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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老兵李乐乡：

从作战图到城市地图，
他把毕生精力献给测绘事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从伟 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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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总司令一句话
激励自己从事测绘

7月25日，在微山县城区城后路的小街
巷一栋普通的宿舍楼里，穿过种满花草的小
院子，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见到了李乐
乡老人。一头白发,精神矍铄,满面笑容亲切
温和。由于年事已高，听力有些不好。但回忆
起当年的战争岁月，老人瞬间打开了话匣
子。

1931年，李乐乡出生在铁道游击队的故
乡微山。“当时铁道游击队的战士不少在我
家住过，我爷爷和父亲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
帮助。”看着战士们英勇杀敌，从小耳濡目染
的李乐乡在心底埋下了一颗保家卫国的种
子。他说，从小自己就跟着游击队员扒铁路，
重的活干不了就干些轻的。

17岁那年，从小酷爱钻研的李乐乡参军
后不久便被选送到华东三野司直测绘大队
学习测绘专业。由于表现突出，被选入10人
突击组去北京测绘总局绘制急需的地形图。
也就是在那时，李乐乡有幸见到了朱总司
令。“朱总司令是从总局南楼测绘室的西头
往东头走过去的。”李乐乡回忆时仍难掩喜
悦之情。“当时朱总司令给我们测绘工作的
评价是‘测绘员的笔杆子就是战士的枪杆
子。’也就是朱总司令的这句话，激励着李乐
乡矢志不渝地从事着测绘工作。

1950年10月份，李乐乡被分配到24军司
令部作战科任测绘员。1951年，他接到了测
绘军防区内杭州湾及城镇大比例尺地形图
的任务。那时，他们使用落后的小平板仪，测
绘通行困难，还有严重威胁生命的血吸虫病
流行的河网地区。“虽然困难不仅于此，但我
们还是积极按期完成了外业测量任务。”为
此，事后他被记二等功。

随24军入朝作战
抱着有去无回的想法

1952年10月，李乐乡随24军入朝作战。
“在入朝之前，我们都买了不少好吃的，葡

萄、苹果什么的，能多吃就多吃点。”李乐乡
说，面对敌我兵力的悬殊，很多战士都是抱
着“有去无回”的想法。

在战场上，李乐乡作为一名测绘员，不
仅需要时刻将地图带在身边，更需要时刻保
持清醒头脑，实时为作战指挥员提供精准的
地形信息。李乐乡深信，打仗要知己知彼百
战不殆，中间还得再加个测绘精准。

为了绘制一张精准的作战地图，有一
次，李乐乡发高烧，但他仍和战友们冒着敌
机轰炸的危险，扛着测绘仪器，在冰天雪地
里深一脚浅一脚的去测绘前线地形。在回来
的路上，李乐乡坚持不下去就昏倒了。“当
时，我都不知道我那两个战友是怎么把我抬
回来的。”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李乐乡绘制
出了《敌我态势图》、《兵力部署图》、《火力配
系图》、《工事构筑图》和《炮兵射击计划图》，
确保了军事打击的准确性。 李乐乡清晰
地记得1953年7月13日的金城反击战役。随
着一声令下，千余发炮弹齐刷刷地飞向敌
军。当时在后方指挥部里统筹前方战事的李
乐乡在电话里听地一清二楚。“真的是炮火
连天，爆炸声此起彼伏，相信每一发炮弹都
落在了自己精准测量的位置上。”也就是这
场战斗，使美军士气严重受挫。

手绘家乡地图
见证巨大变化

在李乐乡老人的家中，墙上挂着多幅微
山县、济宁市地图。这些地图都是李乐乡亲
自参与测绘的，见证了微山乃至济宁几十年
的发展变迁，也为城市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
献。

老人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珍
藏多年的“宝贝”—套陈旧的测绘工具。“这
是曲线笔，这是直线笔，这个是检查模
板……”老人饶有兴趣地给记者介绍。“这套
工具是转业后参加工作时用的，比在战场上
用的先进多了。

“你看看，这是1954年的地图，当时就只
有一条马路，没有多少房子，你再看看这张，
1 9 7 4年的，上面的房子和马路就多了起
来……”指着自己手绘的地图，李乐乡老人
如数家珍。转业回来后，李乐乡凭着部队里
掌握的测绘技术被分配到微山县住建部门
工作。从1954年到1990年，三十多年间，李乐
乡老人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微山县的边
边角角，绘制了精准的地图。“最大的感受就

是，微山县一点点地变大变美。”

每年捐3万元
帮扶困难退役军人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牺牲的战友让李
乐乡终生难忘。有一次，美军飞机投掷的炸
弹，离自己只有40米远，逃过一劫，可自己的
4名战友不幸牺牲了，“当时的尸体炸得血肉
模糊。”还有一次，自己的一个战友让他拍一
张照片，说是寄回老家，可不幸的是，第二天
他就牺牲在了战场上。“我现在能活着，都是
战友们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换来的。”李乐
乡感叹道。

从2015年开始，李乐乡每年都从自己的
工资中拿出2万元捐给当地县慈善部门，捐
赠给重点优抚对象和困难退役军人。三年
后，又把捐赠额度提高到了3万。“这个月的
工资快发下来了，到账后我第一时间就捐出
去。”

想去北京看看
给老首长敬个军礼

“我兴趣比较广泛,喜欢养养花草，看看
书,写写文章。”李乐乡说，2015年，家里儿孙
们给他买了电脑和智能手机，还给他注册了
QQ、微信号，并耐心教他学习新技能，老人
更是勤奋好学，很快就掌握了新技术，变成
了网络“潮人”。

“我喜欢把我的生活用文字记录下来,
希望能把生活中的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
人。”李乐乡说 ,除了把这些文字投稿给报
社和杂志，他还会发表在自己的网络空间
里，文章下的每条评论自己都会仔仔细细
的看。看到那么多人认同自己,就很有成就
感。

也就是在6月份的一天，李乐乡在网上
浏览新闻时，看到了100岁高龄的老首长万
海峰。“他的腮帮上有两个大酒窝，是他最
大的特点，我一眼就看出来了，现在也没
变。”李乐乡回忆说，“抗美援朝时，他是炮
兵办公室主任，我测绘的地图都要拿给他
看。”后经家人多方打听，才联系上了自己
的老首长。为此，李乐乡还特地给老首长写
了一封信，祝愿他健康长寿。“70年没见了，
我很想去北京见见他，在首长面前敬一个
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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