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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余永安
年龄：82岁
籍贯：四川内江市
经历：1953 年 10 月，刚刚报名参

军的余永安与六七十名同乡被选拔到
北京炮兵学校学习，因志愿军高炮部
队急需技术兵，要求新学员立即入朝，
在实战中边学边练边打击敌人。在高
炮连，余永安成为一名负责测量目标
距离的测远机手。在一次站岗中，他
还抓获了一名美军特务。

10月，成都的秋天明澈动人。成都市人民检察院82岁退休干部余永安提笔在纸上写下了“难以忘怀的岁月——记抗美援朝的
一些日子……”回想起70年前，他从中学直接参军，一路北上入朝的峥嵘岁月……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高炮部队采取“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战术，除了保卫桥梁、仓库等重要目标，其余实施
机动作战，多次击落击伤美军飞机，有力反击了美军妄图的“绞杀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件展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
观看，这是一门苏制M1939式37毫米高射炮，炮管依旧保持着当年守望天空的姿态，在它的防盾板上，10颗红星在军绿色油漆的映
衬下熠熠夺目，记载着击落10架敌机的赫赫功勋……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防空反击”是如何开展的？来听听一名1953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射炮部队的老兵的经历。

高中生变炮兵！

高射炮“准心”余永安
寒冬苦练 边学边打“过线”侦察机

最可爱的人26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老兵档案▶

选入炮兵学校学习
在实战中边学边练

余永安是内江市资中县球溪镇一
位贫困农户的儿子。1953年，15岁的
他考入资中县第三中学进行高中阶段
学习。9 月某一天，开学还不到一个
月，几位解放军干部来到了他所在的
学校，要招收一批高中生到北京炮兵
学校学习。得知消息后，余永安立即
报名参军。

4 天后，体检完毕，马上出发。
如今 82 岁的余永安清晰记得，出发
那天是 10 月 3 日，“刚刚过完国庆
节。”按照原计划，包括余永安在内
的六七十人先后乘坐汽车、轮船、火
车前往北京。

到达丰台站后，火车停了下来，
想到下一站就是北京站了，大家无
比激动。在原地待命 2 小时后，事情
有了变化：余永安和一起参军的新
兵忽然接到命令，要求马上下车到
车站集合。“你们学习的地点改了，
不在北京。”一位同志宣布了中央军
委和北京炮兵学校的命令，“因志愿
军高炮部队急需技术兵，要求新学
员立即入朝，在实战中边学边练边
打击敌人。”

众人马上又上车，日夜兼程，奔
赴辽宁安东（现丹东）。在中朝边境，
余永安一行见到了前来接他们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高炮 62 师教导营的教
导员。换装志愿军服，“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从一名
高中学生到一名开赴前线阵地的志
愿军战士，余永安回想起当时的心
情，“比较意外，但非常激动。”

1953年冬，余永安和战友们开始
了高射炮理论和实践学习。那年朝

鲜天气出奇的冷，温度在零下二三十
摄氏度，来自四川的他们何曾经历过
这样的天气。“操控高炮仪器不能戴
厚棉手套，每次训练下来，手都被冻
僵了，长时间低温下训练，很多人的
手、耳朵、脸都冻伤了，但大家仍然坚
持训练，战胜严寒困难。”余永安说，
通过刻苦的学习和训练，大家很快掌
握了高射炮射击要领和测量技术。
一门高射炮需要 8 位战士操作，一炮
手操控高低机（炮口上下摆动），二炮
手操控方向盘（炮口左右摆动）……
余永安是负责测量目标距离的测远
机手，根据测量数据，计算炮弹需要
飞行多长时间能恰好击中飞机，每次
炮手射击前，都是他先吼：3500（公
尺）！4000（公尺）！

高炮部队英勇反击
震慑美军飞机

“刚开始，美军飞机飞抵鸭绿江
边时，我们的高射炮进行了猛烈射
击，吓得美军飞机掉头就跑。过了一
段日子后，美军飞行员发现，志愿军
的高射炮虽开炮迅猛但精准较低，

经过多次侦察后，美军飞行员不怕
了 ，又 开 始 有 恃 无 恐 侵 入 中 朝 边
界。”余永安说，“美军轰炸机专门对
我们的高炮阵地投弹，对我们造成
伤亡。志愿军司令部了解情况后，命
令部队马上把高射炮暂时掩埋隐藏，
相机行事。”

高射炮兵属于技术兵种，指战员
需要具备射击诸元测量和函数速算
等基本素质。初期，由于大多数人还
没有学习过这些知识，仅凭经验进行
射击，因此准确击中飞机比较难。余
永安说，“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军使用
的大多数是 P51 野马或海盗式战斗
机，每秒速度达到 100-200 米，当你
瞄准好准备射击时，它已经飞过去比
较远了。”

针对网传在朝鲜战场上用步枪或
机枪打下飞机的描述，余永安说，“用
步枪或机枪打飞机，我相信这种意愿
或者动作肯定是有的，但事实上，在实
战中用枪把飞机打下来，是非常困难
的。”

不过，随着志愿军对高射炮操控
技术的掌握，能够精准击中美军飞
机，对震慑美军飞机和保卫重要设

施、交通枢纽和运输桥梁起到了重
要作用。

余永安所在的高炮连驻地附近
是一片树林。1953年年底的一天，余
永安站岗的时间是凌晨 5-6 点。上
岗不久，他忽然发现树林中有一个模
糊影子朝他急匆匆靠近，几秒钟就离
他大约只有几米了。此时，余永安大
声叱喝：“干什么的？”影子没有回答
却继续迅速靠近。余永安快速往旁
边一闪，黑影猛地朝他扑来，提前的
一闪让这家伙扑了个空，摔在地上。
余永安上前一脚踩住他，用枪瞄准高
声喊：“不准动。”这时排长带领其他
战士来查岗，迅速抓获此人。第二天
指导员说，这是一个美国人派过来的
特务。

难忘情意
生病时阿妈妮送来一碗面

为了保护水丰发电站，余永安所
在的高炮连在附近山坡上驻守了一年
多。离阵地几百米远处，住着一户三
口人家，一位 60 多岁的“阿爸基”（朝
鲜话：大伯），一位60多岁的“阿妈妮”

（朝鲜话：大妈），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
女孩。他们老两口把志愿军高炮连战
士当成自己的亲人。1953年停战后，
战士们仍然要到阵地上战斗值班，老
两口每天都会把营房通向阵地路上的
积雪落叶打扫得干干净净，怕战士们
滑倒；还要到山上背柴为战士们生火
取暖做饭用。余永安记得，他曾经有
一次感冒，阿妈妮还给他送来了一碗
面。“当我们即将转战到清川江及孟中
里（村名）时，阿爸基和阿妈妮一直哭
啊，舍不得我们走！战友们悄悄地把
自己参军前穿的衣服送给他们，我也
把自己除军装外的衣服都送给了阿妈
妮。”

转眼快70年过去了，余永安有时
候也会怀念当年在朝鲜结识的阿爸基
和阿妈妮。回忆当时接触的朝鲜老百
姓，余永安说，可以用八个字来表达：
勤劳、朴实、忠厚、友善。“那时朝鲜的
村庄人口基本上是上了年龄的老人和
未成年的小孩，几乎看不到年轻人
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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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余永安收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余永安当年操控高
炮测距机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