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 8 月 28 日 星期五 第 714 期

■

新
闻
关
注

■ 周末人物·新中国 60 年记忆

8 月 15 日，记者与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馆长
潘福安一起，专程来到北京二炮宿舍将军楼，采访
郑惕将军的夫人李慧琴、儿子郑卫东。

记者刚下车就看到，郑惕将军的夫人李慧琴、
儿子郑卫东已站在楼前迎接我们。

走进将军家中，记者发现，室内的一切摆设都
很普通，二楼的书房里摆着郑将军的遗象，桌上还
放着围棋，展示着这位已故武将曾经的儒雅风采。
我们向将军的遗像深深三鞠躬，向将军表达我们无
限的崇敬。

日本鬼子主动登门和谈

“老郑对枣庄人民的感情很深。”说起将军在
铁道游击队的往事，李慧琴老人慈祥的脸上立即泛
起无限的自豪，她回忆说：“老郑出生在临沂县
城， 15 岁就参加了革命。 1944 年 9 月被组织任命
为铁道游击队副政委，后任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
都是当地的贫苦矿工和铁路工人，他们爬火车、炸
桥梁，日本鬼子头疼得不得了。”

老人说：“为了保持铁路畅通，鬼子先是来硬
的，想消灭铁道游击队，没达到目的，他们只好来
软的，派沙沟车站爱路段特务平野找铁道游击队谈
判。听老郑说，谈判是在沙沟附近一个农户家中进
行的，谈了两个多小时。平野提出三点： 1 、铁道
游击队不要破坏铁路，不然不好向太君交待。只要
你们不拆铁路，今后日军也不袭击铁道游击队；
2 、爱路段的宣抚班在爱路段活动时，请游击队不
要打他们，若出村活动可以打； 3 、请允许在微山
湖地区购买一部分蓖麻子、苘杆子。老郑和铁道游
击队政委张鸿仪与平野针锋相对，他们说：只要你
们进山扫荡，我们就扒铁路；你们的‘宣抚班’可
以不打，但有个条件，我们的宣传队到临城（薛
城）、沙沟两个车站宣传我军政策，你们也必须确
保他们的安全。想要蓖麻子、苘杆子行，得拿弹药
和药品来换。平野一看没有便宜可赚，阴谋败露，
狼狈地走了。”

据有关资料证实，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
主动登门找我军、尤其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地方部
队“和谈”，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鬼子被铁道游击队打服了

李慧琴老人说：“我与老郑生活了几十年，说
起铁道游击队的事，老郑最兴奋的是在枣庄接受日
本侵略者投降的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朱总
司令下令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向所在地的抗日武装
投降。但是，驻沙沟一带的鬼子迟迟不交枪支弹
药，说是蒋、日双方有协定，就是缴枪，也得交给
国民党，不能交给共产党。铁道游击队当然不能接
受，在八年抗战中，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有
他们才有资格接受当地日军的缴械。奉上级命令，
郑惕作为我方代表在临城附近的姬庄村一个农户家
里与日军代表小林谈判。他对小林说，你们在枣庄
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的太君是个万恶
不赦的战犯，即将接受审判，已经没有资格命令你
们把枪交给谁。你们必须立即向我们投降。接连两
次谈判都没有谈成。驻临城的日军铁道警备大队和
铁甲列车大队便想趁黑夜逃向徐州，老郑他们早就
看出了敌人的花招，提前把通向徐州的铁路扒了，
鬼子便试图退回临城，游击队事先埋下的炸药又炸

断了鬼子回临城的铁路。将鬼子困住了， 3 天后，
鬼子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不住了，只好投降。”

据史料记载， 1945 年 10 月，枣庄和临城的日
军携带 8 挺重机枪、 130 多挺轻机枪和两门山炮、
100 余箱手枪等轻重武器，向铁道游击队缴械。当
时，铁道游击队只有 200 多人，而投降的日军有
1000 多名，这在中国整个抗战史上也是罕见的。

李慧琴老人说：“主要是他们被铁道游击队打
服了。”说到这里，老人脸上挂满了笑容，笑得很
开心。

边防活字典

在郑将军家里，李慧琴老人送给记者一本专门
记载将军精忠报国、戎马一生的传记《将之梦》，
封面上是将军的肖像和电影《铁道游击队》剧照。
这是李慧琴老人建议设计的，反映出李慧琴老人与
将军对铁道游击队的浓浓情怀。

这是一本 408 页 36 万字的长篇传记，翔实生
动地记载了将军的一生。其中，解放后，将军为我
国建立牢固边防的故事最为精彩。

书上记载，朝鲜战争爆发不久，郑惕随华东军
区实习团赴朝，被留任志愿军第 24 军 70 师副师
长。正当朝鲜战争打得火热的时候，中央一纸电
令，郑惕被调回国内任公安部队司令部作战处副处
长（后升任公安部四局副局长），专抓边防工作。
从此，他与边防工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干就是 13
年。

边境不论大事小事，当时都要直报周总理，常
常在三更半夜，周总理打电话向郑惕了解详细情
况。尤其是与周边国家在边界问题上的谈判，周总
理要求当天报告。

坐在一旁的郑卫东说：“那时，我父亲很忙，
我很少见到他，即使晚上在家睡觉，为了不惊动我
母亲，父亲把电话放到枕头底下，接到电话立马就

走，第二天我们才知道。”
郑惕果然不负众望，很快成了“边防专家”、

“边防活字典”。我国有关边防方面的许多文件、
条例、规定等，都是郑惕主持起草后，经中央批准
颁布的。他主持制定的中国第一部“边境工作 40
条”，规范了中国的边防工作。

书上记载，从 1963 年到 1964 年，两年时间
内，我国先后与苏联、蒙古、朝鲜等相邻国家进行
了多次错综复杂的边界和边境事务谈判。

1963 年，悬而未定的中蒙边界谈判期间，郑惕
写下了精彩一笔。

当时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姬鹏飞，成员有郑
惕、周秋野等。此前的 1945 年，国民党政府外交
部长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罗托夫作过一次谈判，曾
签下了一个“维持中蒙边界现状”的糊涂条约，将
我国境内一片水草非常茂盛的牧场“悬而未决”，
蒙古也看上了这块牧场，想在划分边界走向的时候
划过去。为坚守国土，以理服人，郑惕多次到这块
牧场实地考察，并拿出了详实的资料。谈判桌上，
郑惕有理有节，寸土不让，他把考察来的第一手资
料摆到桌面上，以事实证明，我国牧民一直就在这
里放牧。蒙方被说服了，终于同意按我方的意见划
分边界线。

缴获日本军刀

去北京之前，记者专门来到了枣庄“铁道游击
队展览馆”，它是枣庄市国土资源局干部潘福安以
个人房屋作抵押，历时 10 年创办起来的。截至目
前，已收集有关铁道游击队和抗日战争的史料文物
1000 余件，其中有郑惕将军使用过的手表、眼镜、
毛笔、电话机等。尤其珍贵的是郑将军保留了 50
多年的一把日本军刀。

那是 1945 年 11 月，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
山、政委郑惕代表我军接受临城日军缴械投降。刘

大队长和郑惕都收缴了一把日本军刀，刘金山缴获
的军刀，后来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郑
惕收缴的军刀一直随身保存。 2007 年 4 月 4 日，
李慧琴老人遵照郑惕将军遗嘱，将这把军刀捐赠给
了“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日本侵略者有“以血养
刀”的习惯，收缴时，军刀上还残存着血迹。郑惕
在刀上涂上了一层黄油。如今，刀上的血迹已变成
暗红色，成为见证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铁证。

情系鲁南

时近中午，李慧琴老人和他的儿子郑卫东依然
谈兴很浓，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执意挽留记者在
家里吃饭。

饭桌上，李慧琴老人对记者说：老郑常念叨枣
庄，念叨在枣庄的战友们。我们一家住进北京以
后，这里就成了他的战友来北京的“家”，除了铁
道游击队的杜季伟、刘金山、王强这些铁道游击队
干部，还有在枣庄打鬼子时住过的房东、微山岛上
的农民。枣庄来京召开鲁南党史座谈会，老郑也把
会议安排到我们家里举行。

李慧琴老人说：“老郑生前多次带领我们全家
到枣庄农村看望当年的老房东、老游击队员，每到
一村一家，老乡们特别热情，给我们吃煎饼、吃家
常菜。回京后，老郑都要兴奋好多天。 2000 年，
老郑 77 岁的时候，又带领我和子女们回了一次枣
庄，还爬了枣庄的抱犊崮。那次，他还豪情满怀地
说，等到了 80 岁，还要再爬抱犊崮。”谈到这
里，李慧琴老人哭了。他跟随将军生活了 50 多
年，相濡以沫，恩爱有加，怎能不思念。

李慧琴老人说：“老郑与我本来打算在抗日战
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把至今还健在的铁道游击队
队员全部请到家里来，好好庆贺一番，没想到他却
先走了。”

坐在一旁的潘福安馆长告诉记者：“郑老生前
先后 6 次到枣庄，我也多次来北京看望郑老。 2000
年 10 月 1 日，我主办的‘铁道游击队创建六十周
年展览’在枣庄市博物馆开展，事前，我来北京请
郑老审查展览内容，并请他到枣庄为展览剪彩，郑
老不顾刚刚手术，身体虚弱，以 77 岁的高龄如期
来到枣庄剪彩，令枣庄的老铁道游击队员和干部群
众十分感动。”说到这里，李慧琴老人找出将军当
年参加展览时的讲稿。那是将军的现场讲话后来经
人整理的。在讲稿中，将军深情地说：“铁道游击
队的战友们纯朴，善良，勇敢，机智。虽然没经过
正规训练，但战斗力很强，我们相处得很好，犹如
兄弟一般……”

将军的儿子郑卫东告诉记者：“父亲对我们兄
妹要求非常严格，从来不允许我们在他面前提调
动、提拔的事。我从很小就看过电影《铁道游击
队》，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铁道游击队的政
委，直到‘文革’中，我父亲受到不公正待遇，当年铁
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志胜伯伯来北京看望他老人
家，我才知道父亲曾经是铁道游击队的政委。”

快要离开将军家时，李慧琴老人拿出厚厚的相
册，用颤抖的手打开，让我们翻拍将军生前的照
片，其中，有许多将军生前到枣庄与铁道游击队老
战友、老房东的合影，还有他站在铁道游击队纪念
园碑廊内的留影，其中也有他写的碑文：缅怀革命
先烈业迹，铭记枣庄人民恩情，弘扬我党我军传
统，谱写团结胜利新篇！

8 月 15 日下午，记者走进了二炮司令部政治处。
谈起二炮的科技化、现代化建设，现在的二炮指战员
格外怀念他们的老首长、已故副司令郑惕将军。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将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许多感人事迹。

1969 年夏天，由时任二炮司令员张翼祥提议，
毛主席签发命令，任命郑惕为七机部军管会副主
任。七机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国家军事科
研重点单位，郑惕上任后，觉得自己不懂军事科
学，应该选一些内行人来抓军事科学研究。他在李
先念主持的会议上郑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要求，
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支持，并鼓励他“不懂就学”，任
命他为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分工抓干部，
抓“五七”干校和工宣队、军管会的工作。

当时，钱学森在七机部工作。“文革”中，钱
学森是周总理保护下来的，哪一派都不许动他。尽

管总理说了话，但还是有人想打他的主意。郑惕不
放心，经常去看望钱学森，问寒问暖，帮助钱学森
解决了不少工作、生活上的问题。

1978 年，郑惕被任命为第二炮兵科技部部长，
兼任二炮司令部副参谋长。

组建于 1966 年 7 月 1 日的第二炮兵，简称“二
炮”。对于这个名称，不少人存在误解，认为是炮兵部
队的排序，其实不然，二炮是随着中国导弹事业的建
立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战略导弹部队，它的主要任
务是遏制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为何叫“第二炮
兵”？这完全是出于当初的保密需要。考虑到当时
的国际国内形势，没有使用“战略导弹部队”这个
称谓，而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第二炮兵。中
央派郑惕到二炮任职，足见对他的器重和信任。

科技部本来应该是高科技人才云集的地方，但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当时二炮人才不足。要完成某

一种型号导弹的发射、训练任务，由于自己没有专
门的技术人才，得从部队以外军事研究单位请专
家、学者。这不利于这支导弹部队提高快速核反应
能力。郑惕上任后，建议在科技部建立总工程师制
度，关键时刻，能有敢于拍板的权威，得到二炮司
令和政委的赞同。郑惕立即求助于时任航天部部长
的张圴和副部长宋健，请他们忍痛割爱，把 T 型导
弹的副总设计师安振山调到了二炮；接着，郑惕又
到国家科委要来了熟悉 S 型导弹的葛文楣。有了这
些专家坐镇把关，二炮的科技创新和管理能力立即
大幅提升。

郑惕就任二炮科技部长后发现，司令部下面的
各个基地都没有设立科技部门，形成科技“短
腿”、上下“断层”，科技部下达的文件、规划、
命令不能很快到位，许多科技工作落不到实处，下
面的问题反应不上来。他建议司令部在基地一级成

立了科技部门，以后的基地在训练、发射中遇到一
些故障，有工程师、技术员在现场处理，很少误时
误事，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郑惕上任以后，科技部在二炮建立了自动化指
挥系统，形成了自动化指挥网络，这在全国、全军
都是领先的。 1973 年 6 月，郑惕被任命为二炮副
参谋长。 1982 年 11 月起，任二炮副司令员，为我
军战略导弹部队的“三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在将军家的一楼客厅里，记者看到郑惕将军的
一幅墨宝，是二炮首次科技大会时将军自己作诗、
自己书写的。全文是：科学贵迎春，花放群英会，
星辰闪耀，劲松苍翠，技超神炮高师会，熟操飞弹
天兵锐，争分夺秒，降魔伏魅。字里行间，显示出
将军对我国军事人才英雄辈出的兴奋，对发展壮大
我国军事科技事业、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强
烈企盼！

郑惕:铁道游击队走出的将军
□ 本报记者 岳增群 本报通讯员 冯贵洲 孙中路

将军倾力我国军事科技化
□ 岳增群 冯贵洲 孙中路

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枣庄津浦铁道线上的鲁南铁道游击队，因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而名闻全国。小说和电影

中政委李政的原型之一，便是曾任铁道游击队最后一位政委、原二炮副司令员的郑惕中将。

李慧琴跟随将军生活了
50 多年，两人相濡以沫，恩
爱有加。这是 20 世纪 50 年
代郑惕夫妻的合影。

1963 年，郑惕参加了中
蒙边境谈判，并写下了边防
工作精彩一笔(刘少奇身后最
后一排双手合掌者是郑惕)。

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
馆”里，珍藏着郑将军保留了
50 多年的一把日本军刀。刀
上的血迹已变成暗红色，成为
见证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铁
证。郑惕夫人李慧琴（右）遵
照将军遗愿，将军刀赠送给枣
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枣庄
“铁道游击队展览馆”馆长、
山东军区陆军预备役炮兵师第
四团宣传干事（少校）潘福安
接受军刀。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郑
惕。我们可以从这张照片上
依稀看到郑惕将军的儒雅风
采。

本报记者采访郑惕将军
的夫人李慧琴。

奥巴马任命伯南克
连任美联储主席

8 月 25 日，美国总统
奥巴马(右)宣布任命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
南克(左)连任，以保持经
济决策的连续性，应对金
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德国卫生部长因过度
使用政府飞机遭质疑

德国卫生部长乌拉·
施密特由于过度使用政府
飞机，被质疑浪费纳税人
钱财。这是乌拉·施密特
的资料照片。

日首相麻生太郎说
没钱别结婚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 23 日晚间出席
一个学生集会针对有学生提问说，许多
年轻人没有足够的结婚资金，麻生答复
说，“没钱的话，还是不结婚好”。适值日
本众议院选举投票前夕，这话恐让麻生
再次失分。图为麻生在东京一投票站。

伊朗反政府武装高级头目
承认受到美国指使

8 月 25 日，伊朗反政府武
装组织“真主旅”的高级头目
阿卜杜勒哈米德·里吉在记者会
上承认，“真主旅”得到了美
国的支持，并按照美国的指令
在伊朗境内发动恐怖袭击。

郑惕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