把树一直种下
去，为家乡的青山绿水站好最后一班岗。

新华社太原电

“树痴”赵蛇则：一辈子植树千亩，一朝无偿捐出

▲在山西省保德县南河沟乡中赵家墕村，“树痴”赵蛇则遥望染绿的山沟（2018 年 9 月 7 日摄）。 ▲在山西省保德县南河沟乡中赵家墕村，“树痴”赵蛇则到林地查看(1 月 8 日摄)。 新华社发

别了，“活着的烈士”！英雄，永励后人！
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战

后被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并授

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尽管战

功赫赫，但他的事迹却鲜为人知，

一度成为“活着的烈士”。

在抗美援朝一次作战中，柴

云振作为班长带领全班仅剩的 3

名战士直插敌群，夺占 3 个阵地。

肉搏中，他右手食指被敌人咬断，

全身 24 处受伤。

战后，与部队失联且右手扣

不了扳机的柴云振，不愿成为部

队的负担，便隐功埋名回到家乡。

30 多年间，他从未提起自己的事

迹，连儿女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

竟然是一位战斗英雄。

部队和柴云振失去联系后，

多次寻找没有结果，只好认定他

为烈士。1984 年，部队再度寻找

英雄 ，柴云振的事迹才浮出水

面……

本报记者谢佼

2018 年 12 月 28 日，云幕低垂，北风刺骨。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殡仪馆内，花圈簇拥着灵

堂，悼念的人群排起长龙。一列列身着戎装的军人，躬
身送别一位老人，齐刷刷敬上军礼，格外引人注目。

人们送别的是一位“活着的烈士”。
他是抗美援朝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重伤

救治转院，他与部队失联后，脱下戎装隐姓埋名回
到家乡，低调简朴。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上，残留着
24 处伤痕；谁也不知道他曾出生入死、为共和国
立下赫赫战功。

部队和柴云振失去联系后，经过多次寻找没
有结果，只好认定他为烈士。1984 年，部队终于找
到了他，给英雄应得的荣誉。但 30 多年来，他从不
说自己是英雄，总是说“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
的战友”。

他就是柴云振。2018 年 12 月 26 日安详离世，
享年 93 岁。虽然离去，但他的壮怀激烈，他的不慕
荣利，永远激励人们弘扬英雄精神，赤心报国。

钢铁战士
他率三名战士毙敌两百余人，立下盖

世功勋。他 24 处负伤，右手食指被敌人活

活咬掉……

送别人群中，走在最前面，噙着热泪、平端

军帽致悼词的，是柴云振生前所在部队、空降
兵某旅政委姚恒文。突闻老英雄离世噩耗，这
支英雄部队特别委托政委代表全旅将士，前来
送别。

这是一支缀满英名的部队！抗美援朝作战，这
支部队涌现了黄继光、邱少云等不朽英雄。柴云振
是他们的战友。抗美援朝，这支英雄部队经历了一
场又一场恶战，用铁血和牺牲夺取了一场接一场
的胜利。

志愿军入朝后的朴达峰阻击战，就是一场经
典战斗。

朴达峰在金化西南 60 多里，山势陡峭，林木
茂密，是敌人冒险进犯金化必经之地。一旦防线
被攻破，北移的志愿军司令部、东线主力兵团、后
勤部总兵站及后方医院将受到威胁，情势非常危
急。

1951 年 5 月 30 日拂晓，美军在猛烈的炮火
和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朴达峰进攻。迎接他们
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阻击。这一天志愿军
歼敌 150 多人，而志愿军只有一人牺牲，两人负轻
伤。31 日敌人又组织了八次攻击，毫无效果。

阻击战的第三天，敌人从凌晨三时起，在飞机
配合下连续进行九小时袭击。志愿军战士英勇不
屈，坚守阵地，在硝烟烈火中打退了敌人多次冲
锋。当敌人分成三路又猛攻上来的时候，七连连
长、共产党员郭新年，下颚被炸掉了一半，昏迷了
多次，还钢铁般坚持指挥战斗，对迫近的敌人投掷

了 30 多颗手榴弹，他的右手手指上缠满了手榴弹
的拉火弦。19 岁的苗族战士和机枪手赵金平配
合，一个机枪扫射，一个扔手榴弹，从中午一直坚
持到天黑，打退了敌人 11 次冲锋。

第五天和第六天，敌人指挥官变得更疯狂了。
他们赶着士兵向没有路的山梁进攻，阵地上七连、
九连全部牺牲。

危急时刻，柴云振接到了战斗命令。
在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埋名

英雄柴云振》一书中，秦基伟将军亲笔作序，记下
柴云振的赫赫战功：

“那是 1951 年 5 月底，我五次战役胜利转移
时，敌乘机集中兵力向北进犯，我军奉命在芝浦
里地区阻击敌人。当阻击战进行到第六天时，敌
人付出上千兵的代价，占去我两个山头，并逼近
我某营指挥所。在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营长立
即组织八连进行反击。八连七班长柴云振在营、
连首长的统一指挥下，将全班四人分成两组，从
两侧扑上第一个山头，打得敌人狼狈回逃。柴云
振乘势直追，出敌不意，又夺回第二个山头，歼敌
一个班。”

“此时他发现敌人盘踞的另一个山头地势高，
对我阵地威胁大，未等上级命令，就不失时机地率
领全班向这个山头冲去，直插敌营指挥所，击毙敌
指挥官，使得敌人一片混乱，惊慌逃窜。就在山头
守敌溃逃至半坡时，从敌人后方又上来三百多个
援兵，拥挤在山坡的凹部。柴云振又抓住机会，一

举成功抢占制高点，狠狠地打击敌人。他发现某
一凹地躲藏着四个敌人，一枪一个，连毙三敌，
当举枪对准第四个敌人时，已无子弹。他挥枪砸
去，被敌人伸手抓住。他急中生智，顺势扑去，将
敌人按倒在地，与其肉搏起来……柴云振二十
四处负伤，血肉模糊，昏倒在地，但他为后续部
队争得了时间，对巩固全营阵地起了关键作
用。”

该英雄部队的军史馆向我们提供了更多柴
云振的战史。一个挺立在枪林弹雨、硝烟深处的
英雄身影，逐渐清晰———

他接收到的命令，是以一个班的兵力，夺下
一个山头！

一个班其实早打得快没人了，连他自己在
内，一共 4 个人！敌人有多少？漫山遍野。

他没有拒绝，转身就上了战场。其战果是：
他们共夺下了 3 个山头！连续激战之后，全班除
他以外伤亡殆尽。而此时，他突然发现美军一个
营部近在咫尺。

打？还是撤？
柴云振没有犹豫，孤身一人继续突击。
勇敢无畏的柴云振将单兵战术发挥到了极

致！先狙杀了敌军哨兵和指挥官，借着混乱，又
把手榴弹丢进了敌坑道和指挥所，然后追着一
大群美军溃兵射击……

此战，击毁敌营指挥部一个，歼敌 200 余
人，仅柴云振自己便歼敌上百人！全身 24 处负

伤。据柴云振自己回忆，他的手指扣动扳机太
多，已完全麻木不能伸直，右手食指被敌人活活
咬掉！一直咬牙坚持战斗到援军到来，他才眼前
一黑晕倒在战场上，被战友背下战场……

这场阻击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15 军入朝
后打的第一个硬仗，阻击 10 天，歼敌 5700 余
人。

为了表彰柴云振同志的功勋，志愿军政治
部给他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
柴云振的突出事迹，又感染着后来的志愿军战
士，这支部队，涌现出了黄继光、邱少云……

战后，柴云振却消失了，怎么也找不到他。
志愿军总部发给柴云振的英雄勋章无人领取，
他的名字进了“烈士”名单，他的画像，被当作遗
像，进入朝鲜军事博物馆供人们怀念……

隐功埋名

与部队失去联系，柴云振也不愿部

队给他养老，默默回到四川老家

柴云振并没有死。
他负伤过重，被背下了战场，紧急送到后方

抢救，却上错了火车，送错了医院。战事倥偬，部
队在转移，他也在不同的医院里转院，就这样他
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下转 6 版)

柴云振（右）生前与大儿子柴兵荣的
合照。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
斗英雄柴云振生前照片。

▲ 1984 年 9 月 12 日四川日报刊登的
“寻战斗英雄柴云振”寻人启事，媒体后来
对此进行了报道和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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