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普陀区东港海印路426号 问询电话：0580-38055763805901 邮政编码：316100 广告招商热线：13506600070 印刷：舟山海印印业有限公司 本报法律顾问：浙江星岛律师事务所 徐舟波律师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英烈故事

程道健：永不消逝的电波
□周贤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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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道健，江苏淮阴人，

1924年生，生前任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39军司令部通信

科科长。1940年入伍，同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

长、副排长、指导员、连长、通

信参谋、通信科科长等职，先

后参加了建设和巩固苏北抗

日根据地的斗争、辽沈战役、

平津战役及向中南大进军等

战役战斗。1953年 1月在

朝鲜平安北道灵泉面温井遭

敌机轰炸光荣牺牲。

1953年 1月 11日，程

道健入葬辽宁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墓地番号西区四

排七号。

云山战斗
1950年10月，时任第39军117师司

令部通信科科长的程道健，随部队入朝
参战。出国作战面临着通信装备相对落
后、器材数量不足、技术力量缺乏等困
难，通信兵要想方设法来保障通信畅通，
无线电联络工作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起着
关键性作用。

1950年11月1日，当39军在云山地
区将美军骑兵第1师8团包围之后，彭德
怀命令39军竭尽全力将其歼灭，要求其
他各军必须紧紧咬住自己当面之敌，阻
其增援。当时向各军下达命令，如果用
无线电报已来不及，有线电话又不通，只
能用无线电话与各军指挥员通话。完全
用暗语说不明白，用明语又怕泄密，遂采
用打哑谜的方法下达彭德怀的命令，达
到了对部队番号及地名的保密目的。当
时各军指挥员接到命令后立即执行，原
定总攻时间为11月1日19时30分，但到
了当日下午，前线观察员突然报告，美军
有逃跑迹象。39军指挥所决定把总攻时
间提前至 17时，通信科迅速与各师联
系。正是程道健他们力保通信畅通，才
使得各师调整迅速，有力地保证了39军
对美军骑兵第1师8团实施围歼。

云山战斗共毙伤俘敌2000余人，其
中美军1800余人，缴获飞机4架，击落飞
机3架，击毁和缴获坦克、汽车和各种火
炮，还缴获大批食品、通信器材等物资，
打击了号称“王牌军”的美骑兵第1师的
嚣张气焰。

横城大捷
1951年1月27日，在第四次战役横

城战斗中，117师奉命配属42军，担负迂
回穿插任务。2月11日17时，部队由儿
柴里出发，程道健要求部队前进中以运
动通信保障指挥。夜间战斗，规定全师
干部战士左臂系白毛巾，使用特别口令，
沿途不断设置路标，引导部队前进，同时
无线电保持全时守听。23时许，师指进
至琴岱里，发现前卫351团走错了路，程
道健立即派2名骑兵通信员向北追至石
子洞附近，将该团追回。师首长随即调
整了349团、350团穿插部署，程道健即令

无线电台做好开机联络准备，并立即派
骑兵通信员向各团传达首长命令，保证
了部队按首长决心继续穿插前进。

12日2时，师指到达指定位置。程道
健迅速组织开设通信枢纽，按分工派出
干部率领架设人员，架设通向各团的线
路。与此同时，程道健又组织电台人员，
迅速与各方向沟通联络，并构建了电台
掩蔽部。3时许，有线电、无线电通信全
部畅通。6时30分，各团到达指定位置，
一场突围与反突围战斗随后展开。敌人
向351团2营发起猛烈冲击，团部通往该
营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团首长与2营失去
联系。程道健知道情况后，急速命令电
话班副班长池宣新组织查修。池宣新负
伤后，忍着剧痛顽强爬行查线，并用双手
紧握两端线头用自己的身体接通线路，
保障了团首长对2营的指挥。

13时，117师将南逃的南朝鲜军第8
师和美军第2师9团残敌压缩在夏日与
鹤谷里之间的狭长地段。师令各团坚守
阵地，堵住突围之敌，待黄昏后发起总
攻。为搞好通信保障，程道健决定在围
歼残敌时，除用无线电保障战斗指挥外，

还要保持有线电的畅通，必要时运用运
动、简易通信进行配合保障。正是这些
联畅的通信，确保了横城战斗的大捷。

此战，117师共歼灭美军第2师9团2
个步兵营、1个榴弹炮兵营和南朝鲜军第
8师近2个团，毙伤敌850余人，俘敌2500
余人，创下了抗美援朝战场上一个师在
一次战斗中俘敌最多的战例。

坑道通信
记者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通信部部长崔伦撰写的《忆抗美援朝战
争的通信保障》一文中还看到这样一组
数据：“在第二次战役中，39军军、师之间
在战役期间共架设线路238公里，形成了
4条干线，使该军在3次转移中均与‘志司
’及各师保持了顺畅的联络。”由此可见，
程道健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所付出的努
力。

崔伦还记述了一个发生在坑道里的
通信故事。1952年五六月间，117师在
190.8高地战斗中创造出了奇迹般的坑
道通信经验。当时敌我双方反复争夺该

高地，117师一个班的战斗人员被围困在
坑道内。后面部队以为坑道内已没有我
们的人，不准备夺取该阵地。这个班带
有一部步话机，正当大家情绪低落时，步
话机员徐福才沉着勇敢地说：“你们不要
急，我想办法与上面联络。”于是，他将天
线埋入地下，不出坑道，竟与上级联络上
了。后面部队立即反击，夺回了阵地，救
出了被困人员。

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得知此情况后，
派车将有关人员接来，专门召开了座谈
会，写出专题总结立即发给各军、师遵照
执行。当时通信处的同志也不理解为什
么在坑道内天线埋地能沟通联络，就打
电话到北京向技术专家请教，开始的答
复是“这根本不可能”，等到前线已推广
此经验时，又得到答复“这是电波利用坑
道口部的反射作用”。可见认识来源于
实践。

1952年12月，程道健调任39军司令
部通信科科长。1953年1月3日10时，美
军8架战斗机对39军机关、直属队及其
附近村庄进行轮番空袭，轰炸持续近两
个小时，程道健不幸中弹牺牲。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App”学习平台）

步话机员与上级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