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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升宣，1928 年出生于山
东省莒南县，1943 年入伍。进
入八路军山东军区陈家老窝卫
生 学 校 学 医 ，结 业 后 当 卫 生
员。他认真钻研医术，勤勤恳
恳，工作十分出色。1945年，滨
海军区授予他“模范卫生员”称
号。陈升宣1945年7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同年10月，担任第四
野战军1纵1师军医。1947年6
月，在四平攻坚战中，他冒着生
命危险到前线抢救伤员，肩部和
大腿被炸伤，但他强忍伤口疼

痛，连续救活受重伤的战士20多
名，并从负伤战士的身体中取出
50 多颗子弹头和20 多枚弹片，
师部给他记大功一次。

1950 年，陈升宣随部队入
朝作战，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38 军 112 师 334 团医师兼助理
员。同年在朝鲜熙川战斗中，
他到前线背伤员，救护战士，
立大功一次。1951 年 9 月 10
日在朝鲜三所里抢救伤员时，
被 敌 机 炸 成 重 伤 ，经 抢 救 无
效壮烈牺牲，年仅 23 岁。

攻坚战模范卫生员、革命烈士 陈升宣

说来也巧，2002年11月初，来吴忱海家
乡庄河市接兵的部队，正是董存瑞生前所
在团。吴忱海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做出
了到“董存瑞团”当兵的决定。12 月 11 日
上午，18岁的吴忱海胸戴大红花，告别了父
母和亲朋好友，与同乡的50名战友，从大连
火车站乘坐开往延吉的“绿皮车”，当天晚
上就来到了驻防在吉林省延吉市的“董存
瑞团”。

在部队大院下车后，高大的英雄董存
瑞塑像，立刻映入了吴忱海的眼帘，此刻的
吴忱海心情格外地激动，“当兵就当董存
瑞”，这是他当时最朴素、最直接的想法。

让吴忱海没想到的是，新兵班长是“董
存瑞班”的副班长左德斌。班长经常在课
余时间向新兵们宣讲董存瑞的事迹，并说

“董存瑞班”每年都要补充两名新兵，但标

准是非常严格的，凡进入“董存瑞班”的新
兵，都必须经过团政治处的考核，各科目成
绩优异者方可进入。

新兵班长的一席话，在吴忱海的心中
泛起了波澜，他把进入“董存瑞班”作为新
兵训练的唯一目标。于是，吴忱海拿出了

“吃奶”的劲，投入到了各科目的训练中。
由于当时吴忱海的身体十分瘦弱，体重还
不足100斤，还没等吴忱海完全适应部队的
生活，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就结束了。在新
兵结业考核时，吴忱海的各项训练成绩被
评定为中等水平。

2003年3月中旬，新兵下连后吴忱海被
分到了“董存瑞连”二班，虽然没有实现进
入到“董存瑞班”的目标，但终究还是来到
了“董存瑞连”当兵，这对吴忱海来说也是
一种莫大的安慰。

新兵下连后，在分配专业训练时，吴忱
海遇到了当兵后的第一次挑战。一般情况
下，新兵的第一年专业训练，大多是炮手专
业，负责装填炮弹。可吴忱海虽然有 1 米
73的身高，但体重不到100斤，面对130多
斤重的火箭炮弹，他根本举不起来，班里的
战友没有一个能与他组成对子一起装填炮
弹。所以，连里只好让吴忱海进行瞄准手
的专业训练。

吴忱海入伍后，始终牢记老班长董存
瑞“打狼要有真本领”的豪言壮语，在训练
上必须站排头、当标兵，以实际行动向老班
长汇报。为此，他给自己立下了“宁肯掉一
层皮，也要夺一面旗”的目标。

为了不拉全连训练的后腿，吴忱海唯
一的办法就是加班加点地训练。每天早上
他都要提前一个小时起床，第一个来到训
练场地。火炮方向盘的操作，在5分钟内转
600圈，才能完成750密位的一个周期。一
个小时训练下来，就得打方向盘 7200 圈。
瘦弱的吴忱海手臂都练肿了，严重时连抬
手臂都很困难，但吴忱海硬是咬牙挺过来
了。在团里组织的单兵结业考核时，吴忱
海获得瞄准手专业第四名，是全团唯一一
名新兵瞄准手，受到团里通报表彰的战士。

由于吴忱海的突出表现，连队党支部
于 2003 年 9 月，把吴忱海调整到“董存瑞
班”工作。连队这一决定，终于让吴忱海实
现了在“董存瑞班”当兵的愿望。针对自己
体能较弱的不足，吴忱海在班长胡阳的指
导下，开始了强化体能的重点训练。早上
四点吴忱海就已经到达了训练场，开始了
一天的体能训练，别人跑 5 公里，他就跑 8
公里，别人轻装跑，他就绑上沙袋跑，功夫
不负苦心人，经过半年时间的刻苦锻炼，吴
忱海的身体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2003年11月，吴忱海被连队党支部任
命为“董存瑞班”副班长。经过一年时间的
摸爬滚打，此时的吴忱海已练就了一身火
炮专业的硬功夫。在旅里组织的“存瑞杯”
比武竞赛中，吴忱海打破了瞄准手赋予射
向的记录，用时仅为三秒，这个成绩到现在
仍没有人突破。

2004年11月，吴忱海被连队党支部任
命为二班班长，当年他是同届兵中唯一一
个上等兵担任班长职务的人。

2006年9月，时任“董存瑞班”班长的徐
鸣，被部队保送到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
学习。经过全旅的考核、测评、选拔，吴忱

海被旅党委任命为第 41 任“董存瑞班”
班长。

上任后的吴忱海，把全班战友带到董
存瑞的塑像前，举起右拳高声呼道：“我是
第41任‘董存瑞班’班长吴忱海，请老班长
放心，今天我接过了班长的旗帜，一定将

‘董存瑞班’的大旗高高举起，带领全班战
友再创佳绩，为老班长增光添彩！”

2007年7月，沈阳军区组织成建制炮兵
连大比武，这是师改旅以后的第一次军区
级的大比武。旅里抽调了三个连队做重点
准备，“董存瑞连”是其中之一。这既是一
次机会又是一次挑战，全连官兵心里都憋
着一股劲，如果真的被抽中参加比武，一定
不能给老班长丢脸。

吴忱海在全班提出了“一个党员一面
旗，一个党员一道岗，一个党员一对红”的
口号，不但为训练注入了活力，还让不少战
士成了训练尖子。“董存瑞班”在吴忱海的
带领下，疯狂地展开了比武科目的训练，衣
服磨破了，鞋子磨烂了，每次训练回来，身
上的衣服都是一片白色的汗碱。

在炮兵旅组织的最后一次整建制连的
重装五公里考核中，三个连队全副武装，都
被拉到科尔沁草原深处的陌生地域。在出
发前，连长组织呼点老班长“董存瑞”，全连
高呼：“到”，由吴忱海呼喊道：“董存瑞是我
们的老班长，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壮烈地
牺牲了，让我们踏着英雄的足迹！”全连高
呼：“奋勇前进”。

“董存瑞连”官兵的热血都被点燃了，
随着作训科长一声“开始”的口令，吴忱海
立刻带领“董存瑞班”向着终点奋勇冲去，
途中吴忱海的脚扭了一下，当时他也没在
意（事后肿得像个大馒头），扛着连旗始终
在前面领跑，最后吴忱海以破纪录的时间
勇夺第一名。年底，吴忱海被评为“优秀士
兵标兵”，荣立二等功一次。

2008年9月，吴忱海被部队保送到石家
庄机械化步兵学院上学。2010年7月，结束
军校生活后，吴忱海回到老部队先后被组
织任命为排长、副连长、政治指导员等职。
2020年5月，吴忱海转业回到原籍辽宁省庄
河市，被组织分配到庄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工作。

吴忱海在17年半的军旅生涯中，既有
很多的付出，但也有不少的收获：他曾获得
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2007年被驻地评
为“延吉市十大杰出青年”。

自加压力 敢于争先
——记第四十一任“董存瑞班”班长吴忱海

吕景成

吴忱海，辽宁省庄
河市人。2002年8月，
“董存瑞连”在辽宁省庄
河市黑岛镇中学驻训。
“董存瑞班”战士以良好
的形象和过硬的素质，
在短短一星期内，就使
“董存瑞班”的名字在黑
岛镇家喻户晓。吴忱海
是7月份刚刚从这所中
学毕业的学生，“董存瑞
班”的事迹和良好的形
象，深深地影响着吴忱
海的人生选择。他暗下
决心一定要参军，像董
存瑞那样以自己的青春
年华报效祖国。

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国民党除驻守重要
战略据点的正规军外，还普遍成立了治安军、警
察局（所）和自卫团。治安军也称省防军，是国
民党的省级地方部队，主要由叛军和土匪组成，
汉奸、特务和土匪头子是其中的骨干。县设警
察局，大的乡镇设警察分局，村设警察分（派出）
所，伪满时期的警察全部留用。自卫团则是县、
乡、保掌握的地主武装，又称大团、大队、大牌武
装、保安大队、保安队、自卫队、清剿队等，受当
地警察局、警察分局、警察大队指挥。

除了这些军队和地方武装外，国民党还建立
了严密的特务组织。监视、跟踪、暗杀，是国民党
一贯的特务统治方式。早在1946年3月13日苏
联红军撤出四平回国时，国民党特务就绑架杀害
了年仅26岁的四平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于树中。

长春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中枢，除保密局、

中统、国防部第二厅等特务组织外，还成立了吉
林省政工大队、长春市政工大队、吉黑人民义勇
总队、大学学运组等40余个特务组织，还有各级
同乡会、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伤员建设协
进会、东北建设协进会等特务外围组织，形成了
密布长春的特务网。1948年4月，为严防军政要
员投奔解放军，国民党又在长春成立了“长春党
政军特种联合汇报秘书处”，简称“特密处”，由
国民党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吉林省政府主席郑洞
国任主任，其他军统、中统的特务头子任副主
任。这是国民党在吉林省的最高特务组织。它
的权限极大，且非常隐蔽，凡国民党上校（军政
界）以上要员有“越轨行为者”，经郑洞国签字，
即可由军警联合督察处逮捕、关押和处决。

国民党在农村的特务组织有两种，一种是
普遍性的，强迫每户农民通过保甲组织轮流送

情报。老百姓嫌麻烦并且要谋生活，多是每屯
雇一人到两人为谍报员应付局面。另一种是职
业特务，由县里直接派出。

国民党在城乡的基层政权基本延续伪满时
期的保甲制度，并实行连坐法。10―30 户为一
甲，设甲长；10―30 甲为一保，设保长；一户犯
法，全甲连坐。要求一切住户都要入保甲，连寺
庙都不能幸免。城市居民临时户口必须由甲内
原来居民予以“联保”。机关、法团、教员、学生
分别以10人为一联保单位。甚至在国民党军队
内部也实行联保，规定“排连以上官佐士兵以10
人为编制，分别互相联保”。

国民党还以各种借口大肆抓捕无辜百姓。
国民党怀德县政府就在全县进行过多次搜捕所
谓的“八路军探子”的统一行动。在1946年7月
中旬的一次抓捕行动中，公主岭、范家屯两地由

军警联合进行清查，结果将20余名所谓的“八路
军探子”嫌疑人全部送到拘留所关押审查。同
年 9 月，怀德县警察局和当地国民党七十一军
第八十八师再次联合清查户口，又抓获所谓“八
路军探子”嫌疑人员30余人，施以酷刑，有的致

残，有3人因伤重医治无效死亡。同年11月，公
主岭军警联合稽查队抓捕一名从吉林地区来的

“八路军探子”，对其灌凉水、压杠子，在酷刑之
下，该人承认是东北民主联军侦察员，最后被杀
害。 （未完待续）

周健，1919年2月出生于辽宁省西丰县。1937
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十七岁的他毅然离开家乡，投
奔延安，入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毕业后，党组织派
他去山西，在晋西北区党委任宣传干事。后调晋绥
地区，历任临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晋绥地
委党校主任，三分区贸易局政治协理员等职。1938
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9月26日，我党来到东北接收伪四平省
政府，成立辽北省民主政府。中共辽北省工委、省政
府决定派周健接收梨树政权。10月中旬，周健带领
警卫员李有贵从四平来到梨树。首先以省政府的名
义，接见了时任伪公安局长的许文庭，并同许文庭一
起到伪县长崔宝山处打招呼，责令伪县长崔宝山不
日交出政权。随后将许文庭扣押。

将许文庭扣押在军区司令部。让他下令缴械，
梨树城里 800 左右人和小城子、榆树台等地敌人
都缴了枪，仅有 50 余人越城逃跑。崔宝山也畏
罪潜逃。在梨树城召开有 100 余人参加的参议
会，选举县长，使人民政府选举合法化，周健被
选任县长。

党派到梨树的干部沈亚纲、马庚、吴丕恩、刘启
新等到达梨树后，组建了中共梨树县委、县政府和北
部各区政府，成立了县武装大队和各区区中队。周
健兼任县武装大队政委。

1946年4月18日，四平城区保卫战正式打响，在
县委书记沈亚纲和县长周健的领导下，梨树全县人
民全力以赴，出民夫、大车、向导，保证了20万军队
的后勤供应。

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县委、县政
府以孤家子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梨树县委、县
政府按照上级指示分三路北撤。周健指挥中路，率
领县委、县政府、公安局、县武装大队和城区机关，向
榆树台撤离，后安全撤至长岭县新集场。周健、沈
洋、郝正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区不离区、县不离县”
的指示，组织四个武工队回伸梨树，开展游击战争，
坐镇指挥。但回伸受挫，沈洋和韩道良等同志壮烈
牺牲。周健向地委报告，把队伍撤回双辽境内整顿。

6月20日经省委决定撤销梨树建制。6月24日
调周健到省委。省委派周健去开通县任县委书记兼
县长，后转昌北县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建国以后，历任辽宁省四平市委书记兼市长，辽
宁省委工业部办公室主任、处长，吉林化工建设公司
副经理，一零二厂副厂长，化工部北京化工设计院党
委书记、院长，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冶化局局长，
四川省化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四川省化工厅顾
问等职。

1985年12月离职休养。2012年12月5日在四
川成都逝世，享年94岁。

梨树县第一任政府县长
周健
魏晓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