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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之际，中央军委 7 月 27 日在
北京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
荣誉称号仪式。每一枚勋章背后
都有一个个可歌可泣、无私奉献、
忠诚报国的故事。大同日报新媒
体专题团队就在“八一”建军节前

夕，前往一位 90 岁高龄的老军人家
里，听他讲述那些勋章背后的动人
故事。7 月 31 日，大同日报融媒微
信公众号推出《四次战功、五次重
伤，这些勋章背后的故事…》一文，
以勋章为线索，带领网友追寻一位
老军人的光辉足迹。

红骨顶鸡，虽说它的名字中带着
“鸡”，也长着尖尖的“鸡嘴”，但它属
于鹤形目秧鸡科，与鸡有着不小的差
别。由于这种鸟类头部长有额甲，它
们的幼崽刚孵化出来的时候都会“谢
顶”，活脱脱一个“地中海”发型。夹
杂着红色或黄色绒毛，大脑门儿看得
清清楚楚，在现在这个人人珍重头发
的时代，幼鸟一出生就会“谢顶”，非
常有趣。

幼年时期就幼年时期就““谢顶谢顶”？”？
红骨顶鸡不是红骨顶鸡不是““鸡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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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裁缝当过裁缝、、当过厨子的当过厨子的
王富住在西史宅王富住在西史宅33号院号院

1973年，王琛在西史宅 3号院出
生。那是个一进院，旁边院子是个幼
儿园。他听爷爷说，他家原来不在西
史宅住，住在城南边。王琛的爷爷是
个大胖子，叫王富，据说体重有二百
多斤，当过裁缝、当过厨子，后来到肉
铺卖肉。王富当年上班卖肉的铺子
——国营大南街肉食门市部，就在鼓
楼的西北角，往右一转即是鼓楼西
街，离他家很近很近。

胸前勋章，讲述老兵的峥嵘岁月

71 年 前 ，一 群 最 可 爱 的 人 跨 过 鸭 绿
江，奔赴朝鲜战场，赢得了那场被历史铭记
的 战 争 ，而 这 其 中 就 有 现 居 大 同 的 王 玉
龙。记者经过多方联系，寻访到王玉龙家
中。他居住的房间不大，布置简单，非常简
朴，让人很难想象他已向社会捐献出个人
财产 62.5 万元用于公益事业。王玉龙虽年
事已高，但身着军装的他依旧精神矍铄、荣
光焕发。聊起胸前的军功章，回忆起自己
在朝鲜战场上的那段经历，他满是感慨：

“我胸前的勋章，是替那些牺牲的战友戴
的，我也替他们见证了抗美援朝的胜利、祖
国的飞速发展，以及今天的美好生活。我
也替他们把我军的优良传统、革命先烈故
事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永远铭记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身 为 侦 察 兵 的 王 玉 龙 多 次 潜 入 敌
后，他和战友化妆成朝鲜老百姓，越
过敌人的炮火封锁区，侦察敌军阵
地布置及射击孔位，凭借着过硬的
侦察本领和临场应变能力，圆满完
成任务并胜利归队。通过他们带回

来的情报，志愿军精准摧毁敌炮阵地、爆破
暗堡火力点，有效削减了敌方战斗力。在
守卫临津江大桥作战中王玉龙连立四次战
功，但他发扬革命传统，三次将荣誉让给战
友。战场上结下的战友情，成了他日后多
方寻找战友的巨大动力。

“上了战场后，战友们从来没有考虑过
个人，一切都是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
说到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友，王玉龙显得
有些激动，谈及他被班长和不知名的战友
救下的经历，不禁潸然泪下，“谁救的我，不
知道！是战友，他的名字就是‘战友’”。7
年的战斗生涯里，王玉龙光重伤就有五次，
数次逃过“鬼门关”的他以一腔热血回报战
友、回报祖国。

本报记者 解思晖

——《四次战功、五次重伤，这些勋章背后的故事…》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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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年代，依旧发光发热

1956 年，王玉龙转业到大同铁路分局，
开启了新的工作和生活。离休后他自筹资
金，以高龄之身四处奔走寻找战友，足迹遍
布山西、浙江、新疆、甘肃等省市自治区，行
程达 6 万多公里。截至目前，已经找到 15
位战友或战友的亲属。

战火褪去，他仍然不
忘把革命精神传承下去。
利用闲暇时间，王玉龙撰
写了 10 本书籍，内容包括
回忆录、诗集等，并将书籍
无偿赠送给驻地部队、大
同 中 小 学 校 等 单 位 。 近
30 年来，他还经常到党政
机关、部队、学校讲红色故
事 、革 命 传 统 ，被 全 国 17
个省市自治区邀请参加革
命传统教育讲座达 180 多
场，曾获得“感动山西国防
动员新闻人物”“山西省关
心 下 一 代 最 美 五 老 爱 心

奖”、大同市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等多项
荣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代最可爱的
人，不仅在战场上谱写了动人的乐章，更在
和平年代为我们塑造了“披肝沥胆为人民、
无私奉献映初心”的时代楷模。

勋章背后的故事

王玉龙，1933 年生于甘肃敦
煌，1949 年在兰州参加中国人民
解放军，随第一野战军第九师侦
察 连 参 加 了 西 北 地 区 的 战 斗 ，
1952 年赴朝参战，1956 年转业至
大同铁路分局，1994 年离休，后
一直从事公益事业，为下一代讲
述革命故事。

王玉龙在抗美援朝时的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