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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老红军刘应启忆过草地：

走在最后的收容队只能吃牦牛粪

百姓眼中

他就是身边的共产党

� � 1933

年
6

月
26

日，

22

岁的红
军战士刘应启面对马克思画像，庄
严地举起右手。

78

年后忆及那一
刻， 刘应启说：“我这辈子最自豪的
是认真履行了入党誓言。 健康长寿
则是我为人民服务最大的本钱。 ”

一年夏天， 干休所附近交叉口
道路改造，每到上下班高峰，人来车
往，交通不畅，市民怨声载道。 刘应
启跑到居委会要了一个“执勤”的红
袖章戴上， 在马路边当起“义务交
警”，接送孩童过马路。 每天起早摸
黑，干得不亦乐乎。

2003

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特

大洪水，高邮湖水暴涨，形势十分危
急。 刘应启得知扬州军分区组建的
抗洪抢险突击大队即将开赴前线抗
洪，当即找到所领导请战。 就这样，

92

岁的他硬是加入了抗洪保障分
队，连续数日拄着拐杖，在大堤上指
挥保障分队送茶送水。

家风连着党风。 大儿子在部队
准备提干，他亮起“红灯”。二儿子拟
进公安部门， 他对家访的干部说：

“他不是那块料。”女儿下放想回城，

他说“农民的孩子能种田，红军的后
代也能种田。 ”

（摘自中新网）

� � � �

两次强渡大渡河、三过雪山草地，他是长征
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离休后写下

100

万字的读
书笔记，到各地作报告

1000

余场次，他是革命
传统的“播种机”；走访贫困群众，资助失学儿
童， 百岁高龄的他仍参加志愿服务。 在人们眼
中，百岁老红军刘应启一生都在“长征”。

2014

年
4

月
7

日，

104

岁的老红军刘应启
在扬州逝世，走完了他“一生的长征”。 刘老虽
然走了，但他“一生都在长征”的精神将永远流
传。

� � � �

刘应启， 河南商城人，

1911

年
9

月出生，

1930

年参加革
命，

3

次过雪山草地，参加“三路
围攻”、反“六路围攻”、嘉陵江战
役、百团大战、中原突围、上甘岭
战役、 金城战役等大小战斗

150

多次， 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
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
放勋章、二级红星荣誉勋章。

身经百战，他的人生在长征中开启

� � � �

三过草地， 刘应启都是在
最艰苦的收容队里收容病号、

彩号。 过草地前部队准备了不
少干粮， 过草地的时候一个星
期就吃光了， 吃完了干粮就吃
野草，吃牦牛粪便。

收容队在后面， 危险性很
大，一怕不明真相的藏民追杀，

二怕跟大部队落下距离， 三怕
战士们体力不支倒在路上。 几
乎每一次过草地， 都要遇上几

遭。 每当遇到一些因伤、因饥饿
而实在走不动的战友， 刘应启
就动员战友说：“今天、 明天有
困难，走出草地就没了困难。 ”

第二次过草地的时候，收
容的伤病号行军到草地深处。突
然，狂风卷着冰雹，冰雹裹着沙石，

带着一股骇人的啸声袭来。 在一
个土坡下， 刘应启遇到一个战
友， 顶风冒雪行军累得全身都
已发软，再加上坡陡泥滑，他怎

么爬也爬不上去， 而身后就是
一片沼泽地。 他顶着冰雹奔上
前，紧紧地拽着战友的手。 “我
实在走不动了，要不，你把我留
下吧

!

”战友再次哀求。 留下来，只
有等死！ 刘应启不让战友再说话，

让他保存力气，一边紧抓住战友的
手，一边喘着粗气轻声说：“抓紧

!

”

看着刘应启恳切的目光， 那名
战友犹豫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
伸出冻得发抖的另一只手。

32人先锋队强渡嘉陵江，只有他 1人生还

� � � � 1935

年
1

月下旬， 刘应启
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广昭
战役。

3

月
28

日， 部队二次渡
江。 二十七团二营是尖刀营，四
连一排担任打先锋的任务。 宣
传股长刘应启也被派出趁着夜
色渡江。

32

个人坐着
5

艘小船
和

8

只牛皮船， 劈波斩浪飞快
地驶向对岸。 然而，当先锋队到
了山顶，大部队还没有过江。

下午两点钟， 两个送信的
敌人到山对面的营地， 刚上山
头就被先锋队歼灭了， 敌人发

觉不对劲， 随后调来一个连包
围了山顶。 混战之中，一个头上
戴着大盖帽的军官举起大军刀
向刘应启头上砍来， 在这万
分危险时刻，两声枪响，敌人
应声倒下， 原来他和敌人背
后一名战士同时开了枪，敌人
的军刀砍在他的左肩上， 把棉
袄砍破了。 这次在战士们英勇
顽强的战斗下，共消灭

30

多名
敌人。

刘应启决定带着队伍撤
回，准备渡江与大部队会合。 他

们一路打到江边， 后面敌人追
上来了。刘应启对着敌人放了

3

枪，纵身跳下江里，他在水上游
一会， 再沉到江底用一只手抓
江底泥爬几米后再上来呼口
气。 一次当他露出水面，只觉得
头皮一麻， 身边的江水渐渐变
红了， 这才知道被一颗子弹击
中了头顶， 把头皮和脑骨掀了
一块下来。那次行动，

32

人的先
锋队只有他一人生还， 那颗子
弹在他头顶永久地留下了一条
“弹沟”。

伏击日军汽车运输大队，1个小时毁敌车 48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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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第三阶段， 我军
转入反扫荡作战。

1940

年
10

月
11

日， 上级给刘应启所在的新
十旅发来急电：“敌人正在大规
模扫荡总部和主力部队， 令你
旅在和（顺）辽（县）公路上选择
有利地形（设伏）歼灭敌人的车
队，越快越好”。 旅首长将这项
任务赋予了二十八团， 刘应启
便迅速作出了部署。

13

日上午
9

时侦察员报
告： 敌人的汽车运输大队由辽

县方向开来，有四五十辆，正向
伏击设下的口袋开来。可是，敌人
很警惕，快到伏击圈时，放慢了
速度， 先派一辆车开进我军伏
击阵地内侦察。 “情况有变，这
一辆车不能打，要放过去，不然的
话，打掉这一辆车，后面的运输
大队汽车都开倒车跑回去了”。

刘应启要求部队要随机应变。

敌第一辆车安全地开了过
去，后面的车队加快了速度，很
快汽车全进入伏击地带。 “开始

打！ ”前面的车辆被刘应启带领
的一个连拦阻住了， 战士们像
猛虎下山一样，轻机枪、步枪、

手榴弹、炸药包、汽油瓶等全部
砸向敌人的汽车上， 翻了跟头
的汽车堵住了后面车辆的道
路。 车上的敌人没有清醒过来，

就去了西天，一个也没跑掉。 从
战斗开始到结束，一个小时内，

毁敌汽车
48

辆， 敌人无一漏
网，我军无一伤亡，受到刘邓首
长的嘉奖。

在朝鲜战场上

他和敌机玩起了捉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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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刘应启速来北京接受新任
务。 ”

1950

年
10

月下旬，正在华北
军政大学高干队学习的刘应启接
到总政电报时， 高兴得跳了起来
说：“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 ”中国
人民志愿军后勤部要组建五六个
后勤分部，组织决定刘应启任志后
二分部政治部主任。

5

次战役攻汉城的时候， 刘应
启乘着小吉普车往前线赶，天上来
了老美的油挑子， 在车头上转。

于是他跟老美斗智斗勇，命令驾
驶员开着吉普车与飞机捉迷藏。 车

子先开得飞快的， 突然一个刹
车，把敌机撂到前面去了。 等敌
军好不容易绕回头时， 车子一加
油门，又把它甩到后面去了。 敌机
好几次往下扔炸弹，都击中不了
吉普车。绕来绕去，敌机急眼了，

不停地往下扔水桶一般大的炸弹。

其中有一颗炸弹在车子旁边爆炸，

一块弹片呼啸飞来， 钻透了车门，

而刘应启当时正好倚在门上，那
块弹片钻进他的身体，被担架队
发现后急忙送往医院，他又一次死
里逃生。

离而不休

他的长征没有尽头

� � � � 1965

年
8

月
28

日， 刘应启离
休了，他的新长征也开始了。 学校、

工厂、 农村、 机关，

800

多个单位、

1000

余场报告、 百万人次听众，他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刘应
启“新长征”的足迹。

1995

年，是扬州市实施“希望
工程”的第一年，刘应启则是全市
“希望工程”捐款的第一人。 这一开
头，就坚持了十几年。 扬州军分区
第一干休所有一份统计：刘应启先
后资助的特困学生、困难群众共计
200

多人， 累计捐出了
40

多万元。

而正军职离休、每月收入上万元的
他，一直都没有存款。

老伴儿田静记忆中最深刻的
一次，是有一年刘应启回老家河南
省商城县刘洼村扶贫。 他先把毛毯
和

200

元捐款送到每个贫困户家
中。 了解到当地适合种植一些名贵
花木，又自费买了

3

万多元的苗木
和种子，花钱雇卡车送到村上。离开的
时候看到一位老乡衣服破旧，又把自己
的衣服脱给了他。老伴儿笑他是“穷
光蛋主义”者，刘应启却自得其乐：

“没有存款，我还是富人。 ”

90

多岁的刘应启在扬州火车站做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