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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生生命命架架起起““永永不不断断线线””的的通通讯讯线线路路
记记东东海海舰舰队队某某通通信信工工程程营营李李德德开开烈烈士士

4月 23日，是人民海军成立 76周年纪
念日。

76 年来，人民海军从无到有、由弱到
强，从小艇到巨舰，从近岸到深蓝，从单兵
到体系……逐步发展成为五大兵种齐全、
核常兼备的战略性军种， 正向着建设一支
强大的现代化海军努力奋进。

波峰浪谷间， 钢铁战舰驰骋远航的雄
姿，也见证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 其中，就
有居住在芷江西路街道南山路 151 弄李红
的父亲李德开烈士。

二十岁参加革命，三十一岁壮烈牺牲。
这名年轻的烈士出生于 1928年，山东省莱
阳县。 1948年 12月，他从山东老家应征入
伍，先后参加渡江战役、湾子战斗和解放上
海战役， 并在二十五军政治部渡江战役中
单独完成战斗传达通讯任务，荣立四等功。

1959 年 9 月，为了保障国防建设和保
护战友的生命安全，李德开不幸牺牲，从此
长眠于宁波四明山烈士陵园中。

三尺机台就是他的“战场”

海军东海舰队某通信团，烽火硝烟中，
战士们奔波在战场上， 凭借简易的通信装
备保障了一次次战斗的胜利。

一次简单的电报抄收， 其背后可能是
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一道紧急战斗命令，一
字一码、千钧重担，这就要求战士们在执行
通信保障任务时做到绝对忠诚、绝对可靠。
70 年前的物质条件虽然极度匮乏，但没有
一个人叫苦叫累，大家都明白，维护好通信
设备，才能听到来自海上舰艇的“声音”。

1959 年，李德开任东海舰队通信工程
营一连政治指导员。作为一群与大山、与天
线为伴的海军通信兵， 李德开和战友们用
无线电通讯守护着舰艇航行的安全， 忠诚
戍守祖国的海疆。

虽然不出海不上舰， 但只要心中装着
那片海， 在三尺机台一样可以书写忠诚与
担当。 9 月 23 日早晨，李德开带领连队战
士在浙江宁波舟山群岛（燕窝岛）为海军
航空部队架天线施工时， 天线护杆突然断
裂、倒下。眼见巨大的护杆将要砸向战友的
身体，情急之下，李德开奋力推开战友，自
己却来不及躲避，不幸被护杆击中头部。

由于当时部队的运输保障条件有限，

身负重伤的李德开得不到及时的医治。 这
位屡建军功的英雄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闻讯，家中妻子痛断肠。 彼时，襁褓中
的幼儿尚未足岁。 1959年 10月 5日，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批准， 授予李德开
“革命烈士”光荣称号。 这一天，恰好是女
儿李红一周岁的生日。

66 年后的清明节，李德开烈士生前所
在的通讯团邀请李红等亲属与官兵一同前
往驻地革命烈士陵园，祭扫先烈。“爸爸，妈
妈说你答应要回家给我过一周岁生日的，
但是你食言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望你。”
女儿李红轻抚墓碑，眼含热泪地低声倾诉。

官兵们神情庄重、 列队肃立、 脱帽默
哀，以军人的方式表达对先辈的无限哀思，
并在烈士墓碑前献上白菊。

舰上的水兵以舰为家， 陆上的通信兵
以台站为家。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哪里有抢
修险情，哪里就有他们奋战的身影。 “保障
力就是战斗力”，大家心里始终坚守着一个
信念：自己值守的不是通信设备，而是舰艇
出海的“生命线”。

红色家风指引后代成长

芷江西路街道南山路 151 弄有一栋海

军部队的家属楼，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李红，
从小听着父亲的英雄事迹长大。 在李红的
家里，珍藏着父亲留下的一枚“渡江胜利纪
念”徽章，一枚印有“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
放军代表团赠”的纪念章，还有数本红色的
《功劳证》，上面记录着三等功六次、四等
功两次。

最受李红珍视的， 是李德开牺牲前写
的那封最后的家书。 在这封充满军人的铁
血柔情的家信里， 李德开动情地写道：“昨
晚的月亮已大半圆了， 忽然使我想到八月
佳节已来到了，月儿快圆了，可是我你相隔
数百里， 尤其我在地图上见不到的一个小
岛上度过佳节，哪能不叫人想呢？ ”吐尽对
爱妻、 幼女的浓浓思念， 随即他又转笔写
道：“现在我们的口号是鼓足干劲， 作出更
大的成绩来向国庆献礼， 并争取回沪过国
庆。 ”

“从小，母亲就对我要求很严。 她总是
说‘你爸爸是苦出身，艰苦朴素惯了，人也
特别勤快、很体贴，平时家里的活儿都是他
干的，你也要从小学会自律’。 ”李红回忆
道，自己在海军保育院的时候，就已经学会
了叠被子；上小学后，放学回家就已经会自
己烧饭吃。

除了在生活上养成自律的好习惯，在

文化学习和工作方面， 李红也时刻告诫自
己要向父亲看齐。“我父亲原先的文化程度
只有‘100个字’。 等他拥有了宝贵的学习
机会后，便捡起书本，发奋学习，恶补文化
知识。 用了 3年的时间，父亲达到高小毕业
生的文化水平。 1957 年，他从东海舰司训
练团政训队毕业， 从一名普通的通信员成
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政治指导员。”李红告
诉记者，在父亲求知好学精神的激励下，自
己打小在读书方面就没让母亲操过心，学
习刻苦又自觉，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

从技校毕业后， 李红被分配到公安部
的直属企业， 先后从事过技术生产和管理
工作，工作认真负责、勤恳敬业，被所在单
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退休后，她又热心
公益，主动成为“优抚之家”志愿者，积极
参加居民区的楼组活动， 不求回报地为社
区出力、为居民服务。

李红也会经常把父亲的事迹讲给自己
的女儿听。 她告诉女儿：“要学习外公的奉
献精神，多做点，总没错的。”在她的谆谆教
导下，女儿也表现得十分优秀，读大学期间
担任校团委宣传部长工作， 获得了上海市
高校“优秀毕业生”、上海世博会“优秀志
愿者”等诸多荣誉，而且在校时就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行走在父亲生前所在的连队， 轻声哼
唱起熟悉的《通信兵之歌》：“银线连接雄
师百万，电波飞翔大地长空，为人民解放，
为祖国安宁，我们奉献青春和生命……”不
觉间，李红的眼眶已湿润，心中感慨万千：
“父亲，你是军人的骄傲。 你的热血在我们
身上流淌，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延续。 虽然
你长眠于祖国边防， 再也听不见无线电波
的滴滴声， 但海军现代化建设勇猛向前的
凯歌能让你欣慰！ ”

□记者 沈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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