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

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

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

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

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

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

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合川籍志愿军战士蒋诚就是这样

一位英雄——在上甘岭战役中，他歼

敌400余人、击落敌机1架，荣获一等

功，回乡后从不提自己的功劳，扎根农

村数十年报效家乡，用鲜血和无悔诠

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建党100周年之际，重庆日报记

者再赴合川，看望战斗英雄，回望英

雄故事。

◆他在上甘岭战役中歼敌400余人、击落敌机1架，荣立一等功
◆他复员后回乡务农、干临时工，30多年没向任何人透露过战功

一等功臣蒋诚深藏功名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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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诚现在已无法与人交流，但当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响起时，他仍能
哼唱。

记者 何赛格 摄/视觉重庆

▲上级签发的蒋诚立功受奖说明
（左）和《革命军人立功喜报》原件。

（合川区委宣传部供图）

▲

邻居们来关
心蒋诚，蒋诚向他
们敬了一个军礼。

记者 何赛格
摄/视觉重庆

▲在上甘岭战
役中，蒋诚肠子被
炸出来，他重新塞
回 去 继续作战，留
下了这 道 凹 进 去
的伤疤。

记者 何赛格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陈波

“老爷子，这一辈子后悔过吗？”
“不后悔！打那么多仗，我那么多战友死

了、残了，我还活着！”
“几十年了，没人知道你是上甘岭战役的

英雄，遗憾吗？”
“我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国家和人民也

给了我不少，没得啥子遗憾的。”
——这段跨越时空、跨越生死、跨越

荣辱得失的对话，出自两年前重庆日报记
者与一位上甘岭战役一等功臣的对话。
对话的主角蒋诚，现在已无法与人交流，但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响起时，他仍能
哼唱。

参军入党
一位战斗英雄自认的高光时刻

和顺一门有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横
批：平安是福。这是书于合川区一户公租房
门口的春联，被重复两次的“平安”二字，可能
是户主蒋诚绚烂传奇经历之后的理想，也是
他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至高贡献。

3月3日晨，合川亲亲里小区。
再见蒋诚，他已93岁高龄。两年前，蒋

诚虽神智、口齿都不太清，但仍能与人简单交
流；两年后的今天，他已然连最喜欢的小儿子
都无法认出。

众人无数次与他沟通交流，蒋诚木然坐
于沙发上，面无表情。当有人试着唱起《中国
人民志愿军战歌》时，蒋诚的脸庞开始颤动，
眼珠也开始转动，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了6
个字——“雄赳赳气昂昂”。

刹那间，喧闹的现场突然沉寂，有人低头
沉思，有人眼眶发红。

蒋诚生于1928年，原名蒋启高。他人生
中的高光时刻，在他神智尚清的时候，自述是
两件事：参加解放军和光荣入党。

至于他让世人记住的人生高光时刻，则
是上甘岭战役中1人歼敌400余人，用机枪
击落敌机1架，荣获一等功。

然而，这一辉煌战绩，却被他藏了整整
36年。

往事并不如烟。
重庆日报记者查找到蒋诚的“复员建设

军人登记表”中，记录着入伍前蒋诚家的全部
家当：土二亩、佃房二间、牛一头。微薄的家
底，支撑父、母、兄、嫂、弟、侄等7口人的生计。

旧社会的苦难记忆，或许正是当年蒋诚
走上革命道路的催化剂。

1949年12月，在解放成都的隆隆炮声
中，蒋诚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是蒋诚
自认的人生高光时刻。

他甚至在那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蒋诚。
对此，熟悉蒋诚为人的弟弟蒋启鹏，猜测他当
年应该是“取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意思”。

入伍后，蒋诚成为11军31师92团1营
机炮连战士。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1951年1月，蒋诚所在的11军31师编入志
愿军第12军建制，随后入朝参战。

时隔整整70年，入朝参战后的蒋诚在异

国战场经历了怎样的血火考验，他本人已无
法叙述。

但是，记者辗转找到的蒋诚士兵档案中
一段一笔带过的记录，却不经意地从一个侧
面展现了蒋诚入朝参战后的另一段高光时
刻——“一九五二年六月于朝鲜金城由张云
介绍入党”。

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只有英勇战斗
的志愿军战士，才有资格火线入党。

从随部入朝参战到火线入党，蒋诚只用
了一年零三个月。这一年零三个月，蒋诚所
在的12军已历经大小战斗400余次，并重创
土耳其旅。

坚持战斗
肚子打穿肠子流出，他把肠子塞回去

1952年10月，也就是蒋诚入党四个月
后，他与战友们迎来了永生难忘的上甘岭战
役。正是在这场震惊世界的战役中，他获得
了一个中国军人的至高荣誉。

1952年10月14日开始，志愿军与“联
合国军”先后投入10余万兵力，对上甘岭这
个仅3.7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展开了历时
43天的反复争夺。

1952年11月1日，12军的部队开始投
入上甘岭。以此为开端，之前的“上甘岭战
斗”升级为“上甘岭战役”。

彼时，上甘岭负责第一阶段战斗的志愿
军第15军45师，已在短短半月的血战中拼
光5600余人，全师27个步兵连有16个是被
打光后重建的。

蒋诚的三子蒋明辉回忆，父亲壮年时极
少主动提及那场战争，反而是在神智、口齿都
不太清的最近几年，经常唠叨大家都听不懂
的战场情况。

英雄老去，青史犹存。12军战史清楚
地记载，11月8日，蒋诚所在的32团到达上
甘岭，旋即被上级要求3天准备，11日发动
反攻。

彼时，上甘岭最重要的537.7高地已陷
入最危急境地，该高地4个连日夜血战后，
仅剩24人退守7号坑道，并且连续11天断
水断粮。

蒋诚所在的32团，就是在这千钧一发之
际，冲上了朝鲜战场最危险的火线。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就在这场事关
整个朝鲜战局走向的残酷战役中，蒋诚创下
了不世奇功。

“1架敌机要轰炸我们，它冲下来，我就
打它的头；它飞过去，我就打它的尾巴……”
两年前，当时神智、口齿已不清的蒋诚，说到
击落敌机的细节时，却表达得异常清晰。

蒋诚回忆，突遭敌机轰炸时，战友们都在
紧急寻找掩蔽处，他扛着机枪跳进了一处深
坑。“我站在坑底，把机枪架在坑上头，就开始
打，也不管打不打得到。”老人的双手不停颤

抖着、比划着，那一刻他的眼神无比闪亮。
比蒋诚回忆更具说服力的，是他一等功

立功受奖的说明：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于上甘岭战役中，配

合反击坚守五三七点七高地战斗里，该同志
发挥了高度的英勇顽强精神，克服了重重困
难，带领班里在严密敌炮封锁下，熟练地掌握
了技术……击落敌机一架……”

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份立功受奖说明里，
还详细记载了连他亲人都不知晓的辉煌战
果：“以重机枪歼敌四百余名，击毁敌重机枪
一挺，有力地压制了敌火力点，封锁了敌运输
道路……”

即便相隔半个多世纪，从这份泛黄的立
功受奖说明的字里行间中，仍能感受到那场
战役的惨烈。

事实上，正是在这场战斗中，蒋诚遭遇了
前所未有的重伤。

“他原来说过，肚子被打穿，肠子流出来
了，他就自己把肠子塞进肚子去，还要打！”蒋
诚的老伴陈明秀说。

蒋诚的右腹部，有一道6厘米的深凹进
去的伤疤。无法想象蒋诚在腹部出现开放
性伤口，肠子都流出来的情况下，是以怎样
的坚毅把肠子塞回体内；又是以怎样的坚
毅，裹伤再战。

但他的立功受奖说明，证实了这一惊天
动地的细节：“……身负重伤，还不愿下火线，
配合步兵完成了任务，对战斗胜利起了重大
作用。”

这也意味着，裹伤再战的蒋诚，继续战斗
至“配合步兵完成了任务”。

此役毕，蒋诚被授予一等功，通令嘉奖。

深藏功名
隐于乡野劳作30多年，奉献自己的余热

1953年12月，一等功臣蒋诚有了一个
新身份：志愿军第12军31师92团1营机枪
连班长。

随着朝鲜战事结束，1954年，在朝鲜战
场征战4年的蒋诚随部回国。

据重庆日报记者查找，浙江省《江山市
志》记载，回国后的31师驻地正是江山市。
因各部营房紧缺，1954年5月，华东军区指
示全军区所属部队尽快着手兴建各自的营
房。

1954年12月，蒋诚因突出的贡献，在这
场轰轰烈烈的营房建设中荣获三等功。

1955年2月10日复员退伍时，蒋诚的行
李中仅有1套便衣、1双鞋袜、1条毛巾、1块
肥皂、16尺布票，还有数枚军功章。

“我们只晓得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不晓得
他立过那么厉害的战功！”蒋诚64岁的侄儿
蒋仁先说，对于伯伯曾经的辉煌历史，大家一
无所知。

“爸爸的几个奖章我看过，但都是纪念
章，没看到军功章。”蒋诚的儿子蒋明辉如
是说。

即便重庆日报记者穷尽各种可能全力搜
寻，但关于蒋诚从1955年2月退伍到1964
年4月这近十年的履历，皆属空白。

“就是当农民呗。”陈明秀一语道破。
原来，复员回乡的蒋诚，根本没找过相关

部门，完全以一个普通农民身份务农，闲暇时
参与修建铁路等。

“爸爸性格好，话很少，总是沉默，不与人
争。”蒋明辉幼时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像山一
般沉默。

直到1964年 4月，蒋诚因为有一手蚕
桑养殖好技术，临时到隆兴乡从事蚕桑相
关工作。这份临时性的工作，他一干又是
24年。

就这样，一位共和国一等功臣，以最朴实
的方式，于乡野之中静静地劳作，奉献自己的
余热。

不忘初心
带领村民修乡道，没漏缴过一次党费

假如没有1988年偶然的一件事，蒋诚估
计会和乡亲们一样，默默走完自己的一生。

1988年，原合川师范学校校长王爵英负
责修撰《合川县志》时，偶然发现一份《革命军
人立功喜报》。

喜报载明：“贵府蒋诚同志在上甘岭战役
中，创立功绩，业经批准记一等功一次，除按
功给奖外，特此报喜。恭贺蒋诚同志为人民
立功，全家光荣。”

但这份《革命军人立功喜报》“备考”一
栏，却被注明“由八区退回，查无此人”。

王爵英查看投送地址，发现写着“四川省
合川县四区兴隆乡南亚村”。

巧的是，当时的合川恰恰既有隆兴乡也
有兴隆乡；更巧的是，王爵英还是蒋诚弟弟蒋
启鹏多年前的老师。

“会不会误将‘隆兴乡’写成了‘兴隆
乡’？”王爵英主动联系上蒋启鹏，并与相关单
位核实。

此事随后得到各方验证，默默奉献于乡
野30多年的蒋诚，正是在上甘岭战役中立下
奇功的一等功臣。

随着这份《革命军人立功喜报》的出现，
蒋诚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合川县人民政府在
1988年9月23日签发的通知，这份通知名为
《关于蒋诚同志收回县蚕桑站为工人享受全
民职工待遇的通知》。

以一级县政府直接对一名老兵签发关于
工作待遇的通知，实属罕见。

从1952年11月在上甘岭战役中立下一
等功，到1988年9月成为全民职工，中间间隔
了整整36年。就在成为全民职工的那个
月，蒋诚年满60岁零8个月，超过了退休
年龄。

36年间，蒋诚没有向任何一级组
织透露过自己的辉煌战功，也没有找
任何一级组织提出安排工作的要
求，只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默
默劳作。期间，他还主动请缨牵
头带领村民修乡道。

“直到蒋诚神智不清前，只要
身体允许，他没漏缴过一次党
费，没缺席过一次组织生活。”合
川区农业农村委离退休第一支
部书记、现年72岁的易志坚感
慨：“英雄就是英雄，放在哪里都
不褪色！”

如今93岁高龄的蒋诚，已
记不住包括儿子在内的任何亲
人，但每当电视里响起“雄赳赳
气昂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歌》时，老人浑浊的眼睛里仍会
闪烁出不一样的光彩。

英雄老去，传奇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