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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佚 崇 武 海 战 一 老 兵
——访指挥艇雷达兵刘启明

□ 任乃朋

国家从1955年实行义务兵役制69年来，
如东县应征入伍到海军舰艇部队当兵的各界
青年战士不计其数。他们告别父母亲人与故
土，守卫着神圣的万里海疆，肩负着保家卫国
的重任。

在他们中间，有人参加过历次海战，用枪
炮鱼雷和各种神威导弹打沉、打伤过敌人的
军舰，为祖国和人民立下不朽战功。

在我老家苴镇旁边的长沙乡四桥村有一
位从苴镇政府退休的海军舰艇部队转业老
兵，名叫刘启明。 我作为 1954年底国家征
集补充兵源参军的首批义务兵，一提起刘启
明这个名字，尽管是家乡邻居，但从未谋面，
然而对他怀有深深的敬佩之情，相见恨晚。
他参加过崇武海战，在海战中火线入党提干，
并荣立—等战功。

听说他在部队参加打仗的英雄事迹，我
就不停地打听这位转业军人的下落。40年过
去了，终于在今年 4月 23日，海军成立 75周
年建军节时，原掘港镇海花碑酒厂党委书记
施国庆告知战友刘启明手机号码，这才第一
次与他取得联系。4月 28日，请施国庆和我
一起去刘启明家看望和采访。

我们在他家门前下车时，刘启明眼闪泪
光与我们热情握手，互致问候。他脸形消瘦、
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背不驼，昂首挺胸，依
然充满革命军人的朝气。他老伴笑嘻嘻介绍
说：“他在家里养老，待遇不低呀，我是他的贴
身保姆，两个姑娘、女婿是钟点工，衣食住行
都有人照顾……”

这天午饭后，刘启明把崇武海战日记、一
等功证书和奖章，与上级首长接见时的合影
等资料捧了出来，声情并茂地给我讲述亲身
经历的战斗故事：

1965年 11月 13日深夜至 14日凌晨，中

国人民人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一部与台湾国
民党军舰在福建省惠安县崇武以东海域，进
行了一次激烈的海战，被称为崇武以东海战。

11月 13日 13时 20分，国民党军“永泰”
号猎潜舰率领护航炮舰“永昌”号从澎湖岀
发，妄图窜犯福建沿海地区。

这两条敌舰一进入我海军雷达最大探测
距离就被发现。海军福建基地指挥所，立即
以6艘护卫艇、6艘鱼雷快艇组成紧急突击编
队，另派588、589等4艘护卫艇行进至崇武以
东海区担任警戒和海上救援。

在人民海军 16艘舰艇组成的突击编队
航行序列中，排在最前方的第一艘护卫艇，排
水量 150 吨，舷号 573，是这次海战的指挥
艇。中央军委任命海军福建基地副司令员魏
恒武担任总指挥。

从国内外任何一次海战的胜利经验说
明，军舰不论大小，必须要有一位作风过硬、

专业技术高超的雷达兵是关键之一。
这艘指挥艇上的雷达兵名叫刘启明，

1960年8月从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长沙乡四
桥村应征入伍，到上海吴淞东海舰队训练团
四大队，专门学习操作雷达各项技术知识，一
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海军福建基
地平坛 42755部队二中队 573号护卫艇担任
雷达兵。

刘启明工作的雷达室面积将近一平米。
距离驾驶室隔两个舱，作用很重要，打起仗
来，就是指挥员的千里眼、顺风耳，也是艇上
的“总机室”。

11月13日下午5点多钟，停泊在平坛岛东
敖渔港的 573指挥艇艇长钱克明拉响紧急战
斗警报！所有战艇开机等待，全体战斗员各登
战位，随时准备向崇武以东作战海区进发。

这时 573指挥艇的抛锚缆绳系在渔港码
头海边的“水鼓”上，岸上的通讯电缆也只能与

“水鼓”相连，雷达室将电话线连接在“水鼓”电
缆上，解决了指挥艇与陆上电话联系问题。

这天晚上6点多钟，周恩来总理从北京中
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指挥室给 573指
挥艇雷达室打电话。周总理大声说：“我是周
恩来呀，请你叫魏恒武接电话！”刘启明一听是
周总理，激动地回答：“好的首长，请稍等，我马
上喊他接电话”。说罢便“打飞脚”跑到驾驶舱
总指挥室大声喊：“周总理叫你接电话！”魏总
指挥正在给参战艇艇长、指导员布置作战任务
和具体方案，实在抽不开身。“小刘！快去告诉
总理，说我正在进行战前动员，你把总理的指
示一句不落地记下来，写在纸上交给我”。刘
启明立即回到雷达室，一手拿话筒，一手拿笔，
把周总理的指示认真地记录下来：“今天的战
斗任务，是蒋介石的（永昌）、（永泰）号侵犯我
崇武以东渔区，要求全体官兵按照毛主席的军
事思想，宁断一指，不伤十指，要集中火力先打
一艘，发扬我军善于近战、夜战，英勇顽强的战
斗作风，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这次海战由573指挥艇打头阵，率领16艘

护卫艇和鱼雷快艇穿风破浪，急驶海战区。雷
达兵刘启明两眼紧盯荧光屏，警惕地搜索目
标。这时，风浪越来越大，艇身颠簸不停，晃得
刘启明头晕目眩，胃子阵阵难受，直吐黄水。
这时，他想起编队总指挥魏恒武在出发前对他
说的话：“小刘，加紧观察，提前一秒发现敌舰，
胜利就多一分把握！”高度革命责任感在激励
着他，使他斗志更旺盛，精力更集中。突然，荧
光屏上岀现两个只有针尖大的亮点一闪，他

“唰”地把扫描线往上一压，增加亮度，两个目
标，一前一后，在雷达屏幕上有节奏地跳动着
——这就是两艘敌舰。“该死的东西，看你往哪
里逃！”刘启明死死抓住目标，立即用扩音器大
声向指挥台报告：“右舷×度，××浬，发现敌
（永）字号两舰！”总指挥命令：“咬住它，别丟
掉！”刘启明坚定有力地回答：“是！”

指挥艇在雷达精准指引下，率先冲向敌
舰，后续艇只相继而上，一场激烈的海上夜战
打响了！

时间在不停的消逝，刘启明在雷达室里
连续工作四个多小时，他双眼紧盯雷达屏幕，
难得眨一下，长时间观察目标感到很吃力，但
仍坚持严密监视每一个目标的活动情况，他
想：“这是关键考验时刻，一定要争取最后胜
利！”

“敌舰在什么方位？距离××浬？”刘启明
随问即答，连续不断向指挥台报告目标方位、
距离等数据 100多项无一差错，使战艇始终
保持严整战斗队形，冲向敌舰，直到把“永昌”
号敌舰击沉，他才舒展了一口气。

刘启明这种顽强战斗精神和过硬技术本
领，在紧要关头起到重要作用，出色完成了战
斗任务，战后由战场编队总指挥提名，火线加
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火线提拔

为海军福建基地平坛 42755部队二中队 573
护卫艇副艇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荣记一等功。

由海军福建基地 16艘战艇组成的编队，
以猛烈炮火，进行紧追猛打！经过近两小时激
烈战斗，取得《永昌》号舰指挥舱被击中起火，
在爆炸声中沉入海底，同时击伤敌大型猎潜艇
《永泰》号，活捉 9名俘虏的重大胜利，写下中
国海战史上小艇打大舰的又一实际战例。

1965年 11月 15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
亲临福建前线看望凯旋的参战部队官兵，并
参加福建军民祝捷大会。

他告诉大家说，周恩来总理在崇武海战当
天，自始至终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
战指挥位置上，关注着整个战斗进程，直至14
日凌晨，由周总理亲自签发新闻战报后才离去。

11月26日，周总理在接见崇武海战有功
人员代表时，与指挥艇雷达兵刘启明等有功
人员坐在一起亲切交谈。他说：“大家一定要
认真总结经验，胜不骄，败不绥，同心协力去
争取新的胜利！”

战斗结束后，周恩来总理、罗瑞卿总参谋
长亲切接见了英勇善战的 588艇有功代表，
赞扬他们打得快、打得狠、打得好。1966年 2
月 3日，福建基地 588艇获得国防部授予的

“海上猛虎艇”光荣称号。
崇武海战 573指挥艇全体官兵在总结为

什么小炮艇能击沉美制蒋军大军舰时，大家
自豪地说：“咱们有刘启明海上千里眼”。

但是，刘启明却谦虚地说:“天下没有翻
不过的高山，世上没有攀不上的险峰，锐利的
刀刃是磨出来的，过硬的功夫是苦练出来
的”。实战中，他在荧光屏上发现一个模糊小
亮点，一前一后在闪动。刘启明从目标的方
位、距离和运动规律上，立即判断这就是敌
舰，并判明舰型，为此次击沉敌舰创造了条
件。平时，为了熟悉海域的每一处特点，他都
要不停地反复看，不断地画，不断地记。每次
出海，不管风吹浪打，他都坚持苦练。因而海
区里的每一块礁石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
仅凭记忆，就能迅速画出一张海区图。

有的港口航道狭窄，暗礁遍布，沙滩多，
海底浅，雷达要在这里进行导航，真是一个难
攀的险峰。有的人一见这种地方就摇头，刘
启明不是这样，他说山要经过艰苦攀爬才能
踩在脚下，真理要靠反复实践才能逐步认
识。结合平常训练，经过较长时间试验，终于
研究出狭窄航道雷达导航的最佳方法，受到
上级表扬和嘉奖。

在采访结束时，刘启明讽刺性地提醒台
湾个别掌权者和少数外部势力长点记性，如
果你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说一套做一套，
胆敢再派舰艇到台湾海峡兴风作浪，必定会
与 60多年前来犯的“永昌”号一样，难逃葬身
海底的可耻下场。

（如东县老区促进会城中街道分会供稿）

1949年5月26日，上海战役胜利结束，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0兵团 29军 87师 260团
短暂休整后，奉命南下解放福建。

福建省位于祖国大陆东南部，崇山峻岭
连绵，全境道路险阻。我们这支部队长期在
平原地区生活作战，当时又是酷暑多雨季节，
这给部队行军带来一定困难，入闽前必须充
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七月初，我们从嘉兴
乘火车到江西上饶，然后步行爬过分水巅，翻
过武夷山，进入闽北。闽北地区山峦连绵，山
路崎岖，时值酷暑，战友们顶着烈日，有时又
遇暴雨，每人身负 40多公斤武器装备和食
粮。许多战士脚上磨起了血泡，忍着疼痛，踩
着碎石行走，身上又被汗水、雨水湿透，衣服
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当时，几乎每个连队都

有中暑发生，作为部队一名卫生员的我，随行
其中，及时给予处理。行进中，部队政工人员
大力开展宣传鼓动，文化人员边走边歌以鼓
舞士气。在行军途中还有时有国民党散兵和
土匪扰乱，我们坚持边打边进。经一个多月
长途跋涉，我们连队抵达福建南平、夏道、龙
溪一带集结备战。随后于8月17日南进解放
福州，然后再南进泉州、厦门等地，准备解放
金门岛。

根据毛泽东主席电示：闽浙两省剿匪
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剿匪必须要用
四五个主力师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
我 29 军 87 师 260 团士兵于 1949 年 11 月已
进入福建德化县。当时在赤水、尊美一带
就有林青龙、刘子宽、陈伟彬、苏玉英等为

首的多股土匪非常猖獗。这些匪首，在当
地欺压百姓、扩张势力，利用封建迷信、宗
教组织、民团各霸一方，占山为王，有些人
既是土匪头目，又是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官
吏。在其反动统治临近崩溃之际，他们实
行“游击计划”，作图谋复辟重要手段，做着
最后的垂死挣扎。

在剿匪初期，地方政府刚建立。解放军
初到，地形不熟悉，人民群众对共产党解放
军还不够了解，所以土匪非常嚣张，他们散
布谣言，破坏政府威信，扰乱政府开展工作
等。1950 年春，一股土匪集结 200 多人，攻
打我赤水区政府，后我部队及时赶到，将土
匪击溃活捉多人。之后我们对多股土匪进
行追剿，经过一年多，土匪被我们剿得走投

无路，有的自首投降，有的自杀，少数外逃隐
藏到深山沟里。1950年冬，我部得知有几个
土匪藏在戴云山与九仙山之间的深山沟里，
必须马上前去追剿。当时夜间走山路非常
艰难，当我们爬过一座高山时，因夜间露水
多，脚底下石头很滑，我二排四班叫陈春林
的“小广东”战士，突然从左边山路悬坡连人
带枪滚了下去，此悬坡约有八十多米深，“小
广东”顿时不见人影。队伍随即停止前进，
蹲在山边，设法如何营救。因为前后都是垂
直的石头陡坡，大家研究如何营救时，突然
听到山脚下传来“小广东”在唱“东方红，太
阳升”的歌声，大家一喜，“小广东”还活着，
于是领导派一班战士往前几里绕过山坡把

“小广东”抬了出来，我也随队进行了“小广

东”受伤处的紧急止血处理。
经过一年多艰苦剿匪，我们部队的任务

胜利完成。据不完全统计，我们俘匪 1496
人，自新 1183人，毙伤 254人，缴获轻机抢 18
挺，各种步枪 1174 支，电台 2 部，各种枪弹
71672发。

1951年7月，我260团在德化县召开庆功
大会，共表彰了连队模范 33名，一等功臣一
名（黄思忠），二等功臣47名(如东藉顾锦元等
人)，记二三等功15个。德化县为纪念剿匪胜
利特制作了剿匪胜利纪念章，发给参加剿匪
的每一个战友。如今，73年过去了，那枚铜制
剿匪纪念章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我的收藏盒
中。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的
日子里，我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刘启明刘启明（（右右））向本文作者讲述崇武海战经历向本文作者讲述崇武海战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