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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 20 年后，家人才得知他的英雄事迹

衡南山村里，“藏”着抗美援朝“爆炸英雄”

在衡阳市衡南县三塘镇
罗亮泗村的一个山坡上，立
着一座雕像，刻画的是在抗
美援朝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
的“爆炸英雄”罗亮泗。不
远处，便是他的长眠之地。

罗亮泗是抗美援朝志愿
军中年龄最小的“爆炸英雄”，
他开创了用爆破筒炸毁坦克
的先例，为部队的前进扫除
了一项障碍，并因此荣立了
特等功。为了纪念罗亮泗，
他生前所在的部队至今保留
着“罗亮泗部队”的称号。

尽管战功彪炳，但退伍
回乡后的罗亮泗却对自己的
事迹只字不提，直到他去世
20 年后，这段被尘封的烽火
岁月才被后人知晓。

“印象中，外公是一个
十分严肃的人。”5 月 29 日，
罗亮泗的外孙女王亚琴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此前，
家人只知道外公曾在部队待
过，如今，他的事迹正被广
泛宣传、颂扬。回忆起外公
在世时的点点滴滴，王亚琴
才发现，老人早已将当年为
国为民、无惧生死的初心变
成家风传承下来，润物无声，
滋养心灵。

“我当时十分震惊，我舅舅

也觉得不可思议。”回忆起刚得

知外公罗亮泗的英雄事迹时的

场景，王亚琴至今都有些不可置

信，因为在她的记忆中，外公是

一个个子不高、行动不便的普通

老人，尽管知道他当过兵，但具

体在部队里做什么、有什么故事，

家人一概不知，“从来没想过他

会是一位战斗英雄”。

罗 亮 泗 出 生 于 1929 年，

衡阳市衡南县三塘镇人，1949

年 8 月，为了“有一口饭吃”，

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 年 10 月， 罗 亮 泗 奔

赴朝鲜战场。没过多久，他所

在的部队就和号称美国“王牌

军”的骑兵第一师在朝鲜云山

展开了激烈战斗。

在战斗焦灼时刻，美军的

一辆重型坦克逼近罗亮泗所在

阵地，火力十分凶猛。我军战

士向坦克掷出手榴弹，却炸不

透厚厚的铁甲，情况十分危急。

紧要关头，在副排长高丈

元“要打在它致命的地方”的

思路指导下，在其他战友的机

枪掩护下，罗亮泗将两根爆破

筒绑在一起后跳出掩体，迅速

接近坦克，随后探身将爆破筒

插进了坦克前部硬胶皮轮子底

下。他拧开爆破筒后盖，将导

火索缠绕在手指上使劲一拉，

一股青烟冒出，罗亮泗又将爆

破筒往里推了推，这才一个侧

滚翻，起身就跑。

未等罗亮泗跑远，接连几

声巨大的爆炸声就在身后响

起，坦克被炸毁了！

罗亮泗的英勇举动不仅为

部队继续前进扫清了障碍，也

为其他战友在面对坚固的美军

坦克时提供了示范。为此，罗

亮泗被授予“爆炸英雄”称号，

团里为他记特等功一次。他的

事迹先后被《东北日报》和《人

民日报》报道。

1952 年， 因 在 战 场 上 负

伤，罗亮泗选择退伍回乡。此

后的年月里，罗亮泗对自己在

部队的事只字不提，但老战友

和一代又一代的新兵并没有忘

记他。他所在的部队至今保留

着“罗亮泗班”的称号，每年

新兵入营，第一堂课就是学习

罗亮泗的英雄事迹。

1980 年入伍的士兵张永春

受部队老领导的嘱托，来到罗

亮泗的故乡寻人。但当他找来

时，才得知英雄已经去世 20 年。

但也正是因为张永春的到来，

才让王亚琴和家人知道外公的

烽火岁月。

罗亮泗去世时，王亚琴还

不到 5 岁。尽管记忆中外公的

样子十分模糊，但他的教诲却

一直伴随着王亚琴的成长，也

在她的家庭中传扬。

王亚琴记得，小时候，妈

妈罗积银和爸爸在衡南县镇上

做 工。 一 到 假 期， 妈 妈 便 会

回家接王亚琴到工作的地方团

聚。从家所在的三塘镇到父母

工作的地方，车 程 需要 40 多

分钟，但一天只有两班车，每

班车都是满满一车人。为了能

够有座位，不到天亮，罗积银

就带着王亚琴到了班车的始发

站。车子出发时，罗积银发现

前边站着一个老人，她立马叫

王亚琴站起来，将老人扶到了

座位上。

7 岁的王亚琴在车辆的颠

簸中不满地询问母亲，为什么

要将座位给别人。妈妈只告诉

她：“我们要尊老爱幼。”

每到农忙时节，罗积银和

丈夫还会带着两个女儿下田劳

作，每当王亚琴因为畏难而想

请大人帮忙时，罗积银又会教

育她，“不要不劳而获”。

罗亮泗的 事迹 被 报 道 后，

曾有人找到王亚琴家，希望能

够为她们提供帮助，但是妈妈

和舅舅们却拒绝了，因为“外公

曾经嘱咐过，不要给国家和社

会添麻烦”。

就这样，妈妈从外公那儿

学习到的精神，又传承到了王

亚琴身上。如今，王亚琴又将

这些品格传给了自己的两个孩

子，“她们学会了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公交车上见到老人会主

动让座”。

为了学习英雄精神，弘扬

红色基因，三塘镇委镇政府将

罗亮泗所在的村庄改名为“罗

亮泗村”。2019 年，在张永春

给罗亮泗修建的坟墓旁竖立起

了一座罗亮泗的雕像。2020 年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 周年之际，衡南

县政府修建的罗亮泗陈列馆揭

牌开馆。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外公的

英雄事迹，王亚琴和家人商量后，

辞去了高薪工作，回到村子里，

成为了陈列馆的解说员。

2021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衡阳市妇联、市文

明办牵头成立了“颂党恩 传家

风”好家风好家训巡讲团，王

亚琴也是宣讲团成员之一。接

下来，她将前往衡阳市的 12

个县市区进行巡讲，让罗亮泗

和其他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在

人民群众心头开出烈烈红花。

“当时，村里人只知道外公

是从部队回来的。”王亚琴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见到

张永春，她才知道原来外公的

大名叫“罗亮泗”，因为在村里，

大家都称他为“罗老”，年纪再

小一点的孩子，则叫他“罗爷爷”。

经过几位舅舅、姨妈的讲述，

王亚琴发现，大家对外公的尊敬

与他平时的作风不无关系。

当时，面对着村里人的好

奇，刚养好伤的罗亮泗拿起农

具，默默地开垦起了家门前的

荒坡。

“那块坡面积十分大，里面

的石头也多。”尽管困难，罗亮

泗却没有轻言放弃，他一边清

除杂草，一边挖出石块，堆积

在坡脚下，砌成了一堵石墙。就

在大家都以为他是要拿来供自

家使用时，罗亮泗却叫来了几

户贫困的人家，留够了自家需

要的，就将其它开垦好的土地

分给了他们。这一举动，让村

里人对罗亮泗刮目相看。

因为表现优秀，罗亮泗成

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社

长，是合作社群众心中的“先

进生产者”。随后，他又被推

荐到衡阳冶金机械修造厂工作，

成为了该厂的一名炊事员。在

职期间，他不仅能够保障饭菜

供应，还在生产任务重的时候，

主动将饭菜送到车间，让工友

们吃上热饭热菜。为了提高伙

食质量，罗亮泗利用空闲时间

开荒种菜，还自掏腰包买了几

头小猪仔精心喂养。在他的照

顾下，几头小猪仔长得又肥又

壮，到了年底，鲜美的猪肉全

进了工友的肚子，“家里人没有

分到一口肉”。

面对 5 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罗亮泗也没有当“甩手掌柜”。

夏天，每名工人都有一根冰棍

的指标，罗亮泗每次都把冰棍

带回家给孩子吃。但冰棍只有

一根，怎么分呢？根据罗亮泗定

下的规矩，从最小的孩子开始，

大家每天轮流吃冰棍。与此同

时，他不允许孩子们不劳而获，

因此每次吃冰棍前，罗亮泗就

会给孩子们布置任务，任务完

成了，才能吃冰棍。虽然每天只

有一人能够吃到冰棍，但任务

却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完成。

“在外公的教育下，我妈妈

他们兄弟姐妹十分团结，这种

团结也影响了我们小辈。”王亚

琴还听大舅舅罗积省说，在他

刚成年时，为了让孩子成为“对

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罗亮

泗不顾妻子的反对，执意将他

送进了部队。随后，罗积省在

新疆边防部队驻守了4 年。

1995 年年底，独自在家烤

火的罗亮泗因为旧伤，晕倒在

了地炉上， 等 到家人 发现 时，

他的下半身已经深度烧伤，局

部甚至烧焦了。作为退休工人，

他本可以享受免费治疗，可是

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罗亮

泗拒绝去医院，只在家接受子

女的照顾。

1996 年 2 月，罗亮泗最终

没有等到春天的来临。

英雄家风代代相传

尘封多年的秘密

退伍不改军人本色

扫一扫，分
享英雄故事

王 亚 琴 回 到 家
乡，成为罗亮泗陈列
馆的讲解员。她说，
要让更多人知道外公
的故事。

空闲时间，王亚琴经常带着自
己和姐姐家的孩子到外公的雕像前
看一看。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罗亮泗年轻时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