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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荣获三等功 8次荣获四等功
复员后在煤矿一干就是24年

张宗传：英雄不问功名

文/图 记者 张亚军 通讯员 闫盛霆
7月16日上午，淄川城区一家老年公寓内，90岁的张宗传老人坐在临窗的一把

椅子上，眼睛望向窗外，两手却在膝盖和大腿间不断摩挲着，试图以此缓解腿部的
疼痛。

4次三等功、8次四等功……如果不是这样一份记录着立功受奖的档案被打开，
人们很难把眼前这位年迈的老人与一份份军功联系起来。

“没有什么好说的，可能就是在部队干得好一些……”虽然口齿有些不清，然而
提起立功受奖的事，这位解放前入伍的复员老兵连连摆手，不想过多谈及。

这就是老人最真实的生命底色，就如同他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默默无闻地深藏
功与名。

参军8年 立功12次

张宗传档案中的一张《复
员建设军人登记表》详细记录
了他的参军经历。“1949年参
军，1956年入党，二级技术能
手……”而在这其中，最让人感
叹的则是“立功否”这一栏，上
面清晰地记载着“三等功4次、
四等功8次”。

1949年2月，19岁的张宗
传从淄川县第三区大奎村（现
昆仑镇奎二村）参军入伍，名字
也改为了张宗运。“二十二团二
营五连，正月初五参军，第二天
就到了淄川，一个月后去了滕
县。”虽然已经过去70多年，老
人至今记忆犹新。

1949年6月，张宗传随部
队南下到了上海，成为吴淞要
塞 炮 营 的 一 名 普 通 战 士 。
1950年11月，表现出色的张宗
传被选为电话兵。

对于只上过几天学、连字
都认不全的张宗传来说，要想
成为一名合格的电话兵，要比
旁人多付出更多的努力。从档
案中一份三等功评功材料，可
以看出当时他的刻苦程度。“在
吴淞学习话机时，他任小组长，
和同志们互相研究……他能抓
紧点滴的时间学，如：每天晚饭
后，大多数同志上街去玩了，而
他呢？却在复习笔记、电话机
各部作用等。不会再问同志
们。因此，由于他的苦学，在很
短的三周内学会了机子全部构
造和作用。”

在上海期间，让张宗传印
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被选为代
表去听了陈毅作的一场报告。

“在一个大广场上，陈毅作了抗
美援朝的动员报告。不过，后
来我们连队没有被抽到，我没
能参加抗美援朝。”张宗传遗憾
地说。

炮弹头上飞 线路保畅通

1955年2月，张宗传随部
队到了福建，成为海军海岸炮
兵四十营一五八连电话班的一
员。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
在海岸线布防，与金门、妈祖的
国民党军队对峙。“两边离得并

不远，岛上的汽车我们都能看
得见。”张宗传回忆道。

虽然当时没有发生大规模
战争，可是互相炮击的情况依
然时有发生。为了保障通讯畅
通，张宗传经常要扛着30多斤
重的电话线架设线路。“一个线
滚子的电话线得有七八十米
长，我们得不断来回扛线。指
挥所、观察哨、营部等地方都要
架设电话线，4门大炮也要分别
安装电话机，必须保障通讯畅
通。”

有一次，连队指挥所的线
路突然不通，张宗传立即拿着
电话机查线。这时，炮击依然
在进行，张宗传的头上经常会
有炮弹“嗖”地飞过。“幸亏我运
气好，有的炮弹就落在不远的
地方，可没炸到我。”就这样，张
宗传一边躲避炮轰，一边查线，
最终找到了被炮弹打断的地
方，把线路接了起来，指挥通讯
系统迅速恢复畅通。为此，张
宗传立了一次三等功。

“在整理总机房的线路时，
他进行挖空工作。天下雨刚
晴，衣服、鞋袜上都沾满了稀
泥，但他不顾脏地直到完成任
务为止……”“一次，他去基地
查线一天，因毛病难找，不易查
通，但他能不厌其烦地寻查，直
到第二天中午才返回。身体十
分疲劳，而他继续工作……”

“自今年三月奉命调到营部集
训学习单线机基本线路图，能
抽出空余时间帮助从来没学过
的傅云祥同志走线路图。在他
的帮助下，傅云祥同志每次测
验成绩是优良的9 0 - 1 0 0
分……”

在张宗传的评功材料中，
大多是这样一些平淡无奇的小
事，可能与其他人浴血奋战的
经历相比有些平凡，然而正是
这些润物无声的点点滴滴集合
起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有血
有肉的功勋老兵。

干了24年矿工 不争功与名

1957年，张宗传复员回到
了淄川，成为西河煤矿的一名
井下一线工人。“那时候，井下
作业条件很艰苦，矿工都得侧

卧着在巷道里挖煤。”张宗传的
儿子张龙宜说，虽然在部队时
是电话兵，而且是二级技术能
手，可是父亲回来后没有向组
织提任何要求，“用父亲的话说
就是‘组织让干啥就干啥，一切
都听党的安排’。”

对于父亲参军时的经历，
张龙宜并不了解多少。在他的
印象中，父亲从来没讲过立功
受奖的事。“这是最近我看到了
父亲的档案，才知道他在部队
立过这么多的功，可他从来也
没跟家里人说过……”在张龙
宜的眼中，这么多年来，父亲只
是一名普通复员军人、一名普
通的退休矿工，仅此而已。

“小时候，我曾经在家里的
针线笸箩里看到过军功章，我
大哥还戴过，后来就找不到了。
现在想想，真是太可惜了……”
张宗传的女儿张爱云告诉
记者。

张宗传一直在井下工作，
随着年龄的增大，参军时落下
的腿疼越来越严重。“南方经常
下雨，非常潮湿。我们有时候
坐在敞篷车上，会淋一天的雨。
到了扎营的地方，只是把雨水
扫一下，铺上木板就睡觉，时间
长了就落下了腿疼病。”张宗传
一边摩挲着腿，一边笑着说。

上世纪70年代末，临近退
休的张宗传的腿疼病越来越严
重，可他依然坚持在井下工作。
和他一个小组的连长实在看不
下去了，就帮他从井下调到了
地面工作。“我父亲不愿意麻烦
组织。在他看来，这种行为就
是‘走后门’，他还不大乐意。”
张龙宜笑着说，1981年底，父
亲才正式退休。

如今，张宗传老人住在养
老院中，最高兴的事就是拿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纪念章”来，神情专注地摸
一摸，仔细地看一看、戴一戴。
那模样，仿佛又变回了英姿飒
爽的解放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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