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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中毕业后就到部队了，因为
有高中学历，凭借扎实的文化基础，很
快就被选送到 43军报训队。 ”近日，记
者见到了多次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荣

立战功的英雄李传东。
今年 68 岁的李传东，1957 年 6月

生于河南省鹿邑县 ，1975 年高中毕
业，1976年 11月参军入伍， 次年被选
送到 43 军报训队。 1979年 2 月，他随
部队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荣立一等
功；1984 年配属侦察兵轮战部队赴老
山、者阴山作战，荣立三等功；1985 年
年底担任 381 团通信股股长；1992 年
转业到地方工作。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1978 年 12 月，我所在的连队接
到转移命令，不知道目的地。通信连除
了 2—3名留守人员外，其他人员都要
转移，准备时间不到一个月，当时没有
想到要去战场。 ”李传东说。

李传东介绍，他所在的陆军第 43

军 127 师 381 团通信连驻扎在洛阳市
宜阳县。接到命令后，战士们坐火车一
路南下，不知道目的地。出发时他们穿
着厚衣服，一路走一路脱。

大概 4—5 天，他们抵达广西壮族
自治区崇左县驻扎。到了驻扎营地，李
传东才得知作战计划， 连队开始战前
训练。

“日常训练项目之一就是爬山。刚
开始的训练，大家有点吃不消，身体素
质差的战士根本爬不上去。 两个多月
后，大家的身体素质明显提升，那时候
都不知道累了。 ”此时，李传东已经是
通信连通信小组的副班长。

除了爬山， 他们还要进行通信抗
干扰、各种通信简易故障排除、野炊等
科目的训练和政治学习。 部队训练的
口号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
时李传东才真正领悟到这句话的深刻

含义， 也为完成战时通信联络任务打
下了坚实基础。

“哪个营任务艰巨，我就去哪个营”

真正的战斗任务下达之后， 通信
小组担负主攻营对团的通信保障任

务。作为副班长的李传东决定，哪个营
的作战任务最艰巨， 他就要到哪个营
去。开始他被分配到 2 营，后来 3营担
任穿插任务， 要长途奔袭， 翻越海拔
1300 多米的公母山，他又带领通信小
组到了 3营。

“1979年 2 月 17 日凌晨， 战斗打
响。有战前训练打下的坚实基础，我们
一夜奔袭，行军中蹲下来就能睡着，拍
一下就能立刻起身继续前行。”李传东
说，在奔袭途中，他不慎滑到山坡下，
腿被扎伤， 血流不止。 因为有战斗任
务， 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简单包扎一
下，就继续前进。

第二天， 部队在攻打 400 高地时
遭遇困境。 越军没有正规的作战部队
和计划，仅依靠冷炮冷枪进行骚扰，制
造火力很强的假象， 我军一时难以攻
占高地。此时，师长张万年直接用报话
机与李传东通话，了解具体情况。

“当时越军的火力异常猛烈，一时
难以攻占高地。 师长张万年从师指挥
所匆忙赶到团指挥所，直接与我通话。
我详细汇报了前方的具体情况， 包括
敌军的具体位置、火力点等。经过统一
指挥调配， 我军最终成功拿下 400 高
地。 ”李传东说。

战斗的第二阶段是部队向纵深挺

进， 李传东带领通信小组配属 3 营在
413高地组织防御。 接到作战命令后，

部队凌晨 3点开始奔袭，越过奇穷河，
向越军驻扎地谅山进发，后接到撤军
命令。

“413 高地 ，山高林密 ，晚上信号
时断时续。 为保持联络，我们不惧被
敌人发现（有时会遭冷枪冷炮袭击），
举着斜天线不断变换位置，适时报告
谅山敌人动向。 ”李传东说。

撤军途中， 越军一个营的兵力对
我军 3营阵地发起猛烈进攻。这时，我
团果断决定“杀回马枪”。 这场战斗整
整持续了一夜，成功消灭了越军。部队
撤回到广西崇左后， 开了战后总结庆
功会。

“配属的 3 营请功， 我所在的营、
通信连、班均荣获集体一等功。全连仅
有一人获得个人一等功， 那个人就是
我。”李传东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自豪却
又带着谦逊。

“作战第二天， 我在连队火线入
党，那一刻我满是自豪。”李传东说，当
连长告诉他入党申请已获批准时，他
觉得很光荣。 当时连队火线入党的人
不多，李传东是其中之一。

两山轮战，密林中再次参战

1984 年 ， 李传东又配属侦察兵
轮战部队赴老山 、者阴山作战 ，历时

一年。
在作战过程中， 李传东克服了无

固定指挥所、纵深远、山高林密、地形
复杂、信号干扰大、联络困难等诸多难
题。他组织通信兵发扬光荣传统，将平
时刻苦训练摸索出的经验与实战紧密

结合， 带领全排出色地完成了各种通
信保障任务。

“从战斗打响， 我们昼夜不合眼，
咬牙坚持 ， 困了就用松枝捅鼻孔提
神。 ”说起两山轮战，李传东眼中透着
坚毅。尽管地形复杂，通信条件和判断
方位极为困难， 他们还是靠着顽强的
意志，顺利完成任务。

战斗中的李传东沉着冷静， 将上
级的作战命令精准传达。 在两山作战
中，李传东再次荣立三等功。

“打仗是英雄，学习是标兵”

“1977 年刚到报训队时， 我在十

五瓦班 ， 后来又被调去硅两瓦班 。
由于连队的战士来自全国各地 ， 发
音不一样， 我们前期就是学习拼音，
要把拼音学会、 搞懂。” 说起 1977 年
在报训队学习的情形 ， 李传东滔滔
不绝。

一个秘语本一共 10 页纸， 一页
10 行，一行 10 个字，不分白天黑夜地
背诵。背诵秘语特别辛苦，需要动脑筋
记，背得头发一抓就能掉一大把。

李传东告诉记者，下到连队后，他
学习比较刻苦，每次训练考核，他的成
绩都名列前茅。 除了学习拼音外，英
语、代码本，还有厚厚的一大本军事术
语书，都要背会。

1979 年 7 月，李传东被提拔为排
长并选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信阳陆军

学院深造。在两年多的学习时间里，李
传东学习勤奋刻苦， 成绩优异，“打仗
是英雄，学习是标兵”的事迹曾刊登在
报纸上，为广大战友所知晓。

回到原部队后， 李传东担任 381
团通信连 2 排排长。 当时全军掀起大
比武热潮，要求战士们技术过硬、一专
多能。李传东一头扎在训练改革上，带
领全排战士与连队领导及训练尖子共

同研究摸索，总结出“小功率电台抗敌
干扰的六种基本手段”，所在连队被评
为“改革训练模范连”，其经验在全军
推广。

1985 年， 李传东担任 381 团司令
部参谋， 并在多项比武中夺得军区三
项第一。 1985 年底， 他担任 381 团通
信股股长，直至 1992 年转业。

每当回忆起那段历史， 仿佛时光
倒流。 李传东感慨万千：“我时常想起
与战友们同甘共苦、 团结一致在战场
上战斗的情形， 那段经历赋予我们坚
韧与勇气。 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了
解这段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传
承和发扬革命先辈们勇往直前、 不怕
牺牲的精神。 ”

□记者 臧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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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传东：战场上与张万年师长直接通话的通信兵

人物档案：
李传东，1957 年生于河南省鹿

邑县，1976 年入伍， 在陆军第 43 军
127 师 381 团通信连服役， 历任班
长 、排长 、连长 、参谋 、通信股长 。
1979 年 2 月， 他随部队参加对越自
卫反击战， 荣立一等功， 并火线入
党；1979 年 7 月被选送到中国人民
解放军信阳陆军学院深造；1984 年
配属侦察兵轮战部队赴老山、 者阴
山作战，荣立三等功。

一等功臣李传东（后排右二）和战友们合影。 图片由李传东提供李传东在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