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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5

岁的薛进礼是信阳市粮
食系统离休干部、荣残军人。

1930

年
7

月出生于河南滑县半卜店乡东老河寨
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1949

年
5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2

岁参加滑县地方部
队任司号员。

1944

年
2

月加入晋冀鲁
豫边区第九分区新四路部队历任司号
员、号目、司号长，先后参加了黄扬战
役、平汉战役、安阳战役、羊山战役、运
城战役、 高山铺战役、 新县解放等战
役， 他用号声吹奏着一个个迎接胜利
的音符。

薛进礼
12

岁时正赶上滑县家乡
地方部队招兵， 他报名后被分配学习
司号。刚开始时，薛进礼拿起号无论如
何就是吹不响。 于是，他一边虚心向
司号长和老号兵请教， 一边勤学苦
练。 别人休息时，他就在树林练，三
伏酷暑时，顶着烈日练，三九寒冬时，

迎着北风练，就连晚上睡觉说梦话都
在背号谱，直练得嘴唇起泡，口中吐
出血丝。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下来，

薛进礼就能熟练吹奏全部
80

多种指
挥号音， 在以后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1944

年
2

月，薛进礼加入晋冀鲁
豫边区第九分区新四路部队， 跟随刘
珂团长，历任司号员、号目、司号长。当
时，部队驻扎在滑县南部。主要任务是
护送来往的八路军干部， 路过铁路口
及岗楼时，遇到鬼子的阻挠，薛进礼就
按照刘团长的指示，吹响“冲锋号”，战
士们就冲上去，将鬼子一锅端，安全地
将八路军干部护送到交接点。 部队休
整时， 也是司号员最忙碌和紧张的时
候， 每天部队的活动都是通过号声来
进行指挥和安排。 为了保证司号员准
确把握吹号时间，每人还特配一个“马
蹄表”， 从早晨

6

点钟的“起床号”开

始，依次要吹“出操号、收操号……

12

点对时号……熄灯号等
15

个号，一天
所有的安排都通过这

15

次的号声
来指挥。 夜晚，司号员仍然要保持高
度警觉，遇有突发事件，随时按照首
长指示吹响“集合号”。吹号的间隙，薛
进礼还时刻不忘研究号谱， 他对所有
号谱了如指掌，吹号多年，没出现过一
次差错，深得部队首长的信任和赞扬。

有一回， 薛进礼所在的豫东纵队
身穿破旧的灰军装， 与身穿较新的黄

军装的豫西太行山部队相遇， 双方因
信息不通误认为对方是敌军打了起
来。薛进礼和对方部队号手通过吹“普
通问号”和“普通答号”并用号声互报
部队番号，很快确定是自己人，及时叫
停了战斗，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双方部
队不必要的伤亡。

一次部队驻扎到光山县白雀园的
南山一带，敌军准备包围我军，熊作芳
司令员命令薛进礼吹号通知六团团长
郭尚亭前来召开紧急会议， 当时两人
分别在两个山头上， 两山相距五六公
里，一路都是崎岖的山路。 熊司令员
是个急性子，让薛进礼接连吹“快来
号”“快跑号”催促郭团长。 很快，郭
团长满头大汗地跑来了， 边擦拭满
头的大汗边气喘吁吁地说道：“你们
怎么老在吹号催我呀， 我已经是在跑
了呀。 ”此次，号声也为战事节省了宝
贵的时间。

在一次战斗中， 薛进礼所在的第
二野战军

4

个纵队与国民党
40

军激
战近

20

天，战斗异常惨烈，双方伤亡
惨重。 敌军一面消极应战一面慌乱而
逃， 薛进礼所在的二野一纵队负责
堵截敌人的退路。 薛进礼扔完仅有
的七颗手榴弹后， 又冒着此起彼伏
的枪炮声， 顺着战壕跑到慌忙逃路的
敌人身后， 从距离最近的一个敌人身
上拽下一把中等式枪， 并迅速返回战
壕继续战斗。 战斗中，子弹打中头部，

身体多处负伤， 至今子弹皮仍然残留
在他的颅内。

1954

年
8

月，薛进礼转业到信阳地
区粮食系统任职，他仍然保持着一位抗
战老兵的英雄本色，用满腔热情为地方
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整理人： 信阳市粮食局老干科
陈尚兰）

一位司号老兵的战斗往事
———谨以此文致敬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战斗中的司号员
(

图片来源网络
)

他是一位普通
的抗战老兵、 司号
员。他用自己嘹亮的
号声投入到战斗
中， 并亲历了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 他
没有丰功伟绩，也
没有豪言壮语，但
他却用自己的青春
和热血践行着军人
的职责与使命。

司号员剪影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