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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元路（1926—1952），晋城市泽州县人，解
放运城特等功臣。被授予“钢铁勇士”“全国战斗
英雄”等荣誉称号，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军
一七九师五三七团三营七连连长，1952 年 11 月
在朝鲜文登川战斗中牺牲，年仅 26岁。

车元路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
哥哥被阎锡山的部队抓去当兵，不到一年就死
在战场上。从 10 岁起，车元路就开始给地主放
羊，吃不饱、穿不暖，整天挨打受气，生活艰辛。

1946 年，车元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
军还不到一年，他就在解放曲沃
的战斗中，只身俘获国民党军队
上校团长武艺瑛。

1947 年 12 月，他参加了“三
打运城”战役。

1947 年 12 月 17 日 ，我 军 在
司令员王新亭、政委王震的率领
下，包围了苟延残喘、蜷缩在运城
的阎锡山和胡宗南残余部队。部
队扫清城外围的明碉暗堡后，包
围了运城。

当时，我军围城部队武器装
备落后。兵临城下时，我军架云梯
强攻，却奈何不得既高又厚的城
墙，屡屡受阻。

指战员们集思广益，最终决
定在北门城墙的墙根下，采用坑
道爆破的办法，打开破城缺口。由
于八纵二十三旅在曲沃攻城作战
中用过坑道爆破战术，有作战经
验，组织决定由这支部队担负作
战任务。

任务下达后，第八纵队二十
三旅六十九团三营七连二排排长
刘明生和车元路等人主动请缨，
组成爆破小组。

当时，车元路还不是党员。执
行任务前，他拿着党费递给党支
部书记说：“我已填写了中国共产
党入党志愿书，请审查我的入党
条件。无论我在战场上牺牲，还是
活着回来，都希望组织能批准我
入 党 ，这 算 是 我 交 的 第 一 笔 党
费。”

北门城墙的爆破行动，事关
攻城全局，团长张国斌对爆破小
组成员进行动员，要求他们一夜
之内完成坑道爆破任务。

12 月 26 日下午，天空飘着雪
花，前线指挥部决定让爆破小组
在老北门瓮城以北，由外壕内沿
向瓮城下挖坑道。

运城城墙高 13 米、厚 8 米，外
侧 3 米处还有一道又宽又深的外
壕。外壕内存有污水，泥泞难行。
外壕外，是一片宽约 50 米的开阔
地，地势平坦，有 3道铁丝网。

是夜，风雪交加，寒气逼人，
排长刘明生带领第一小组，身背
门板，披着湿棉被，携带作业工具
以及与指挥所联络的绳子，在火力的掩护下向
外壕冲去。刚接近铁丝网，刘明生和乔永亮就身
负重伤，被队友抢救回来。李小贵和郭海水抓住
时机，找好位置，开始挖了起来。

半小时过去了，联络绳没有任何响动。见
状，第二小组冲了上去。又过半个小时，联络绳
仍然不动，指战员们心急如焚。这时，敌军似乎
发觉了我军的行动，集中火力，封锁开阔地带。

面对紧急情况，车元路提议：“为避免暴露
目标，不要火力掩护，轻装前进，不披湿棉被，不
背门板。”这个建议得到团领导的首肯后，第三
组即刻出发。

临走时，团长叫住车元路，要他及时报告消
息。三名战士跃入开阔地，敌军的子弹不时在车
元路等战士的头顶飞过，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
火光中，车元路看到联络绳挂在铁丝网上，被炸
成了几截。

钻过铁丝网，就是 6 米多深的外壕。外壕边
沿很陡，又有大雪覆盖，三名战士只好咬住牙，
滑了下去，一屁股跌坐在外壕底部冰冷的泥水
中。

这一声响惊动了敌人，敌军投来一排手榴
弹。三名战士紧缩着身子，贴着壕壁迅速朝前爬
去。他们在冰冷刺骨的泥水里爬着、滚着，过了
一阵，终于同前面出发的两组成员会合。前面出
发的战友已将坑道挖了 2 米多深，但都被敌人
的手榴弹震塌了。那时，有 3 名同志被埋，剩下

的同志虽负伤，但仍在泥浆中艰
难地挖着坑道。

为了避免动静过大招来敌人
的手榴弹，挖坑道时遇到碎石烂
瓦，战士们就用双手刨。刨到最
后，所有战士的手指甲都刨没了，
手上鲜血直流。但是，他们始终牢
记徐向前副司令员在电报中说的

“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指示，坚
定信心要完成坑道任务。城墙上
的敌军还在不时往外壕里扔手榴
弹和手雷，又一位战友被炸牺牲。

车元路和战友们急中生智，
一起用前两组成员带来的门板和
湿被子，在坑道口搭成外棚，再在
上面涂上厚厚的泥巴，既保证敌
军炸不塌坑道，也能起到防护作
用，减少人员伤亡。

为了及时将坑道内的情况向
领导汇报并得到指示，车元路明
知往返外壕十分危险，但还是主
动请缨：“我回去向团长汇报一
下。”

正当张国斌心急如焚时，观
察组报告：“从敌人外壕方向爬过
一个人来！”这个人正是车元路。
他的身上多处负伤，却仍以惊人
的勇气和毅力，忍着疼痛爬了回
来。

车元路向张国斌报告了联络
绳被敌人的炮火炸断的情况。他
说：“深入外壕的同志们，正在奋
不顾身地挖掘坑道，不完成任务
决不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大家
十分振奋。

张国斌赶忙把水壶递给满身
是泥雪、冰碴、鲜血的车元路，并
叫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车元路
急忙回应：“不要紧，没伤着骨头，
我还能继续战斗！”

当时，只有他熟悉前方情况，
派他回到外壕传达下一步指示最
合适。为此，车元路冒着敌人的火
力封锁，在外壕和指挥所间，一夜
往返 6次，汇报情况，传达指示。

城墙上的敌人发觉有人在外
壕附近穿梭，就连番扔手榴弹。车
元路在枪林弹雨中穿行，顺利完
成了任务。

经过彻夜努力，外壕内的战
士们终于在 27 日拂晓前，挖出了一条长 5.5 米、
高 1.6 米的坑道和一间可容纳 3000 公斤炸药的
放药室。他们还在通往阵地的开阔地上，挖出一
个避弹坑。

12 月 27 日下午，总攻开始。在一声巨响中，
运城城墙被炸开了，攻城部队从炸开的城墙缺
口处涌入城内。12月 28日凌晨，运城解放。

参与这次爆破行动的 10 名成员，有 2 名身
受重伤、3 名被埋、1 名被炸牺牲。车元路在这次
战斗中荣立特等功。运城战役后，车元路光荣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 年 3 月，车元路赴朝鲜作战，在朝鲜东
部鱼隐山壮烈牺牲。

车元路一生中经历了 20 多次战斗，屡创杀
敌奇功，分别荣立特等功、一等功各两次，并先
后被授予“钢铁勇士”“全国战斗英雄”等荣誉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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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毅民（1917—1947），万荣
县光华乡贵兰村人，1937 年参
加革命，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是久经考验的军政双全的指
挥员。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决死
纵队九团转战太行、太岳，为根
据地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
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决死纵队九
团一营教导员、八纵二十三旅六
十 九 团 政 治 处 主 任 等 职 。1947
年 12 月，他在运城战役中牺牲，
年仅 30岁。

丁毅民虽是政工干部，但在
战斗中总是随突击队冲锋陷阵，
以实际行动激励全体指战员。

丁毅民担任八纵二十三旅
六十九团政治处主任后，经常深
入连队，紧密结合党的指示和部
队的实际，生动活泼地做思想政
治工作，使部队保持高昂士气和
旺盛斗志。他常说：“榜样的作用
是巨大的，如果不抓典型、不运
用典型，政治工作就没有生气。”

1947 年 6 月 4 日，在攻克襄
陵城的战斗中，战斗英雄申秉钧
率领九连迅速出击，仅用 5 分钟
就冲上城头并占领南城门楼。申
秉钧指挥尖刀排向东发展，不断
扩大突破口。战斗中，他的头部
被敌人的弹片击中，但坚持不下
火线，顽强指挥战斗，直至后续
部队涌进城内将敌人全歼。最终
申秉钧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

战斗结束后，同志们都为申

秉钧的牺牲而感到难过，九连的
同志更是悲痛欲绝，连饭都吃不
下。丁毅民得知后，当日赶往九
连看望同志们，号召大家向申秉
钧连长学习，发扬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杀敌立功。在丁毅民激励
下，九连的干部战士深受鼓舞，
决心化悲痛为力量，获取新胜
利，悼念老连长。随后，丁毅民连
夜起草了一篇题为《争取第二
功》的文章，歌颂申秉钧同志的
英雄事迹。之后，旅党委授予九
连“申秉钧连”的光荣称号。

运城战役前夕，丁毅民在团
英模代表大会上，鼓励同志们在
解放运城的战役中，争当杀敌英
雄，在全团掀起了“打运城、立新
功、开展杀敌百名”的热潮。

1947 年 12 月 27 日下午，我
军即将对运城发起总攻。丁毅民
赶回前沿指挥所，检查总攻前的
各项准备工作。

天刚黑，运城总攻开始了。
在炮火的袭击下，运城老北门一
带的城头上浓烟滚滚、火光冲
天。硝烟中不断飞起砖头、泥块
和匪军的残尸断枪。六十九团二
营和六十七团二营的勇士们冒
着飞落下来的砖头、土块，踏着
敌人的尸体，迅速登上城头。团
长张国斌、副政委蔡剑桥也随突
击队冲上城头。激烈炮火引燃了
老北门的建筑物，风助火势，城
头一片火海。张国斌团长命令五

连和三连协同六十七团二营迅
速向两侧发展，巩固扩大突破
口，自己带着主力军向城内挺
进。这时，敌军反扑，突击营的勇
士们与敌军短兵相接、英勇拼
杀，多次打退敌人的反扑，但军
队伤亡也很大。

后续部队被敌人密集的火
力封锁冲不上去，而敌人又从多
方面紧急增援，战斗更加激烈，
坚守在突破口的五连伤亡越来
越大。僵持中，突破口被敌人封
闭，情况十分紧急。在此危急时
刻，王新亭司令员冒着敌人的炮
火来到旅指挥所，对黄定基旅长
和肖新春政委说：“问题的严重
性你们是知道的，眼下要迅速组
织突击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打开
突破口。”并下达命令：“立即采
取多路攻城，以分散敌人在突破
口上的火力和兵力。”

黄旅长和肖政委深知这次
行动至关重要。黄旅长对三营的
部队说：“现在的任务就是重新
打开突破口。这是解放运城的关
键。张团长和一营正在城内与敌
军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进
去！”三营的干部和战士快速行
动，纷纷脱掉棉衣、打紧裹腿，带
足弹药，隐蔽在距城墙 80 多米
的交通沟里等待命令。

在我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
敌军的火力逐渐减弱，七连一排
率先冲上城墙。这时，敌军突然

集中炮火，发起进攻。由于我军
炮兵力量有限、炮弹不足，一批
战士负伤倒下，但没有一人退出
战场。在这危急时刻，丁毅民不
顾个人安危，端起枪冲到突破口
的最高处，指挥突击队带头向前
冲。他高声喊道：“冲啊！冲啊！坚
决打开突破口与团长会合。”在
丁毅民的号召下，突击队的一批
勇士冲了进去。丁毅民仍站在高
处指挥着，并大声高呼：“同志
们！为解放运城勇敢地冲啊！”就
在此时，丁毅民被敌军的炮弹炸
伤倒地，不幸牺牲。

丁毅民牺牲的消息，激起了
指战员对敌军的愤怒和仇恨。

“ 为 丁 主 任 报 仇 ！为 战 友 们 报
仇！”的口号声响彻夜空，震撼城
头。突击营的勇士们一批又一批
地冲上去，用刺刀、手榴弹、机枪
和铁锹与敌人拼死搏斗，突破口
逐渐巩固和扩大。

在城内坚持战斗的团长张
国斌和突击队看到城头的激烈
斗争，率领部队杀了一个回马
枪，合力夹击城头之敌。敌军见
状，四处逃窜。

很快，我军攻占了老北门城
楼。凌晨一时许，后续部队相继
通过突破口涌进城内，以排山倒
海之势，对敌分割包围、猛烈进
攻。二纵队和八纵队协同作战，
当夜歼灭敌军 1.3 万余人。运城
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写文章歌颂英雄事迹 站高处指挥冲锋陷阵

丁毅民：牺牲在总攻突破口

吴芝光（1909—1947），四川
省广元市昭化区卫子镇新荣村
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独四旅十四团
副团长，牺牲于运城战役中。

1947 年 12 月 17 日，西北野
战军第二纵队独四旅由闻喜向
运城开进，参加“三打运城”战
斗。独四旅担任攻打西门至城西
北角的任务，负责扫清城西敌军
第 10、11、12、13 号碉堡。12 月 17
日晚，战斗开始。为攻破城西北
角 13 号大碉堡，独四旅十四团
先后爆破 5 次。12 月 23 日，13 号
大碉堡被炸毁。随后，其余碉堡
接连被摧毁，部队进至西门城
下。

12 月 25 日凌晨，攻击开始，
独四旅第十三团作为攻城的第
一梯队向西门突击。敌军向攻城
部队发起猛烈反击，第一次攻城
受阻。十四团多次对西门发起突
击，却因敌军火力凶猛，接连受
挫，伤亡较大。在第三次突击中，
副团长吴芝光带领十四团一营
突击，不幸被敌人的手榴弹炸

伤，光荣牺牲。
1948 年 1 月 8 日，吴芝光被

安葬在稷山县翟店镇太郝村附
近。独四旅十四团以团长吴子
杰、政委吴鉴群、政治部主任赵
光三及全体指战员的名义，为副
团长吴芝光立起“吴芝光烈士
碑”。

这座纪念碑为青石材质，圆
首方座，碑阳额题“流芳”两字，
碑中题写“人民功臣吴副团长芝
光同志之墓”，碑阴额楷题“纪
功”二字。碑文写道：“芝光同志
系四川广元县人，现年 38 岁，于
1933 年参加红军，1934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军中历任战
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等职。
去年（1946 年）保卫毛主席伟大
任务中，于 8 月升任本团（独四
旅十四团）副团长。他身经雪山
草地，度过一切艰难困苦。坚决
无时不在与敌搏斗，勇敢顽强，
坚决执行党的任务，生活朴素，
与士兵共甘苦，深入踏实，埋头
苦干。为党、为人民积极负责，对
同志直爽坦白，能发扬革命阶级

友爱，颇得全军的拥护。不幸此
次解放运城战役中光荣牺牲，我
等只有踏着你的血迹，完成你未
竟的事业。你的革命精神永垂不
朽，特立此碑。”

在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政治
部编写的《二纵队烈士传·悼吴
芝光同志》一文中说：“虽然他是
副团长，但他的被子始终是一条
粗布，身上从来没有存过半文
钱。韩城战斗中，芝光同志负了
伤，他把自己的负伤费和旅部送
来的慰问费拿出来慰问别的伤
员同志，但自己手中没有一文。
在运城战役前，芝光同志和战士
们日夜不停地在战壕里挖工事、
看地形。他看工事挖得不好，便
自己动手挖。他告诉战士们如何
挖战壕、构筑火力点。在做盖板
边沟时，他指导同志每隔五六米
盖一节，这样既能透光，又能自
己投弹。他还亲自去前线给攻击
部队侦察地形，选择道路。他牺
牲于解放运城的战斗中，为人民
解放事业光荣流下最后一滴血。
全团指战员为了纪念吴芝光，把

他埋葬在稷山县太郝村，并在那
里为他立了纪念碑……”后来，
吴芝光烈士的遗骸从稷山县翟
店镇太郝村被移送至河北省石
家庄市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
葬。

在稷山县稷峰镇下柏村烈
士陵园内，有一处碑亭，其中设
有“吴芝光烈士墓碑”“保卫毛主
席烈士碑”“运城战役烈士碑”三
座石碑。

“保卫毛主席烈士碑”记载
了西北二纵独四旅十四团在运
城战役中牺牲的 200 余名烈士
的姓名、职务和籍贯等内容。“运
城战役烈士碑”记载了西北二纵
独四旅十四团在运城战役中牺
牲的 60 余名烈士的姓名、职务
和籍贯等。

这 200 余名烈士分布于全
国 9 个省，其中，山西籍烈士 163
人、河南籍烈士 32 人、甘肃籍烈
士 28 人、四川籍烈士 22 人、陕西
籍烈士 30 人、山东籍烈士 5 人、
河北籍烈士 5 人、湖南籍烈士 3
人、安徽籍烈士 1人。

侦察地形选择道路 攻城受阻带队突击

吴芝光：为解放运城牺牲

崔红 （1922—1943），女，闻喜县
西官庄人。1942 年担任康 （俊仁） 支
队 七 大 队 的 地 下 情 报 员 ， 1943 年 被
害，牺牲时年仅 21岁。

1922 年，崔红出生在一个贫苦的
农民家庭。少年时，崔红上了两年私
塾，略识文字。

1938 年 春 ， 日 军 占 领 了 闻 喜 县
城。国民党军队在攻打闻喜县城时，
崔红的父亲崔鹤担任民夫，负责抬云
梯 。 他 在 靠 近 城 墙 时 ， 不 幸 中 弹 牺
牲。不久后，日军又烧毁了她家的房
屋。日军的恶行让崔红家破人亡，抗
日复仇的种子在她心中发芽。

1942 年，她自告奋勇为陈青林带
领的抗日游击队——康 （俊仁） 支队
的七大队当起了地下情报员。

当 时 ， 七 大 队 经 常 驻 扎 在 南 宋
村。此后，她开始经常往来于吕庄村
——闻喜县城——南宋村这条地下交
通线上，想尽一切办法递送情报。

当时，与日寇勾结的国民党十七
军贾真一的部队常常出没于城外，特
务们更是四处游动，引得社会动荡不

安，百姓民不聊生。为了隐藏身份，
崔红常常穿上新衣、挎上竹篮，装作
走亲戚的样子，传递情报。有时，她
还带着弟弟为她打掩护。就这样，她
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顺利开展地下工
作。

一次，贾真一的部下程化一带着
官兵到梨凹村骚扰百姓。得知这一消
息后，崔红不顾沿路的危险和个人安
危，连夜赶到游击队驻地南宋村送情
报。

七 大 队 得 到 消 息 后 当 即 出 兵 袭
击，将程化一等人抓获，并缴获了 5
支长枪、1支短枪。

不久后，七大队又一次根据崔红
提 供 的 情 报 ， 在 柴 庄 堡 活 捉 了 “ 贾
部”先遣队的 2 个头目和 4 个警卫。这
些行动引起了贾真一部队的注意。他
们发现了崔红的行踪，在她家周围安
排了暗哨，扬言：“崔红再要去南宋

村，半路定会有人拾掇她！”
崔红发现时常有人在她家门口鬼

鬼祟祟地出没。对此，她毫不畏惧，
一如既往地巧妙周旋，及时为七大队
提供情报。

1943 年农历六月初四，崔红的婆
家要埋葬老人。她正与邻家几个媳妇
在家中蒸馍时，贾真一部队的几个士
兵突然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地将崔红
抓 起 来 ， 押 往 村 外 的 丘 陵 ， 逼 她 认
错。敌军还利诱崔红，让她说出游击
队的情况。崔红怒视敌人说道：“我有
什么错？”敌人大怒，开始殴打她，但
她宁死不屈、绝不低头。最后，敌人
见她宁死也不愿意提供有用情报，便
对她开枪。崔红壮烈牺牲。

噩耗传来，七大队全体指战员万
分悲痛，在驻地南宋村为崔红举行了
追悼会，队长陈青林号召全体指战员
向崔红学习。

不顾安危传递情报 身份暴露宁死不屈

抗日情报员崔红
谭云保（1910—1947），湖北省

孝感县西头村人，1930 年在鄂豫皖
苏区参加红军，1931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参加过鄂豫皖根据地四
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
长征。牺牲时 37岁。

解放战争时期，谭云保任太
岳军区独立二十四旅七十团政委
兼 团 长 。 他 不 畏 艰 险 ， 勇 于 战
斗，是我军模范干部和著名战斗
英雄。

1947 年 3 月，谭云保率领部队
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向晋
南发起攻势。他们以泰山压顶之
势猛扑侯马，腰斩同蒲，继而以
席卷之势横扫汾河南北，直捣秦
晋天险禹门口及咽喉要地风陵渡。

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顺利
夺回 19 座县城，控制了同蒲线南
段赵曲至风陵渡的 200 多公里的地
段，将晋南残敌压迫于运城、安
邑、夏县等几个孤立据点，解放
了 汾 河 下 游 的 广 大 地 区 ， 致 使
蒋、阎军队损兵万余人。

谭云保所部的强大攻势有力
地配合了西北与平汉路解放军的
反攻，奠定了解放军向黄河以南
反攻的基础。

4 月 8 日，七十团在谭云保的
率领下，与七十二团一起奔袭稷
山县城，俘敌 1200 余人。4 月 11
日，他们与七十一团一起攻克万
泉县，俘敌 500 余人。4 月 15 日，
依据作战需要，他们配属太岳三
分区，共同攻克猗氏县城，俘敌
900多人。

猗氏县城被攻克后，对运城
以 南 的 同 蒲 线 之 敌 威 胁 甚 大 。
1947 年 4 月 15 日黄昏，胡宗南军
队第十旅三个团，兵分三路从运
城 出 发 ， 于 16 日 抵 达 嵋 阳 附 近 ，
企 图 重 占 猗 氏 ， 阻 止 解 放 军 南
下。纵队主力决心集结兵力，围
歼敌军。21 日晚，谭云保率领二
十四旅七十团，冒着风雨，由黄
斗井出发，于 22 日到达嵋阳。七
十团一营配属七十二团攻克了西
堡。

嵋阳一战，使临晋守敌吓破
了胆，弃城逃跑了。

随后，谭云保随四纵队主力
又相继解放了解县、虞乡、永济
等县城。

1947 年 5 月 7 日，七十团随旅
进至李店、东铺一带作攻击运城
的准备工作。这天夜晚，谭云保
率领七十团营以上干部侦察马家
窑西南高地地形，分析敌情，选
择出发路线。

5 月 8 日夜，七十团一营二连
向敌军发起进攻，仅用 10 分钟就
占领了西南高地。5 月 9 日夜，一
营攻占马家窑，歼敌一个连。随
即，他们加修工事，随时准备迎
击敌人反扑，伺机登城。

战 斗 中 ， 由 于 一 营 孤 军 深
入，敌军便集中兵力、火力向一
营反扑。

5 月 11 日，谭云保冒着敌人猛
烈的炮火，率领太岳军区独立二
十四旅七十团二营五连增援一营
时，身中数弹，不幸牺牲。

横扫汾河南北 频传解放捷报

“战斗英雄”谭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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