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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琼纵伤员是家常便饭

蔡笃富今年虽然已86岁，仍耳聪目
明、声音洪亮、思维敏捷，身体健壮硬朗，
依旧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年村民合力救
治在村中养伤的琼纵伤员的整个过程。
他说，那是他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横滩村地处澄迈县六芹山革命根据
地附近，海南解放前夕，琼纵主力部队撤
出根据地外围后，根据地只有小分队、地
方少数人员以及伤病员留守。为了开展
游击战牵制敌人，小分队将伤病员安置在
根据地的各个村庄里。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根据地成
千上万的老百姓照顾琼纵战士伤员是家
常便饭。在蔡笃富的记忆里，1949年春
季后，这一年安置到他们村的伤病员特
别多，往往是送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最
多的一次是三月初的一天，一下子送来
了12位伤员。

蔡笃富说，当时这批伤员被安排在村
口一间破庙里，整个房子都睡满了。村民
们和地方的几位同志轮流照顾，他们给伤
病员抓药、熬药、敷药、喂药，还要煮饭、喂
饭。几天后，村里遇到了一个难题，为伤员
准备的粮食全部吃完了。

“负责照顾伤员的村民去找地下交
通员蔡笃中商量，蔡笃中马上召开全村
骨干群众会议，发动群众献粮食。”蔡笃
富回忆，村民你一把我一口攒着，给伤病
员送去了为数不多的粮食。当时正值初
夏，离收获季节还有一个多月，大家都很
困难，决定各户三、五日轮流照顾，直到
吃完最后一粒米。

献完口粮献晚造种子

战士们由于在战场上失血过多，加
上风餐露宿，个个面黄肌瘦，几天后，营
养不良的他们又都得了“水胀病”。

蔡笃中经常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又
召集村民一起商量对策，他说，只要用米
熬粥喝，或者多喝米汤，就能治好战士们
的“水胀病”。

“可是那个时候，乡亲们已经在家里
吞野菜、吃番薯叶，该吃的都吃完了，怎
么办？”蔡笃富还记得，当时蔡笃中号召
大家：家家户户不是还有晚造的种子
吗？乡亲们，到了晚造再想办法，现在救
命要紧，有一斗的借半斗，有两升的借一
升。

到了晚上，乡亲们纷纷拎来了不多
的种子，有的3升，有的2升，大家将种
子集中起来，舂米为战士们做饭。有了
大米吃的伤病员，第二天就开始消肿了。

蔡笃富还记得，那时正在养伤的战
士们端起饭碗，看着碗中的米粥，都流下
感动的泪水，“当时一个军官模样的伤员
说，等到革命胜利，他们一定回来，报答
父老乡亲们的救命之恩！”

一个多月后，12名伤员中有8位战
士伤愈重返前线，但剩下的4位战士伤
势越来越严重了。村民们用尽了所有的
方法，也没有治好他们的伤，最终四位伤
员还是牺牲了。

蔡笃富回忆，当时村民在破庙附近
挖一个大坑，把四位烈士遗体一一清洗
干净，还有村民把家里仅有的两张草席
献出，小心翼翼地裹着这四位烈士的遗
体下葬。

在蔡笃富和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的工
作人员带领下，海南日报记者在村口一
片茂密的橡胶林里，找到当年埋葬四名
战士的地方，不远处的密林里，还残留着
一段段墙基。蔡笃富说，那些墙基便是
当年伤员们养伤的破庙后来倒塌残留下
来的。70多年来，村民们知道这里是英
雄埋骨处，一直没有人在这里开垦，每年
定期清理杂草，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那
些71年前为海南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
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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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前工作一片火热

“1950年初，得到琼崖区委‘接应
和配合渡海大军解放海南岛作战’的指
示，白沙县区委、区政府成立支前委员
会，统一部署，组织力量，深入各乡村宣
传发动群众，组织支前队伍，动员青年
参军参战，开展捐献‘一元钱、一升米、
一颗子弹’的活动。”白沙县老促会常务
副会长陈德基告诉记者，白沙解放区的
男女老少纷纷加入支前工作，编担架、
修牛车、舂米、打柴、扫房子，随时准备
迎接大军的到来。全县各个村寨开展
参军参战竞赛，涌现出父送子、妻送夫
参军上前线的热潮。其中，阜龙乡一次
就有120名青年参军上前线。

原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长
董元培向记者讲述了白沙当地群众积
极参与支前工作的故事：“在献钱献粮活
动中，曾遭受国民党摧残最严重的红毛
乡，县支前委员会原本不给其分配任务，
但群众不甘落后，各村纷纷组织群众上
山打猎，将换来的钱全部捐献给政府。
许多村寨的黎族、苗族群众除了播种用
的种子，把所有的粮食都捐献了出来。
白沙一、三区的群众甚至提前1个月过春
节和提前春耕，以便渡海解放大军一登
陆，立即奔赴前线，投入支前服务。”

欢欣鼓舞迎接渡海先锋营

1950年3月5日，渡海作战兵团第
40军118师渡海先锋营的将士们分乘
14只帆船起渡，于6日14时左右在白
马井南侧登陆成功。

随后，渡海先锋营和琼崖纵队接应
部队一起，突破国民党军两个团的追截，
向白沙县阜龙解放区转移。“当部队到达
阜龙乡时，阜龙、狮光、番加等乡的群众
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迎。”陈德基说。

解放军的到来，让阜龙乡的黎族同
胞欢欣鼓舞，他们纷纷前往慰问，有的
挑来粮食，有的送来猪肉，有的送来芭
蕉、芒果、菠萝蜜等水果。“阜龙乡群众
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像接待亲人一
样拉着渡海战士到家里去住。乡亲们
杀猪宰牛，盛情款待，黎族妇女像照顾
自己的亲人一样，给伤病员喂饭，用草
药清洗伤口。”董元培说。

牙叉、元门、白沙、南溪、巴王、七坊
等乡的群众得知解放军的到来，也纷纷
杀猪宰羊，筹钱筹粮，从几十里外赶到
阜龙乡慰劳渡海战士。黎族同胞跳起
欢乐的舞蹈，慰问刚胜利渡海的英雄战
士们。慰问解放军的人群络绎不绝，沿
途大家互相招呼：“我们的队伍来了，快
看我们的子弟兵去。”

一位黎族老大爷高兴地牵来一头
牛，要送给部队宰了吃肉。部队领导知
道黎族同胞生活困苦，再三婉言谢绝。
老大爷说什么也不答应，把牛牵回去杀
了，挑着牛肉送来。

陈德基讲述，3月8日，中共白沙
县委、县民主政府和琼崖纵队接应部
队在阜龙乡召开欢迎渡海先锋营大
会。县长王昌主持会议，118师参谋
长苟在松在发言中表示：“白沙人民是
我们的父母，我们要努力战斗，解放全
琼崖报答白沙人民。”白沙县长王昌代
表白沙全县各族人民向渡海先锋营赠
送一面绣有“人民救星”的锦旗，表达
对解放军的深情厚谊。

那天，渡海先锋营驻地一片欢腾。
先锋营的指战员们挥臂欢呼：“感谢白
沙人民的慰问和慰劳。”“多打胜仗，报
答白沙人民！”白沙群众也挥臂欢呼：

“欢迎渡海大军，欢迎人民子弟兵！”晚
上，这里还举行了联欢会，黎族苗族青
年男女跳起打柴舞、竹竿舞，吹起金竹
笛，唱着民歌，歌颂共产党，歌颂解放
军，欢迎渡海指战员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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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
粮；最后一块布，送去做军装
……”这首在战争年代广为传
唱的民谣，是军民团结的生动
体现。71年前的春夏之交，在
革命老区村庄澄迈县中兴镇横
滩村里，老区人民用行动印证
了这句民谣——为了救治12
名琼崖纵队伤员，村民们倾其
所有，甚至将晚造的稻种拿出，
为养伤的子弟兵补充营养。

长期以来，这段历史鲜为
人知，直到海南省老区建设促
进会的工作人员在走访革命老
区村庄时，才渐渐发掘了这一
老区人民当年的义举。近日，
海南日报记者找到了当年才
15岁的亲历者蔡笃富，他向记
者回忆讲述了这段往事。

阜龙乡位于
白沙黎族自治县
东北部，距县城18
公里。70年前，这
个黎族同胞聚居
的山区乡迎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40 军 118 师 352
团渡海先锋营的
799名勇士，阜龙
乡群众倾其所有，
为解放军提供了
全方位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