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友张正田的牺牲，一直让肖
志平无法忘怀。他还记得，张正田
在战斗前夕把烟盒拆开，郑重写下
了入党申请书，并对他说：“排长，假
如我牺牲了，你有机会去我家乡看
看奶奶，帮我尽一下孝！”张正田是
河南信阳人，而这些年，肖志平年年
都会去河南看望张正田的奶奶。

肖志平说，这场战斗，一排以牺
牲4名战士的代价守住了阵地，战后
被记集体一等功。作为指战员，肖
志平理应被评为一等功，但他却拒
绝了。他提议把一等功给光荣牺牲
的张正田烈士，并追认他为共产党

员。最终，组织给肖志平记个人二
等功，为张正田追记一等功，并追认
为共产党员。

回到驻地，那封最终没有寄出
的遗书，跟着肖志平走南闯北，又跟
着他转业回到家乡湖北阳新，被珍
藏至今。

2023 年，退休后的肖志平参加
了阳新老兵宣讲团，经常给孩子们
讲战斗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现在，
他还常在阳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老
班长工作室值班，为退役军人答疑
解惑、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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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珍藏了45年的遗书。

67岁退役老兵讲述当年战斗故事

这封遗书，他藏了45年

“敬爱的爸妈，孩儿
不孝了！我是一个军人，
祖国现在需要我们的时
候到了，不管是在哪里上
战场，儿子不会给您们丢
脸，也不会给家乡父老乡
亲丢脸，一定会英勇杀
敌，争取立功……”这是
一封被藏了45年的参战
遗书，它的主人，是湖北
黄石67岁的退役老兵肖
志平。

这份遗书最后没有
寄出，一直被肖志平小心
保存着。11月25日，记
者来到湖北黄石市阳新
县，听肖志平讲述了遗书
背后的战斗故事。

肖志平1957年出生于湖北阳新，从小
热爱体育，擅长打乒乓球、篮球。1976 年
他应征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
的一名战士。这支队伍，曾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立下赫赫战功。

1977 年，他在全军篮球赛中表现出
色，荣立三等功一次。1978年他参加师教
导队和师三项队，被评为全师三项优秀标
兵。1978年8月，他担任三排九班长，同年
在全军大比武时，又荣立三等功一次。这
一年，他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世纪70年代末，西南边境起战事。
1978年11月，肖志平所在部队接到上级命
令，要求部队连夜返回驻地。当晚12时回
到营房以后，所有部队接到命令通知：进入
一级战斗准备。1978年12月，肖志平被提
升为四连一排排长。很快，部队里又多了
一些从其他地区抽调来的老兵，肖志平和
战友意识到“这是要打仗了”。

当时，肖志平还不知道他们要奔赴哪
里，执行怎样的任务，但根据部队的要求，
每个人都要准备两个包袱：一个是随身上
前线的包袱，另一个则是留守包。肖志平
说，随身包袱装的是自己的衣物，而“留守
包”里除了自己的财物，每人还会留下一封
家信。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都清楚，如果
没有从战场上活着回来，这封信就是遗书。

于是，肖志平从笔记本上撕下了一张
纸，写下了下面的遗书：“敬爱的爸妈，孩儿
不孝了！我是一个军人，祖国现在需要我
们的时候到了，不管是在哪里上战场，儿子
不会给您们丢脸，也不会给家乡父老乡亲
丢脸的，一定会英勇杀敌，争取立功。爸妈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只是儿子不
孝，这次上战场，不知还能回来不，遗憾的
是不能给您们尽孝了！请原谅儿子，等来
生再好好的孝敬您们了！最后，请代我向
哥、姐、妹和亲人们问好。此致，敬礼！遗
书人：肖志平 1979年1月28日。”

45 年后再忆当年的场景，肖志平说：
“谁不想和平、太平，谁又希望战事起呢？
但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有责任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的安康，不怕流血和牺牲，去英勇
杀敌、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
军人的责任啊！”

留下这个“留守包”，肖志平和战友们
踏上了前往西南边境的征途。

1979 年 2 月 24 日，肖志平所在
的连奉命随团，从军营驻地出发，
向西南边境集结待命。

肖志平现在还记得，1979 年 2
月 26 日下午快天黑时，全连在广西
进行补给，补充弹药、枪支，“我当
时也领了一支冲锋枪和子弹、手枪
弹，还有手榴弹、急救包、干粮。我
要求全排战士装备好弹药，扎好绑
带，穿好小钢板军鞋，这是在南边

山地作战必须要穿的，还要带上镐
锹工具。”1979 年 2 月 26 日 6 时，肖
志平所在的一排接到第一个任务，
是充当全营的尖刀排。

广西的天气，说下雨就下雨。
他们晚上隐蔽进入了阵地。1979
年 2 月 27 日清晨 7 时左右，在炮火
掩护下，肖志平所在的部队向敌军
前沿全线发起进攻。这是肖志平
和 战 友 们 第 一 次 经 历 真 实 的 战

场。当总攻命令发起时，肖志平忘
记了害怕，端着冲锋枪大喊：“战友
们，不要给家里亲人们丢脸，怕死
不当兵，当兵不怕死！”

当天上午 10 时左右，敌军仓皇
败退。肖志平带领战友们占领了
黑松岭。随后，肖志平所在连由进
攻转入防御，肖志平带领战友，构
筑个人防御工事，防范敌军炮火和
反击。

1979年3月7日，肖志平主动请
缨，带领部队进攻敌军 4 号阵地。
当部队推进到离敌人 100 米处时，
冲在最前面的三班被敌人发现了，

“我当时在离敌前沿不到 150 米，看
到一个敌军带着几个人，对我三班
战士猛烈地扫射和投手榴弹，一时
阻挡了三班的攻击。于是我端起冲
锋枪，一个点射将敌击毙。就在这
一瞬间，我排三班吴世红火箭筒班
长第一个冲上敌阵地战壕上沿，但
他刚冲上阵地就被敌军打中，不幸
牺牲了。”

肖志平说，吴世红是他们排第一

个牺牲的战友。进攻前的一天，吴世
红曾对他说：“排长，我要第一个冲向
阵地，争取立功！”吴世红的勇敢和牺
牲，也激起了全排战士的战斗意志，
一鼓作气占领了4号阵地。

肖志平还记得，当时他们在阵
地上缴获了不少武器和弹药。战斗
结束后，他才发现，被他当场击毙的
那个敌人是一名少尉排长。

随后，肖志平奉命留守 4 号阵
地。殊不知，他和战友们即将迎来
更激烈的一场战斗。

3 月 9 日晚，黑夜静得出奇，伸
手不见五指。肖志平和通讯兵查岗

时突然发现，对面的敌军阵地上射
出了两个红色信号弹。接着，各种
火器立即向 4 号阵地猛烈开火。肖
志平随即向各班传达战斗命令：坚
守阵地和位置，做到人在阵地在，不
放一个敌人到4号阵地上来！

肖志平回忆，那一仗他们打了4
个多小时，打得敌军抱头鼠窜。激
战中，一发炮弹在肖志平身边爆炸，
他感到头部好像被弹片擦了一下。
就在敌人第三次偷袭时，肖志平的
战友张正田不幸被敌高射机枪击
中，倒地牺牲，手里还抱着机枪不肯
松手。

撕一张纸写下遗书
毅然奔赴西南边境战场

成为全营“尖刀排”第一次经历真实战场

击毙敌军排长 看到战友牺牲在眼前

一等功让给牺牲战友
退休不忘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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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志平讲述当年战斗故事。

肖志平当年在阵地上的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