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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唐爱华 孙庆英
本报记者 陈巨慧

苦难的童年和侵略者的残暴，给了她顽强
不屈的性格，轰轰烈烈的土改和支前运动，让
她迅速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面对突如其来的
险情，她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献出了年仅
18岁的生命。

她就是甘云卿，一个刘胡兰式的优秀战
士。

苦难的家史 顽强的童年
甘云卿原籍桓台县，早年家乡闹灾荒，爷爷

为了逃生，带领全家辗转来到淄博黑铁山脚下的
于家村，租种了地主王二拐两亩山地维持生活。
1929年6月12日，甘云卿就出生在这户雇农家里。

当时，连年的灾难笼罩齐鲁大地。1928年
春夏大旱，禾苗多半枯死。1929年，全省有100
个州县受灾；1931年秋天，黑铁山一带发生水
灾，灾后瘟疫流行，甘云卿的祖父母相继染
病，无钱医治，一家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两位
老人被病魔吞噬了生命。

天灾未远，日寇又来。1937年七七事变以
后，日军大举入侵山东，共产党人廖容标等发
起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不到两个月后，由
于汉奸出卖，日军突然包围了黑铁山附近的铁
冶、中埠和于家三个村庄，制造了惨绝人寰的
“黑铁山惨案”，两小时内疯狂屠杀无辜群众
254人。幸亏甘云卿的父亲比较机警，一听到枪
响就带领家人躲到了储藏地瓜的地窖里，才侥
幸躲过了一场劫难。当晚，他们就逃到了田旺
村（今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成了地主家的
佃户。然而，拼死拼活一年下来，连家里的温
饱都无法保障。后来，甘云卿的两个妹妹被饿
死，母亲也含恨离开了人间。

旧社会的阶级压迫与剥削，日本侵略者的
血腥残暴，让甘云卿从小饱受凌辱与煎熬，仇
恨的怒火深深埋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造就了
她顽强不屈、坚强勇敢的性格。

1943年春，田旺村发生灾荒，甘云卿一家
被迫到处乞讨，讨不到吃的，就只能剥树皮，
吃树叶和野菜充饥。

这年清明节的早晨，骨瘦如柴的甘云卿饿
得实在走不动了，缓步来到地主姜桂亭的后院
附近。看了一圈，发现院外实在没有什么吃
的，只有地主后院西南墙角的一棵老榆树长满
簇簇榆钱，馋人地探出墙外，迎风摇曳。饥饿
难耐的甘云卿立刻拿来镰刀，悄悄爬到树上，
砍落几枝榆钱，不料被地主婆发现了。她急忙
滑下树来，脚刚刚落地，地主婆便冲上前拧住
她的胳膊骂道：“找死的贼妮子，大白天来偷
俺家的钱！”甘云卿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连
声反问：“我什么时候偷你家的钱啦？”地主
婆举手打了甘云卿两个耳光，指着地上的榆钱
说：“俺这是摇钱树，今天你破了俺姜家的福
气！”说着，趁甘云卿不备，猛地从她手里夺
过镰刀朝她抡去，锋利的镰刀一下把甘云卿的
左腿肚子划出长长的一道血口子。甘云卿又气
又恨又疼，一怒之下，紧握双拳，飞起右脚，
狠狠地向地主婆的屁股踢了一脚。接着，又捡
起地上砍落的榆树枝，朝地主婆抽打，直打得
地主婆鬼哭狼嚎。

闻声赶来围观的乡亲们看到甘云卿小小年
纪，却对泼辣的地主婆毫无畏惧，无不暗竖大
拇指。

斗争的闯将 支前的模范
1945年9月初，日军投降，16岁的甘云卿也

成了一名年轻的革命工作者，她积极组织村里
的青年妇女成立了田旺姊妹团，并被组织认命
为团长。不久，上级派来工作队，要在发动群

众进行反奸诉苦、实行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开
展土地改革运动。甘云卿热烈响应号召，怀着
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带领姊妹团积极投入到土
改运动中。

当时的土改斗争非常激烈，国民党反动派地
方武装还乡团驻扎在金岭镇，经常派特务暗杀土
改干部和积极分子，制造白色恐怖破坏土改。甘
云卿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在工作中表现突出，被
上级党组织任命为临淄土改工作组第二组组长，
派她同路山联防大队一起开展工作。她带领工作
组走村串巷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分物。每到一
村，甘云卿都挨家挨户地宣传教育群众，点燃他
们斗争的怒火。斗争大会上，她登台讲演，阐明土
改的意义，揭露地主的罪恶，引导大家拧成一股
绳，将土改进行到底。

1946年6月29日，甘云卿所在的田旺村要召
开群众大会，批斗恶霸地主姜桂亭，彻底清算
他的罪行，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改。老奸巨猾
的姜桂亭知道将要被群众批斗和清算，带着老
婆孩子和财产连夜逃出村。甘云卿听到恶霸逃
跑的消息，心如火燎，她立刻找到姜桂亭的佣
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服他说出姜桂亭
的去向。得知了姜桂亭的下落，她立即向上级
汇报，并带领4名联防队员，沿着姜桂亭逃跑的
方向，徒步跋涉几十里，终于在桓台抓住姜桂
亭，把他押了回来。

要开好群众斗争大会，关键是要在会前做
好工作，充分发动群众。为此，甘云卿挨家挨
户走访，耐心细致地发动群众，一连几天几夜
不睡觉。

村民姜解和恶霸地主姜桂亭同宗同族，他
有5亩靠村的好地紧挨着姜桂亭家的地。姜桂亭
为了达到霸占的目的，夜里偷偷往姜解的地里
压界石进行“蚕食”，被姜解发现后，姜桂亭
倒打一耙，诬陷姜解“蚕食”他的土地，凶狠
地把姜解打伤。姜解为出这口冤气，便到当时
的伪县政府告发姜桂亭。姜桂亭和伪县政府勾
结一气，姜解不仅没有打赢官司，反而招来杀
身之祸。深夜，他们把姜解绑到乌河边上，用
匕首活活刺死。从此，姜解的地划到了姜桂亭
的名下，姜解的妻子怕再遭暗害，逃往他乡嫁
了人，家里只剩下一个可怜的老娘。

起初，甘云卿动员姜大娘到大会上控诉姜
桂亭的罪行，老人被欺压怕了，思想有顾虑，
怕以后遭到报复，再加上是同宗同族，抹不开
情面，说啥也不出头露面。为此，甘云卿便白
天黑夜待在姜大娘家里，一面帮她干零活，贴
心地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一面诉说自己的苦难
家史，用以苦引苦的办法启发老人，终于使她
认清了地主的真实面目，恨如泉涌，积极报
名，要求大会发言。

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斗争大会如期召
开。甘云卿搀扶着姜大娘走上主席台，姜大娘一
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了恶霸地主姜桂亭霸占她
家土地，残害她儿子，害得她家破人亡的罪行。台
下的老百姓听得群情激愤，纷纷登台发言，控诉
地主恶霸的罪行，取得了很好的斗争效果。

在土改运动中，甘云卿总是先人后己，大
公无私。改出的近处的好些的地，她都主张分
给别人，自己分到的是离村远的山河地；好的
房屋、家具、衣服等，她都优先照顾烈士亲
属、军属和其他贫雇农。土改中她经手的财
物，项项做到帐目清楚，分配合理，自己从不
多占用一分一厘。有一次分浮财，一个同志见
她忙得汗流浃背，随手拿了一条绣花手帕递给
她擦脸。她看了看大家，既严肃又风趣地说：
“地主家的东西是挤的穷人的血汗，清出来还
给穷人是在理的。我们替大伙办事的人，可不
兴多占用一点。要不，我们也变成地主了！”
一番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1946年6月，国民党调派重兵向解放区发动
进攻。甘云卿又积极投入到动员参军、支援前
线的工作。她带领姊妹团一边赶排《送郎参
军》等戏，广泛宣传参军参战的重要意义；一
边针对青年的不同情况，深入到户帮助解决问
题和困难，消除他们参军参战的后顾之忧。她
还应邀带领姊妹团到处宣传演出，动员外村青
年参军参战，使路山地区很快出现了父母送
儿、妻子送夫，争先恐后参军参战的动人局
面。

在支前工作中，甘云卿带领姊妹团干得如
火如荼。每逢部队路过田旺村，甘云卿便带领
姊妹团烧好开水为战士们解渴，把平时舍不得
吃的鸡蛋煮熟送给战士们充饥，把亲手做的鞋
子送给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对从前线下来的伤
病员，她们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

当时由于条件艰苦，部队没有被服厂，给
部队缝制军衣成了姊妹团的任务。任务来了，
甘云卿总是一面跑前跑后，精心组织，合理安
排；一面以身作则，起早贪黑，亲手缝制。当
时规定每人每次做军衣两件，她都要做三到五
件，并且做得针线密实均匀，合体耐穿。她还
将宣传口号写在纸上，夹在军衣中，鼓舞战士
们的斗志。在甘云卿的带动下，姊妹团做军衣
每次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为此上级表彰她们
是“支前模范姊妹团”，甘云卿也被誉为“斗
争的闯将，支前的模范”。

只身擒逃敌 威震土顽胆
1946年夏天，上级指示抽调一部分骨干力

量，充实加强武装工作队，进一步推动土改、

参军和支前工作，甘云卿参加了集训。集训结
束后，她被分配到七区工作分队任二组组长，
工作地点是王家庄。

甘云卿到王家庄不久，就发动群众建立了
村政权，成立了农救会、自卫队、姊妹团、儿
童团等群众组织。这年秋天，工作队发动群众
斗争恶霸地主“刘天爷爷”和兵痞王英才。
“刘天爷爷”是王家庄一霸，曾勾结日寇伙同
伪军头目王砚田残杀抗日战士，横行乡里，作
恶多端。王英才是甘云卿的姨夫，自幼不务正
业，曾在汉奸王砚田部队当过兵，为非作歹，
民愤很大。

斗争会前，王英才以为外甥女是工作队的
组长，满不在乎地叫他老婆去找甘云卿说情，
可甘云卿坚持公事公办，不徇私情。说情遭到
拒绝，王英才慌了手脚，连夜外逃。甘云卿早
有防备，王英才还没能逃出村，就被放暗哨的
甘云卿逮了回来，押到斗争会场。

斗争会结束以后，甘云卿到行署工作总队
开会，散会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她为了把上级
指示及时传达贯彻下去，决定连夜赶回驻地。
这天傍晚下了一阵小雨，夜黑路滑很难走，甘
云卿抄近路顺乌河东岸向南急行。当走近东申
村时，忽然听到前面有人摔倒的声音，她机警
地趴在河堤上观察动静。等对方走近，发现竟
是恶霸地主“刘天爷爷”。原来斗争会后，
“刘天爷爷”被关押在区公所，等待上级处
理，他借晚上去厕所的机会，爬墙逃了出来，
刚甩掉追兵，没想到又迎头碰上了甘云卿。

甘云卿立即拔枪冲他脑门一指，大喊一
声：“别动！”这一声吓得“刘天爷爷”三魂
去了两魂半，“扑通”趴在地上，抖成一团。
诡计多端的他看清只有甘云卿一人时，脸上掠
过一丝冷笑，突然一个鲤鱼打挺站起，凶神恶
煞般地朝甘云卿扑来。甘云卿早有防备，急忙
向旁边一跳，趁势后退一步，用枪指住他：
“再动我就毙了你！”“刘天爷爷”像泄了气
的皮球，瘫在地上，连喊饶命。接着又哀求甘
云卿，只要放他走，事后给她5根金条作报酬。
甘云卿对他的金钱诱惑不屑一顾，押着他回了
王家庄。

对工作队的活动，敌顽恨之入骨，也怕得
要命。1946年12月29日晚上，一伙被打散潜伏下
来的顽匪，突然包围袭击工作队。当放哨队员
发现情况时，三个顽匪已经爬上西屋房顶占领
了制高点，用火力封锁了工作队住的北屋门。
随后六七个顽匪砸开院门，冲进院里，并连声
嚎叫：“甘云卿，快投降吧！”情况万分紧
急，甘云卿凑近窗口，举枪对准冲进院里的敌
人，“乒”的一声，前面一个敌人应声倒地，
后面的敌人见事不妙，急忙掉头窜了出去。甘
云卿果断地命令两个队员各堵一个窗口，迎击
往院里冲的敌人。她和另外两个队员砸开东山
墙上的窗子，叫一个队员先跳下去，守住屋东
北角，以对付随时可能从后墙爬进来的敌人，
她则和另一个队员爬上靠墙的一棵槐树，翻上
屋顶，借屋脊掩护，冲西屋顶上的三个敌人射
击。一个匪徒中弹身亡，另两个匪徒连滚带爬
摔落在地。这时区工作队指导员董信然闻讯率
队赶来，里应外合，消灭了敌人。

乔装入虎穴 临危保战友
1947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上级指

示工作队员一部分随部队转移，一部分化整为零
转入地下斗争。甘云卿主动要求留下搞情报工
作，得到批准。也就在这个时候，她怀着对党的无
限忠诚，向党组织庄严地提出入党申请。

当时社会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地下工作者
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甘云
卿为了摸清国民党军队情况，把个人安危置之度
外，经常活动在临淄的淮阳、路山、孙娄、王家庄
一带。她不仅冒险打探敌人的情报，还时常配合

武工队员打入敌军驻地散发传单，向敌顽头子
送警告信，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7月中旬，她在六七天的时间内，就先后秘
密潜入国民党四区、五区区公所，给区长、大
队长、中队长一干人等送了警告信。闹得他们
心惊肉跳，坐卧不宁，急急忙忙增设哨岗。

这年10月，甘云卿接到上级指示，要她在
21日王家庄大集上与以小商贩身份为掩护的王
德荣接头，想办法尽快摸清敌保安六旅十团在
王家庄、辛店一带的火力配备情况。

甘云卿接受任务后，心情十分激动。这天
一大早，她梳了个发髻，头罩毛巾，臂挎印花
包袱，一身年轻媳妇打扮，只身来到了王家
庄。这时的王家庄，战壕交叉，铁丝网密布，
匪兵在路口吆喝着盘查行人。甘云卿随着人群
来到集市，停在一家杂货铺前，观察了一下周
围的动静，发现巡逻兵来往不断，便衣特务晃
来晃去，气氛异常紧张。甘云卿若无其事地慢
慢向集市东头走去。突然，三个当地的匪兵从
一条胡同里闯出来，贼眉鼠眼地观察集市上的
行人。甘云卿怕被敌人认出，转身走到一个卖
花线的老太太面前，低身仔细地挑选起花线
来。可是，当甘云卿继续向前走时，被王家庄
的地主王其书等发现了，偷偷地报告了正在带
队巡逻的一中队长于龙光。于龙光一听到甘云
卿的名字，急忙吩咐身旁的两个便衣特务盯上
甘云卿，并阴险地吩咐：“先别惊动她，看她
和谁联系，一起逮起来。”接着，于龙光又命
令封锁了路口，随后带人朝甘云卿包围过来。

富有斗争经验的甘云卿，已察觉自己处在
危险之中。但是，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
危，而是战友王德荣的处境。她来到集市尽
头，快到接头地点时她停下来，想到王德荣如
果看不出情况有变化，走过来接头，就会立即
遭到敌人逮捕。于是，她果断地决定，宁肯自
己遭难，也要保全同志！她把心一横，站在原
地不动了。这时，便衣特务也跟上来了。王德
荣看到她，高兴地走过来。甘云卿把眉头一
拧，急转身狠狠地打了她身后的便衣特务两巴
掌，并高声骂道：“狗东西，跟着我干啥！”
王德荣一看，立即止住了脚步，焦急地看着临
危不惧的战友，僵立着不愿离去。甘云卿又朝
他使了一个眼色，督促他赶快离开，王德荣不
得已只好转身安全撤离。

在甘云卿被捕后，当天下午就被押解到孙
娄区公所。经受了坐老虎凳、往鼻子里灌辣椒
水、长时间吊打等酷刑折磨。但面对威逼利
诱、严刑拷打，甘云卿始终坚贞不屈，令穷凶
极恶的匪徒一无所获。

1947年10月22日凌晨，天空阴霾。一群匪兵
荷枪实弹，押着甘云卿来到辛店西北角刑场。
面对死亡，甘云卿巍然挺立，面不变色。她向
前走了几步，转身怒视敌人，高喊：“打倒国
民党反动派！”枪声响了，她踉跄了一下，并
没有倒下，接着又用尽全力高呼：“中国共产
党万岁！”喊声吓得敌人魂飞魄散。一个国民
党匪徒瞪着血红的眼睛，持刀向前，恶狠狠地
朝她的左臂猛砍下去，甘云卿倒下了。片刻，
只见甘云卿拖着断臂，顽强地站起来，两眼喷
着怒火，向敌人冲去！这时，匪徒一声呼哨，
四只狼狗狂吠着扑到甘云卿身上……

年仅18岁的甘云卿壮烈牺牲了。家乡人民
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悲痛地埋葬了她，那是
她仅存的8根忠骨。

■ 红色记忆

面对死亡，年仅18岁的她巍然挺立，面不变色。枪声响了，她踉跄了一下，并没有倒下，接着用尽全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个国民党匪徒持刀恶狠狠地朝她的左臂猛砍下去，她倒下了。片刻，只见她拖着断臂，顽强地站起来，两眼喷着怒火火，向敌人冲去……

甘云卿：刘胡兰式的女英雄

□ 郑闽江 孙庆英 陈巨慧

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有个锡腊营村，相传
村民的祖先是古代为皇家腊月祭祀烧制锡器的
匠人，村子由此得名，村里也有不少手艺人。
1919年，村里木匠于秀玉膝下添了个儿子，取
名于传习。

于传习自幼就表现出了对读书认字的兴
趣，尽管家道贫寒，于家还是节衣缩食把他送
到了远近闻名的临淄西关小学读书。西关小学
校长李人凤早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在教书
过程中不断向学生们灌输爱国教育和新潮进步
理念，在他的影响下，于传习从小就立下了报
效国家的大志向。

成年后的于传习早早地娶了郑海凤为妻。
新媳妇种地喂猪，料理家务，把家打理得井井
有条；于传习专心读书，积极参加学校各种活
动，每到农忙时节和假期就回来帮忙，还给媳
妇讲学堂里的新鲜事，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这种平静的生活没能维持多久。先是传说
东北进来了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后来日本鬼子
侵入山东，村里人感到了恐慌：这里是平原，
有贯穿东西南北的胶济铁路，说不定哪天，如
狼似虎的鬼子就会杀进村子。

1938年刚进入7月的一天，于传习匆匆回

家，顾不得擦满头的汗，就告诉媳妇要去当八
路。郑海凤没吃惊，丈夫每次从学校回来都会
给她讲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还积极参加了学
校组织的抗日救亡宣讲活动。临淄城里，李人
凤已经组织成立了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
团，开始武装抵抗日本侵略，郑海凤的弟弟郑
海亭也是其中一员。

由于家里需要于传习这个精壮劳力，他没
能第一时间参加到打鬼子的队伍中。一心想当
八路的他，秘密串联了于传禄、邵永庆等几个
年轻人，到处打听部队的消息。后来，同村已
经参加清河区武工队的高洪德，指引他们去长
山投奔八路军。

当时，发动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的山东人
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已经改编成八路军山东
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杨国夫任司令员。当
于传习他们走到卫固镇时，发现空地上集合着
一列列穿灰色军装的整齐队伍，一个有外地口
音的首长正在讲长征、延安、红军等内容。那
个首长的话刚说完，于传习就跑过去，指着面
前的队伍说：“我要参加这个队伍。”讲话的
首长正是老乡口中的“八路头儿”杨国夫，听
说于传习上过西关小学，很是喜欢，便把他留
在了自己兼任营长的特务营。从此，于传习改
名于俊杰。

当时，杨国夫正准备去临淄改编李人凤的
部队，还没出发就接到报告，从淄博张店来了
100多个鬼子和汉奸。杨国夫当即决定打个胜
仗以振军威。战斗一打响，杨国夫拎着手枪冲
在最前面，有了老红军做榜样，刚入伍两天的
于俊杰也变得勇敢起来，举着大刀冲上去砍伤
了一个敌人。

李人凤的学生军训团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
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第十团，十团改编之后的
第一场战斗就是攻打临淄城。战斗由杨国夫指
挥，战斗一打响，于俊杰就随着突击队悄悄从临
淄西门北面的隧道入城攻占了西门。战斗中，于
俊杰身上背着一支枪，手上拿着一支枪，一边冲
一边射击，俨然是训练有素的老兵了。

随后的日子里，于俊杰虚心学习，勤学苦
练，在破袭胶济铁路、济南外围袭击战等一系
列战斗中，很快领会了平原游击战术，成长为
一名优秀的战士。参军不到一年，于俊杰就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八路军综合了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等
多方面的任务，这就要求来自工农的兵员边打
仗边提高文化水平，受过高小教育的于俊杰自
然而然成了连里的文化教员。每次战斗，这个
文质彬彬的教员总是冲在前面，让战友们很受
鼓舞，就连杨国夫司令员也特意表扬过他的勇

敢。
1939年11月，我军在寿光北侧的清水泊成

立了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当地土顽张景月等部
经常袭扰根据地。为了教训这些土顽，八路军
出兵东征，把敌人引进了设在郎家营的埋伏
圈，担任连指导员的于俊杰率部冲锋，面对面
和敌人拼刺刀，全歼了敌人。随后，于俊杰和
战友们一直打到弥河两岸，吓得敌人再也不敢
轻易出动了。

1943年6月，敌人妄图“蚕食”我根据
地，在清河区先后修碉堡、岗楼达1200多座，
据点300多个，就连我军区司令部常驻的北隋、
牛家庄也安了据点，根据地仅剩黄河入海口附
近不大的一块地方，八路军主力只能分散转战
于碉堡岗楼之间，行动非常困难。于是，山东
军区下达了反“蚕食”命令，清河军区大规模
反击敌人的战斗打响了。于俊杰所在的军区直
属团三营及兄弟部队，运用爆破 、夜战 、急
袭、坑道作业这些有效的战术手段，连续摧毁
敌人的各个据点、碉堡和岗楼，一时间敌占区
各个据点爆炸声此起彼伏，捷报频传。

北隋据点是此次反扫荡的主要目标之一。
据点、碉堡、岗楼十分坚固，有两个营敌人看
守，易守难攻，担任外线作战的县大队区小队
攻击过几次都没有打下来。1943年6月24日

夜，直属团三营和特务营包围了据点，战前刚
担任营教导员的于俊杰建议把炸药包的份量加
大，这样爆炸威力大一些，并亲自跟随爆破队
一起战斗。

连接炸毁几个岗楼后，部队被主碉堡的重
机枪压住了，同时，敌人的增援部队也已经赶
来，我军腹背受敌，必须速战速决。

眼看着又有几个战士倒在炸碉堡的路上，
观察多时的于俊杰一跃而起，抱着炸药包，巧
妙地利用射击死角快速接近碉堡。在离碉堡仅
30米的开阔地上，他也中弹了。他艰难地一点
点向前爬去，趁着重机枪停火的瞬间，突然扑
上去将炸药包放在碉堡下，拉响了导火索。敌
人的机枪哑了，部队冲上去全歼了守敌，于俊
杰却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起来……

战后，郑海亭曾带着一个团的兵力去给于
俊杰及皇城几个村的烈士移灵，但都没有找到
掩埋烈士的墓地，后来才知道已被日伪军土顽
拔了木牌，平了坟墓，扬了遗体。

自从参军后，于俊杰再也没有回过家，有
时部队半夜行军从锡腊营村路过，于俊杰也是
过家门而不入。生不见人，死没见尸，郑海凤
不肯相信那个结实精干、有文化有见识的丈夫
没有了，她仍然给丈夫每年做两双军鞋，遇到
过路的部队，她便拿出做好的鞋托人捎给丈
夫：“俺家的叫于俊杰，是八路杨司令的兵。
同志，找不到他，鞋就给你吧。”

直到1954年，被总政派到马列学院（中央
党校前身）学习的郑海亭，向华东军区询问于
俊杰的下落，才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于俊杰同
志已经在1943年6月牺牲了。不久，烈士证下
发到郑海凤手中，那一天她落泪了。她把每次
领到的烈士抚恤金珍藏在一本书里，依然靠自
己日渐衰微的力气劳动生活着，年复一年地做
着两双军鞋——— 那是对当八路军的丈夫于俊杰
一辈子的追忆和思念。

·相关链接·

在离碉堡仅30米的开阔地上，他中弹了。他艰难地一点点向前爬去，趁着重机枪停火的瞬间，突然扑上去将炸药包放在碉堡下，拉响响了导火索……

舍身炸碉堡 军鞋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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