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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英雄郑现勇：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记者 陈永团 窦娜 臧秋花

策划：王健 统筹：李伟 陈永团

������郑现勇（前排左二）和战友们在战
场上。

郑现勇（前排左三）和战友们的合影。
图片均由郑现勇提供。

人物档案：
郑现勇，1954 年生于周口淮阳，

1972 年入伍，两次参加对越自卫反击
战。在部队期间，他荣获“全国边陲优
秀儿女银质奖章”1 枚，荣立一等功 1
次、三等功 2 次，先后被济南军区和
河南省军区评为“优秀专武干部”。

“在我军旅生涯中 ，最难忘的就
是那场历时八天八夜的捕俘作战 ！
那几天 ，我和战友们克服重重困难 ，
成功抓获 1 名俘虏 ， 圆满完成了上
级交代的任务。 战后，中央军委授予
我们连队 ‘英雄侦察连 ’荣誉称号 ，
并高度评价此次行动是 ‘战果最大 、
时间最长 、潜伏人员最多 、无一伤亡
的辉煌战例’。 我也因指挥得当荣立
一等功……”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硝烟
虽已散去三十余载，但对于曾亲历那
场惊心动魄捕俘行动的郑现勇而言，
记忆依旧清晰。 提起当年的战果，这
位 71 岁的老人眼中仍闪过激动的光
芒。

初赴战场小试牛刀

1979年， 郑现勇服役的 50军 149
师奉命开赴中越边境执行战斗任务。 时
任师侦察科参谋的他，随部队奔赴前线。

从 2 月 17 日战斗打响到 3 月 5
日撤回国内，在半个多月的激战中，郑

现勇协助侦察科科长研究敌方地形地

貌，指挥一线连队侦察敌军兵力部署，
为部队制定最佳进攻路线提供关键情

报支撑。 指挥官依据他们获取的情报
果断决策，下达战斗指令。 战斗期间，
郑现勇所在的部队圆满完成了上级交

代的作战任务。 随后，根据统一部署，
部队在云南省屏边县休整待命两个月

后撤回原驻地。 这是郑现勇第一次参
战， 为他日后重返战场积累了宝贵的
实战经验。

此后， 郑现勇被选送至中国人民
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深造。 学习结
束后，他没有返回原部队，而是被派往
原武汉军区 20 军 60 师， 担任侦察参
谋。 1984 年，60 师奉命组建侦察连，拥
有实战经验的郑现勇被任命为侦察连

连长。
打铁还需自身硬。 作为基层带兵

人，郑现勇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训练
场上他总是第一个为战友们做示范，
生活中他经常和战友们打成一片，带
出了一支优秀的侦察队伍。“作为侦察
兵，我们获知的军事信息太多，还要经
常深入敌军腹地， 我们要随时做好牺
牲的准备，誓死不做俘虏，要把最后一
颗子弹留给自己！ ” 在郑现勇的感召
下，全连官兵每次出任务时，都悄悄把
一颗子弹放进自己的口袋， 宁愿牺牲
自己也不背叛国家。

深入敌后八天八夜

1984 年，郑现勇所在的部队奔赴
前线。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军的
活动规律、据点位置，并伺机捕俘，为
我军炮兵和步兵协同作战提供精准

情报。 一时间，中越边境线上，各军侦
察连纷纷出击， 战士们斗志昂扬，竞
相争取拔得头筹，率先捕俘以夺取情
报优势。

郑现勇所在的 60 师第 4 侦察分
队先后 36 次出境侦察。 经过仔细观
察， 他们终于锁定了敌军的炮兵阵地
和驻军营地。选定潜伏地点后，他们精
心制定了周密的出境捕俘方案， 报请
上级批准后， 一场艰苦卓绝的越境捕
俘行动拉开序幕。

依照预定计划， 作为队长的郑现
勇带领战友分为 6 组 ， 从草果林场
1813 高地出发。 2 名观察哨兵先行匍

匐开路，捕俘组、火力组、指挥组人员
相隔百余米紧随其后， 后方百余米跟
随着接应组、保障组和支援组人员。

越南地形复杂， 多为茂密的热带
丛林。 行动首日，大雾便不期而至，郑
现勇和战友们只能依靠砍刀， 在荆棘
密布、人迹罕至的丛林中艰难跋涉。第
三天，浓雾弥漫，能见度不足两米，他
们彻底迷失了方向。 指挥组紧急商议
后，打开电台向后方指挥部求援。几分
钟后， 后方发射的炮弹在预定潜伏方
向的外围区域爆炸， 隆隆炮声为他们
重新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五天， 他们携带的干粮和水消
耗殆尽。饥渴难耐之际，战士们发现一
种野菜，纷纷用匕首挖掘，有人甚至已
将野菜送到嘴边。 突然， 一名战士惊
呼：“有毒！ ”顷刻间，众人皆感嘴唇麻
木、喉咙灼痛、难以发声。 所有人挣扎
着爬向附近水塘 ， 试图用水缓解症
状。 待大家神志稍清，情绪难免有些
低落。 郑现勇强忍不适，激励大家坚
持：“胜利就在眼前， 潜伏点快到了，
绝不能功亏一篑！ ”重整装备后，他们
忍着饥饿，继续向潜伏点艰难挺进。

第六天 7 时左右， 他们终于到达
预定潜伏地点。 按照部署，捕俘组、指
挥组、火力组在正面潜伏观察，等候时
机；队伍两边各设 3个观察哨；距潜伏
点不远的后方， 是由百余人组成的接
应组、保障组和支援组。

潜伏一段时间后， 观察哨发现 3
名背着冲锋枪的敌人。 但当时敌情尚
未完全摸清，加之潜伏准备尚不充分，
郑现勇和战友们只能屏息凝神， 静待
时机。

转瞬之间， 敌人进入最佳伏击范
围。 郑现勇果断举枪击倒 1 人，另外 2
名敌人呆在原地，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捕俘组战士立即挥拳将他们打晕，并
迅速拖着俘虏往潜伏点撤离。 撤出 1
公里后，1 名俘虏因伤势过重死亡，郑
现勇和战友们只得将其就地处理，然
后轮流拉着另外 1 名俘虏继续撤退。
连拖带爬一天半后， 筋疲力尽的战士
们终于抵达国境线。

在草果林场， 第 4 侦察分队将俘
虏移交后方部队。此时，战士们又累又
饿，见到炊事班备好的热面条，恨不得
立刻扑上去。然而，侦察兵出身的郑现
勇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根据经验，

他认为虽然大家已经到达了国境内，
但是并不安全， 敌军有可能会向我军
发射炮弹。

“砰！ ”就在大家满心期待着饱餐
一顿时，郑现勇一个箭步冲上前，毫不
犹豫地一脚踢翻了饭锅。随后，他厉声
命令队伍继续后撤。 这一突如其来的
举动，让战友们困惑不解。但军人的天
职就是服从命令，尽管心中充满疑问，
他们仍坚决执行命令， 饿着肚子迅速
向后撤离。

事实证明，郑现勇的判断是对的。
仅仅 10 分钟后， 敌军的炮弹呼啸而
至，精准覆盖了方才支锅做饭的区域。
刹那间，火光冲天。如果当时大家稍作
停留，后果不堪设想。

历时八天八夜的捕俘行动终告成

功。 俘虏提供的情报让我军打掉了敌
军一个炮兵阵地和一个观察哨， 有效
削弱了敌军对我军前沿部队的监视能

力， 为夺取战场主动权奠定了坚实基

础。战后，郑现勇所在连队凭借在战斗
中的英勇表现被授予“英雄侦察连”称
号，他本人也因此荣立一等功。

无悔军旅永葆本色

时光流转，1985 年 5 月底， 郑现
勇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次重要转变，
他调到周口军分区任参谋， 开启了新
的工作征程。此后，他不断接受新的挑
战：1986 年， 调到淮阳县武装部任军
事科科长；1996 年， 担任西华县武装
部副部长。每一次岗位变动，都是对他
能力的信任与考验， 而他始终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认真履行着每一
项职责。

1999 年，郑现勇转业到周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任大队长。 从军队到地
方，工作和任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
他迅速适应了新环境， 将军队的优良
作风和严谨态度带到了公安工作中。

他以身作则，带领队员们严格执法，热
情服务， 为维护交通秩序和社会稳定
作出了积极贡献。 直至 2014 年退休，
郑现勇在公安岗位上依然兢兢业业，
再立三等功 1 次，并荣获“河南省优秀
人民警察”称号。

退休后，郑现勇步履不停，积极投
身于社会公益事业。他经常走进校园，
开展宣讲活动， 用自己和战友们在战
场上的鲜活事例， 向学生们介绍那段
烽火岁月， 生动传递革命前辈不怕牺
牲、英勇无畏的爱国情怀。

“作为一名军人，能够参加对越自
卫反击战，是我毕生的荣耀。保家卫国
终不悔，驰骋疆场献青春。 我骄傲、我
自豪、我无悔，因为我曾是一名军人！”
郑现勇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
胸前的军功章在阳光下映射出耀眼的

光芒。那光芒中蕴含着无数的故事，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不忘初心、 砥砺
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