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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陈业冰
本报记者 陈巨慧

莱芜市莱城区茶业口镇高白杨村位于巍峨
陡峻的凤凰山脚下，这里山高石头多，祖祖辈
辈守着山岭薄地靠天吃饭。1922年6月15日，李
念臣就出生在高白杨村。

国恨家仇投身革命
年幼时，因家庭贫困无学可上，李念臣就跟

随邻居家的小姐姐去口镇一带讨饭。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7岁时李念臣就对父母说：“爹、娘，俺长
大了，俺是男人，俺是老大，俺会和您扛起这个
家。”讨饭时，他总是把粗糙难咽的饭自己咽下，
稍好点的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

1938年春，日军侵占莱芜。从莱芜城、口
镇、雪野，到嵬石村、榆林村这些偏远的山沟
沟，鬼子隔三差五就出来“扫荡”，逼得各村
成立了自卫团、青抗联。

1939年10月20日，日伪军第一次进白杨峪
（高白杨村、刘白杨村、李白杨村、王白杨村
的统称，时属莱芜县茶业区）“扫荡”，把李
念臣家仅有的五间草屋给点着了，他四爷爷急
着去救火，被鬼子一刺刀捅死。躲在屋后树林
里的李念臣冲出去要和鬼子拼命，被父亲硬生
生拖了回去，他恨得把牙咬得咯咯响。

国恨家仇让17岁的李念臣开始积极参加抗
日活动，担任起村自卫团的通信员。这不仅需
要胆大灵活，机智多变，更要在一个人单独活
动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应付各种危险。

1940年春的一天，李念臣从高白杨村去茶
业区联防队例行汇报。那时区联防队在上茶业
村。当走到茶业口村与白杨峪的交叉路口时，
李念臣被一个人拦住问路。李念臣打量此人，
只见他身搭布袋、身材高大，看上去像是个做
买卖的。

“小兄弟，我是卖盐的，想去上茶业村，
不知走哪条路？”李念臣立刻警觉起来，他
想，来人肯定把自己当成了小孩，因为他不仅
个子矮，还长了个娃娃脸。这人一上来就问上
茶业村，那是区联防队的驻地，十有八九是个
探子，那自己就装小孩和他演下去。李念臣故
作傻愣愣地问：“你去上茶业村卖盐吗？”那
人“嗯”了一声。李念臣接着说：“俺二姨家
就在上茶业村，俺娘让俺去二姨家借粮食，正
好一路。俺这里可缺盐了，到时你把盐先卖给
俺二姨家。”那人说：“好，好，遇到小兄弟
是缘分呢，一定先卖给你的亲戚。”

就这样，一路上李念臣装小卖傻，海阔天
空地问这问那，那人毫不怀疑，变着法儿打探
联防队的下落。李念臣说：“俺不知道啥是联
防队，可见过好多扛枪拿大刀的，可威风
了！”他把那人直接领到上茶业村老槐树底下
的区联防队，一进院门口他就大声喊：“二
姨，卖盐的来了，快出来买盐。”

联防队长李念林正和大伙儿在北屋里开
会，听见喊声，从木窗缝里看到李念臣领着一
个背口袋的人进了院子，知道有情况，他迅速
拔枪低声命令大伙儿快速将来人拿下。那人一
看屋子里冲出一拨拿枪举刀的人，心知不妙，
转身想跑，但已经来不及了。李念臣从背后抱
住了他的腰，他用力一甩没有甩动，才知道自
己上了小孩子的当。经突审，那人交待，他是
口镇鬼子据点的，被派来探听茶业区抗日联防
队的消息，鬼子想在最近“扫荡”时将联防队一同
消灭。联防队长李念林把此事向上级作了汇报，
并把那汉奸吓唬一通后放了回去。根据截获的情
报，他们作了充分的应战准备，在茶业峪沟口及
河滩埋设地雷。这次鬼子的“扫荡”没捞到任何好
处，扔下十几具尸体狼狈回巢。

1940年10月，由于工作出色，李念臣被任
命为高白杨村抗日游击组组长。虽然他个子
矮，但他苦练杀敌本领，着迷般地向爆炸大王
李念林学习石雷爆破技术，多次带领民兵利用
地雷伏击日伪军。

复仇的子弹打红了眼
1942年3月，李念臣被组织选拔进入淄川县

抗日大队并任县大队三小队七班班长。由于他
腿脚灵活，双臂有力，反应迅捷，成为三小队
唯一的机关枪手。

5月20日，县大队在博山白塔村北与日伪军
遭遇，为掩护大队西撤，三小队负责断后。李
念臣端着机关枪向敌人猛烈扫射，一个个日伪
军倒了下去。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来，他左蹿
右跳，前倾后蹲，一有机会就向敌人射去，借
着树木的掩护，边打边退。等县大队安全撤进
西山，三小队迅速撤离。这次遭遇战，李念臣
把机关枪的威力首次发挥了出来，毙敌三十余
人，有力地掩护了县大队转移。淄川县委对李
念臣进行了嘉奖，《泰山时报》以《快速机枪
手》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

1942年10月17日，吉山战斗打响。县大队闻
讯从博山的原山赶来，战斗已经结束。他们便
在博山之敌回兵的桃花峪设伏，李念臣将机关
枪架在山崖上大石旁的一棵大树的树杈上。当
敌人的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后，大队长一声令
下，复仇的子弹射向敌群。李念臣打红了眼，
丝毫不顾敌人向他射来的子弹。敌人的后续部
队拥上来，迫击炮开始向山上轰炸。大队长下达
了撤退的命令，在小队长的拉扯下，李念臣才最
后一个撤走。这次伏击战，县大队以牺牲五人的
代价毙敌一百余人，李念臣毙敌二十余人。

吉山战斗后，掩埋了牺牲的烈士，泰山地委
在茶业区重建。时任泰山军分区司令员的廖容标
率领泰山军分区部队，在这里进行短期休整。廖
容标找来县大队队长说：“听说你队里有一位机
枪手，名叫李念臣，身手敏捷，作战勇猛，能不能
让他到我的警卫连来？”大队长说：“廖司令要人，
哪能不给，李念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杀敌能手，
到正规部队更能发挥他的作用。”于是，李念臣成
为军分区警卫连一排三班班长。

1943年3月的一天，廖容标带领警卫连一排
到羊里、大王庄一带检查抗日工作。不知日伪军
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口镇、寨里镇出动大批日伪
军，向警卫排所在的刘陈村扑来。警卫排一班掩
护廖容标向大王庄方向撤退，二班三班阻击来
敌。李念臣带领三班借助村头的残墙断壁、大树，
阻击从东面扑来的口镇之敌。机关枪的威力有效
减缓了敌人的进攻速度。面对强敌猛烈的反扑，
李念臣命令战士们撤进村里。十几人分成两组在
街巷里与敌人展开了麻雀战，在村子里转来转
去，敌人大部队和重武器的优势无法发挥。这
时二班也把西面来敌引进村里，两个班合兵一

处，向村北突围而去。等敌人从村里追出来，
他们早已消失在村北的树林中。

宁死不当俘虏
1943年6月，军分区和地委机关在房干村休

整。一天下午，山头和村口放哨的战士发现大批
日伪军向村里扑来，立刻鸣枪报警。廖容标分析
敌情后，命令部队向西转移。从东、南方向扑来的
日伪军合兵一处，紧随其后追来。廖容标率众爬
上西山，命令警卫连在山头上借助山石树木阻击
敌人，所有机关人员继续西行，北折进入章丘垛
庄地界。敌人向山头发起疯狂进攻。李念臣抱着
机关枪向爬上山来的敌人快速扫射，哪里的敌人
密集，他就跑到哪里的有效位置射击，一个个日
伪军倒在他的枪下。警卫连顽强的阻击使敌军几
次冲锋都未能成功。敌军调来了迫击炮向山头猛
轰。为了减少伤亡，连长命令一排阻击、二排三排
撤离，等二排三排进入安全地带，一排随机而退。
炮火一停，敌人向山头扑来。李念臣把机关枪的
威力发挥到极致，他不停地变换方位向敌军扫
射。战士们将手榴弹投向敌群，趁敌人卧地慌乱
之时，排长下令翻山撤退。

敌人很快爬上山梁向山下追来。当警卫连一
排指战员跑到一片开阔地时，排长命令三个班分
头向北、西北、西三个方向撤离，以分散敌人。李
念臣带领三班向西飞奔，跑了半个时辰，敌人还
是穷追不舍。当跑上一座高山顶时，他们发现山
的南、西、北全是悬崖峭壁。他们只好调头向追上
山来的大批敌人射击，可子弹很快就打光了。李
念臣对11位战友大声喊道：“我们宁死不当俘虏!
一路上杀了不少鬼子也够本了，现在是我们为国
尽忠的时候了！”他带领战友们来到悬崖顶上，把
枪扔下山去，第一个纵身跳了下去，战友们紧随
从不同的方位纷纷跳下山崖。日伪军看到这场景
惊呆了，好一会儿才醒过神来，只好朝山下放了
几枪，原路返回。

山崖下，李念臣慢慢苏醒了过来。他想站起
来，可双腿疼痛难忍用不上劲。左臂更是痛彻心
扉，用右手一摸，发现左臂的骨头断了。清醒了好
一会儿，突然听到身边传来痛苦的呻吟声，李念
臣右手撑地爬到左边，惊喜地发现副班长陈亮也
还活着，只是右腿摔断了，两个人相视一笑。这
时，战士王山从山的北面一瘸一拐地走来，见到
两位班长还活着，他高兴地哭起来：“班长，你们
还活着！”李念臣问：“你咋好好的呢？”“俺被山半
腰的树枝挡住了，好半天才摸索下山来。”“你快
转转，看还有没有活着的。”王山转到山南，发现
还有三位战友活着，但都受了重伤。这时天黑了
下来，李念臣让王山把战友们都集中在一起，用

自己的衣服把能包扎的伤口帮战友简单处理一
下。李念臣对王山说：“你赶紧去找部队，估计在
章丘垛庄一带，离这里也就二十几里地。找到连
长让他连夜派人来，来得越晚重伤员的危险就越
大。这里有我和陈亮照应着，辛苦你了。”

虽然是六月的天气，但山上到了半夜还是有
些凉意。伤痛和饥饿折磨着这五个重伤的人，可
他们还是感到很幸运。李念臣为了振奋战友的精
神，给他们讲小时候要饭被狗追的事。

后半夜，王山领着救援的人摸上山来，同来的
卫生员检查了五个人的伤势，大都没有生命危险。
救援队连夜将五人送往设在垛庄的战地医院。

日伪军连续在大王庄、鹿野及垛庄一带搜
索、“扫荡”。为安全起见，八路军伤病员被转移到
刘白杨村的第二战地医院。

李念臣被安排在一刘姓人家养伤。一天中
午，母亲突然来到刘家，李念臣又惊又喜。母亲坐
在炕沿上，用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左臂，又摸摸他
的右腿，泪水噗噗地落下来。他笑着说：“娘，这点
伤算个啥，您儿子命大着呢，您放心就是了。”“念
臣啊，娘知道你从小就是个硬汉子，乡亲们都说
你是抗日英雄，娘为你感到高兴，可战场上枪子
不长眼，你还是小心点，你是娘的依靠啊，娘不能
没有你……”“娘，儿向您保证，我一定好好活着，
阎王爷不敢收我这个捣蛋虫呢。”他把话题一转：

“娘，您是咋知道我在这里呢？”娘指着站在一旁
的房东大娘说：“这是你表大娘，是俺姑奶奶家表
嫂，她跑去高白杨告诉我你在这里。”李念臣对表
大娘说：“大娘，原来咱是亲戚啊，这几天多亏了
您照顾，让您受累了。”“大侄子，听医院的伤员说
你是个大英雄，一个人杀了不少鬼子，你可为咱
白杨峪的人争了光啊。”

李念臣在刘白杨村待了近三个月，还没等伤
完全养好，便急着返回了部队。返回部队的李念
臣，连续参加了徂徕山、斗溜峰、西房山、埠村、文
祖、口镇等战斗，每次战斗他都冲锋在前，发挥着
机关枪的最大杀伤力，杀敌无数。

说服老乡投诚助力开封解放
1945年11月，李念臣所在的鲁中军区第4师参

加了津浦路战役，协同兄弟部队打破国民党军自
徐州沿津浦路北进华北、东北的计划，先后攻占
了淄川、博山，并一举解放胶济线西段的重地张
店、周村，使鲁中、渤海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2月，鲁中军区参
加鲁南战役，与兄弟部队配合，全歼国民党军第
一快速纵队。1947年2月，鲁中军区主力部队整编
为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第4师编为第22师。八纵
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大战役便是莱芜战役。李念
臣所在的22师在莱芜和庄与敌展开燕子山制高
点争夺战。李念臣端着机关枪，三上燕子山，每次
都杀开一条血路。这次战斗，八纵全歼敌77师。紧
接着与兄弟部队配合，在张家洼一带全歼李仙洲
集团，22师生俘李仙洲。

1947年5月，八纵参加孟良崮战役。6月，参加
沂源阻击战。7月出津浦线，转战鲁西南，参加沙
土集战役和土山集战斗。9月，进军豫皖苏边区，
连克通许、抚沟、周口、陈留、朱仙镇。11月，参加
陇海的铁路破袭战，连克野鸡岗、曲黄车站。1948
年2月，参加平汉线破击战。3月，参加洛阳战役，
攻克许昌。同年6月解放开封的战役打响。

此时的李念臣已是八纵22师65团侦察连一
名侦察排长了。他奉命在围城前与两名战友化装
进城侦察，利用三天时间了解了敌人的火力布
署。准备出城时，在一小饭馆里遭遇一名国军营
长的盘查。李念臣不慌不忙，对答如流。国军营长
问他：“听口音你是山东人，听说共军八纵在城南
准备攻城，你该不是八纵派来的探子吧？”李念臣
回答：“山东人无处不在，听口音长官也是山东人
吧？我是山东莱芜人，前几天来做花椒买卖，哪想
到碰上了打仗，不知老乡能不能帮帮忙？”那国军
营长上前一步，露出喜悦的表情：“太巧了，我也
是莱芜人，不知老弟是莱芜哪个地方的？”“我是
茶业区白杨峪的，长官是哪里的？”“我是雪野区
上游村人，离你那儿不过二十里地，这可真是碰

上地道的老乡了。”李念臣说：“我姓李，不知老乡
如何称呼？”“我姓刘，当兵十几年了，好不容易混
了个营长。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证件很难出城，
你们先到我家住一晚，我想办法帮你们出城，有
人问起你就说是我表弟。”

李念臣三人在刘营长家里吃了一顿饱饭。交
谈中，李念臣发现刘营长唉声叹气，对内战极为
反感，对自己的前途和家人的安全十分担忧。李
念臣思虑再三，大胆地向刘营长讲明了自己的身
份。他说：“看在老乡的份上，你又是个实诚人，我
不和你说清楚对不住我的良心，更对不住‘老乡’
这俩字。眼下的局势你应该明白，国军大势已去，
解放全中国已指日可待。你只有投向人民这一
边，才是唯一的出路。”刘营长说：“感谢兄弟对我
的关爱，可我如何做才算投诚呢？”“明后天，解放
开封的战役就要打响，我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
负责攻打南门，到时你可在南门举行起义，搅乱
敌人的防御。这样我军攻城就容易多了，敌我双
方可减少大量的伤亡。”“我营正好在南门西边布
防，你说的方法可行。我手下的三个连长跟我都
是拜把子兄弟，但他们对形势都有顾虑，你能不
能直接和他们说道说道？”

当下，刘营长派亲兵将三位连长请来，向他
们介绍了李念臣的真实身份。李念臣向他们分析
了形势，讲明只要阵前起义，愿意参加解放军的
可直接编入部队，愿意回家种地的发给路费，以
前的事既往不咎。他们都表示赞同。大家商定到
时以开始攻城的三颗信号弹为号，待我军炸开城
门时随即反戈，里应外合。

当晚刘营长带领李念臣三人来到自己防守
的城墙上，用绳索将三人送出城。第二天，八纵扫
清开封外围。第三天，23师69团主攻南大门。突击
队炸开大门，部队蜂拥而入，但遭受敌人疯狂阻
击。正在此时，刘营长带领弟兄们从守敌侧翼开
火，敌人阵脚大乱，我军顺利向纵深挺进。李念臣
所在的65团强攻硬打，夺下龙亭，为开封之战画
上了圆满的句号。李念臣荣立二等功。

开封战役后，八纵将士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
和伤亡，又参加了济南战役。1948年11月6日，淮海
战役打响。李念臣所在的侦察排深入敌后，历尽
千辛万苦，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侦察任务。
频繁的战役，侦察排减员严重。

新配置的排都是从国民党部队解放过来的，
这样，这个排便不再担负侦察任务，成为前线战
斗部队。在攻打碾庄时，一个满脸麻子的改编过
来的国民党军班长，鼓动士兵重投敌军，被李念
臣及时发现，当场击毙，稳定了军心。淮海战役结
束时，李念臣所在的营只剩下4名指战员。

1949年2月，八纵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
军，22师整编为76师。上级安排李念臣重新带领
一个机枪排，参加渡江战役，主要任务是护送部
队和重要物资过江。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六次过
江，炮弹爆炸掀起十几米的巨浪，众多战友血染
长江，尸沉江底。他们不知喝了多少江水，以英勇
无畏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渡
江战役结束后，26军直扑大上海。李念臣所在的
76师连接民船40余只，沿苏州河浩荡东进。一路
夺下嘉定、国际无线电台、大场、夏茹、江湾机场，
从苏州河北侧冲入上海市区。

5月26日上海战役结束，26军同20军、27军一
起担负起警备上海的任务。李念臣在这次战役
中，冲锋在前，端着机关枪如入无人之境，再次荣
立个人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同时被任命为上海
黄浦路守备连连长。

□ 陈业冰 陈巨慧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9兵团率20、26、
27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11月，我军发动第二
次战役。李念臣所在的26军刚开始作为9兵团的
预备队，后又承担全志愿军预备队，兼顾东西两
线。11月底，东线出现兵力不足，26军赶赴增援，
但离战场较远，有几日的路程。

当时，气温下降到近零下40度，战士们穿着
在上海时配发的薄棉衣，在冰天雪地里艰难跋
涉。不少人耳朵冻僵了被树枝一碰就掉，有的脱
鞋时把整个脚带下来。更惨的是行军路上补给断
绝，一批一批的战士在冻饿中倒下。李念臣所带
的连队160余人，仅行军路上就牺牲50余人。他扛
着机枪，喊着口号，最大限度地鼓舞指战员的士
气。

11月27日，26军配合20军、27军向东线美军发
起总攻。李念臣想着牺牲的战友，怒火激起千钧
之力，端着机关枪不顾美军空中、陆地的密集轰
炸，率领全连怒吼着冲向敌人。美军哪见过这种
阵势，吓得抱头鼠窜。李念臣和战友们凭借超常
的意志、敢死的精神，打败了敌人，迫使美军败退
到三八线以南。

1951年3月15日，为打好第五次战役，26军奉
令赶赴抱川、涟川地区对美军进行阻击。

美军出动大批飞机对我军阵地进行狂轰滥
炸。美军飞行员欺我阻击部队没有炮兵支援，一
次次低空俯冲下来，机枪打得坑道周围尘土飞
扬。李念臣气急了，跳出战壕，用机枪对着敌机一
阵猛射。看到连长如此，全连的九个机枪手也纷
纷跳出坑道，一齐射向敌机。一架敌机多处中弹，
斜飞着坠向不远的山坳。一声轰响，烟尘翻滚而
起，瞬间弥漫了整个山谷……其他山头上的兄弟
连队纷纷效仿，所有机枪射向敌机，又一架敌机
拖着浓烟坠落山谷。其余敌机见势不妙，纷纷折
冀南逃。阻击阵地所有山头上欢呼雷动。

紧接着，美军炮击开始了，阻击阵地上一片
烟火的海洋。炸弹掀起的沙土把战士们埋在了坑
道里，他们拱拱身从沙土里钻出来，炸弹坑又成
为他们新的掩体。李念臣命令战士们不断地跳进
新弹坑，因为一般情况下，新弹坑短时间内不会
再落第二发炮弹，这样做可有效地保护战友们，
保存战斗力。炮击过后，敌军纷纷扑上山来。

李念臣命令战士们等敌人靠近了再打，尽量
节省弹药。等敌人距离掩体只有40多米时，他一
声令下，密集的子弹射向敌军。仅仅十几分钟，敌

军便败下阵去。趁着战斗的空隙，李念臣安排第
二次阻击的打法。他把战士们分成三个梯队，身
矮力小的战士在前排，中等的战士在中间，身高
力大的战士在后排，等敌人靠近前沿30多米时，
同时把手榴弹投向敌群，前排的战士把手榴弹扔
向敌军的前排，后排的战士们将手榴弹扔向敌军
的后排，中排的战士扔向敌军的中间。一个小时
后，敌军组织第二次反扑，又一次铺天盖地的炮
击过后，敌军仗着优良的武器装备扑上山丘，等
敌军离坑道只有30多米时，李念臣一声大喊：

“投！”100多人同时出手，手榴弹在距我军30米至
100多米宽的范围内形成一片爆炸网。随着李念
臣的第二次大喊，又是100多枚手榴弹同时飞出。
第三次，第四次……敌军第一次品尝到这种大
礼，被炸得晕头转向，血肉横飞，只得抱头逃命而
去，山头上又一次响起欢呼声。

为了等待第五次战役战略战术条件的成熟，
26军的这次阻击战一打就是38天。38天里，李念
臣挖空心思地研究阻击战的打法，用最小的代价
换取更大的战果，尽最大努力保护战友的生命。
尽管后方补给陆续送来，但缺口还是很大。他每
天派一个班的人到后山以北搜寻食源，松子、田
鼠都能充饥。有一次，战士们在农民的庄稼地里，

扒开厚厚的积雪，发现了南瓜秧，便扒回来一捆，
用锅煮了，连秧带汤分喝个精光。紧缺的还有饮
用水，战士们要往返三公里去后山的沟底取水或
冰，有时甚至用衣物包回积雪……他们经受了世
人难以想象的惨烈，在零下几十度的天气里，在
被炮火一次次改变形状的坑道里，不分昼夜，连
续坚守900多个小时，迎接敌军上百次的轰炸，打
退敌人上百次的进攻。

4月22日，第五次战役全面打响，26军立刻由
防御转为突击。为防敌人从我侧后登陆，开往东
海岸作抗登陆准备。在战役中间阶段，26军又急
赴战线中部的平康、金化地区进行坚守防御，为
身陷敌后的兄弟部队死死守住退兵的生命之门。
这次防御战打得异常惨烈，美军企图合围我深入
南线的3兵团，只要拿下平康、金化地区就可完成
合围。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向26军阵地猛扑，空炸、
炮轰轮番进行，配合陆军进攻，26军硬是死死坚
守不让寸土。李念臣所在的连正处在阵地的前
沿，他们依旧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退敌人一次
次的进攻。第三天下午，穷凶极恶的美军再次发
动猛烈的空炸和炮轰，一颗炸弹落在李念臣俯身
的不远处，气浪将他带起三四米高，又重重摔在
地上，他的右耳朵被巨大的轰炸声震聋了。他不

顾这些，快速爬起来布置对敌陆军的阻击，直至3
兵团将士从26军守护的阵地安全北撤。

五次战役结束后，26军组建骑兵团，李念臣
被任命为骑兵三连连长。1951年10月，上甘岭战
役打响。上甘岭是五圣山南麓的一个村庄，处于
我军东西防线的中间地带，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敌人企图突破中线，打乱我军防线。26军的防地
在五圣山东麓，敌人多次冲击上甘岭未果，继而
突袭26军防地。狂轰滥炸之后，敌陆军向多个山
头同时冲击。经过几天的苦战，我军伤亡严重，后
续部队尚未跟上来，前线部队减员使坚守越来越
难。李念臣所在的连处在敌人突击目标的中间山
头上，海拔500多米。有一次，十几个美军突破防
线冲上了山头，李念臣率领一个班的战士，与敌
进行了肉搏战，其他战士继续阻击未上山的敌
人。一个大个子美国兵欺李念臣个子矮，端着刺
刀直冲了过来，李念臣不慌不忙，一个侧身躲过，
同时变刺为削，单手甩枪划过大个子的双腿，大
个子扑通双膝跪地，李念臣迅即从后背捅了下
去。他杀红了眼，以灵活快捷的动作连挑五个美
国兵。战士们大叫着扑向来敌，将冲上山来的十
几个美军消灭干净。刚杀上山的敌人见状，吓得
连滚带爬退下山去。26军的将士们用生命和勇气
保住了阵地，直至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

1952年6月，26军凯旋，已是营长的李念臣带
领一支近700人的骑兵大队回到祖国的怀抱。从
朝鲜回来，26军驻防山东半岛。李念臣因耳聋残
疾，组织上安排他任227团汽车连连长（营级）。
1954年8月至1957年6月，先后任26军驻龙口、莱
阳、楼德教官。1957年任团参谋长。1958年精兵简
政，转业后任肥城县地方武装部长。1970年调回
莱芜，任泰安地区示范繁殖农场场长。1976年任
山东省五七农业大学莱芜分校校长。1978年离
休。2017年春去世。

·相关链接·

李念臣一声大喊：“投！”100多人同时出手，投出的手榴弹形成一片爆炸网。随着李念臣的第二次大喊，又是100多枚手榴弹同时飞出。

第三次，第四次……敌军第一次品尝到这种大礼，被炸得晕头转向，血肉横飞，只得抱头逃命而去。

朝鲜战场，烈火锻金刚

李念臣的奖章

李念臣

■ 红色记忆·不忘初心

他带领三班跑上一座高山顶，发现山的南、西、北全是悬崖峭壁。子弹很快打光了，他对11位战友大声喊道：“我们宁死不当俘虏！

一路上杀了不少鬼子也够本了，现在是我们为国尽忠的时候了！”他把枪扔下山去，第一个纵身跳了下去。

李念臣：抱着机枪，一路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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