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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战火洗礼
曾是遍地英雄

历史长河中，总有奔腾的浪花在人们
心头长久澎湃。

前身为志愿军总医院的沈阳联勤保障
中心第 966医院的院史馆里，一块刻有洪
学智上将手书的石碑格外醒目：“发扬志愿
军光荣传统再立新功”。抗美援朝时期，洪
学智担负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
部司令员。无疑，那场保家卫国的伟大战
争，为这座位于鸭绿江畔的医院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记忆。

漫步史馆，老院长朱勇把我们带回到
70年前：在朝鲜前线熙川，朱勇和战友们冒
着敌机的轰炸，抬着担架抢运伤员；在漆黑
的夜晚，凭着听觉寻找伤员，一路把伤员背
下阵地；蹚着洪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转运伤
员；时常一两天不休不眠，对伤员实施紧急
抢救……

一次，朱勇和6名医护人员护送400多
名伤员回国，闷罐车在敌机的围追堵截下
走走藏藏，足足走了 9天 9夜。一路上，她
精心守护伤员，直到把伤员安全送达后方，
才瘫倒在地。当年，朱勇还只是一名 16岁
的女战士，为了上一线，她曾咬破手指，写
血书请战。

朱勇曾被志愿军授予“模范护士”荣誉
称号。像朱勇一样，众多医护人员用“一不
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死”的精神，守护着
志愿军伤病员的生命：前线血液短缺，大家
随时为伤员伸出胳膊；没有石膏床，就便制
作吊挂装置固定断肢……

医院在克服困难中不断扩大救治规
模，床位从600张增加到4800张，最多时收
留伤员6000多名。截至1954年10月，医院
共接收伤病员 34万余人，向后方转送 26.3
万人，抢救 6.3万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
生命奇迹！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序列中，像第966
医院这样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部队
还有许多。

在某汽车运输旅，官兵围着一面面锦
旗向我们讲述：面对敌人的空中轰炸、地面
封锁以及毒气战、“绞杀战”，汽车兵舍生忘
死保畅通，筑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
输线”……

在某储供基地，官兵沿着一段锈迹斑
斑的铁轨向我们讲述：保障人员依托铁路运

输线，不分昼夜接收、分选、发运来自全国各
地的军需物资，哪怕敌机在头顶盘旋……

在中心所属的北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官兵通过一张张发黄的照片向我们
讲述：志愿军组建防疫大队，千方百计粉碎
敌人的细菌战……

在某综合仓库，当年官兵用节省下来
的棉布棉花赶制 4000条棉褥的故事，令人
沉思良久……

在中心所属的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
当年东北军区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挖掘潜
力的做法，给人带来不少启发……

战斗故事融入生活
光荣传统浸润心田

人民军队前进的步伐铿锵有力、永不
停歇。2016年 9月 13日，联勤保障部队成
立，联勤力量建设翻开崭新的一页。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继承
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对于联勤人来
说，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期任务。”沈阳
联勤保障中心政治工作部主任王祖来告诉
记者，他们积极探索让光荣战史与现实问
题对接的方法路子，努力把伟大精神融入
官兵生活。

“当年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有三怕，一
怕没饭吃，二怕没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
下来，这三怕，都跟谁有关？”在某教导大队
新兵营的课堂上，原沈阳军区后勤史馆馆长
徐文涛的发问让新入伍的战友们陷入思考。

“这三怕都跟我们后勤保障有关。”新
兵赵鹏抢先回答。这名大学生士兵当初的
愿望，是到作战部队去摸爬滚打，没想到被
分配到大山沟里守仓库，一度闹起情绪。

课后，赵鹏向徐文涛敞开心扉：“听了您
这堂《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课，我茅塞
顿开，没想到后勤保障对部队战斗力的生
成、对战争的胜负起着这么重要的作用，我
为自己能够成为联勤兵而感到自豪。”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所属部队，很多
官兵走进军营的第一堂思想教育课，都是
在这座后勤史馆里上的。史馆里面陈列最
多、介绍最翔实、内容最震撼的，便是抗美
援朝战争展区。

“米、面、油、衣、被、车，这些我们看似
平常的物品，在战场上却起到重要的作
用。”史馆中的一串串数字、一件件文物、一
张张图片、一段段故事，无不震撼着官兵的
内心。

抗美援朝战斗故事被中心机关编成
《中心好榜样，永在我心中——先进典型风
采录》一书。这本书在基层连队广受欢迎
和好评，因为那其中有属于联勤部队自身
的光荣，看到这段历史，官兵就像听到革命
先辈的谆谆教诲。

官兵还把抗美援朝战斗故事搬上文艺
汇演的舞台。一次，某储供基地三级军士
长徐建饰演一名志愿军战士，演着演着台
下观众就泪流满面：一个苹果被这名战士
带进了坑道，坑道里的官兵口渴难耐、嘴唇
干裂，这个苹果在坑道里传了一圈，但谁都
没有吃一口。“《一个苹果》的故事带给我们
很多思考。”徐建说，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
革命前辈锻造了弥足珍贵的团结友爱精
神，青年官兵必须发扬光大。

有的官兵把抗美援朝战斗故事改写成
歌曲：“金达莱，金达莱，万般芳华血染成，
高唱凯歌迎春来......”歌曲反映的是一名志
愿军护士用身体保护伤病员，自己却在敌
机轰炸中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在医护人
员中间广为传唱。

第 966医院官兵走进抗美援朝纪念
馆，走上鸭绿江断桥，走进当年沿中朝边境
开设的医疗所和收治点，开启寻根之旅，接
受精神洗礼。

同样经历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第 969
医院，将这段珍贵的历史写进院史、院歌，
融入医院“红色向党、红医大爱、红盾为战”
特色文化，时刻引领医院建设发展。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
量。伟大的精神又何尝不是？沈阳联勤保
障中心的许多官兵谈到，一接触到抗美援
朝那段光辉的历史，就仿佛听见一声嘹亮
的冲锋号，令人心潮激荡、热血沸腾，感觉
吃多少苦、克多少难都不在话下！

钢多气盈骨更硬
创新是最好传承

“学习抗美援朝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
吸收消化其中的营养成分，在强筋壮骨中
实现单位创新发展。”按照这一思路，中心
机关通过“联勤夜校”“党史讲坛”，引导官
兵认真学习、研究抗美援朝这段历史。

“过去我们钢少气多，现在钢多气多骨
头要更硬。”“现代战场前后方界限模糊，联
勤战线必须强化战斗精神。”“志愿军官兵用
了很多巧妙的办法克服困难，我们也要学好
用好科技手段，让联勤力量如虎添翼……”

深入讨论中，中心官兵的思想得到升华，行
动更加自觉。

“前方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需要多
少，就前送多少；没有的就筹措，筹措不到
的，就自己组织生产 ；宁肯后方挨饿受冻，
也要满足前方需要。”这段话，是某储供基
地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立下的铮铮誓言。
基地官兵克服重重困难，创造了“年收发量
达千余车皮、10万余吨物资”的业绩。

时代变了，但“一切为了前线”的战场
要求没变。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基
地官兵枕戈待旦。大年初二一早接到调运
抗疫物资送往武汉的命令后，基地官兵丢
下碗筷，争分夺秒装载防护服、乙醇等物
资，仅用1个小时，便完成出征准备。20个
小时后，满载防疫物资的列车便驶入汉口
火车站。

一支军队的脊梁，不是武器而是精
神。70年过去了，当年入朝作战的第一支
汽车部队，已经成长为联勤保障部队一支
运输劲旅，其间体制编制几经调整，但“筑
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汽车兵
之魂始终没变。

盛夏时节，一场跨区联演正酣。一路
上，官兵采取抹清凉油、嚼朝天椒等办法，
克服闷热、困倦的袭扰，连续跨越 6省区，
机动 6000多公里，没有一辆车掉队。然
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车队行至艰险
陡峭的某山地时，重载的运输车在近 70度
的大坡前徘徊不前。半山腰上，一些轮式
装备也在原地“打转转”，这让年轻的驾驶
员有些不知所措。

“前面就是‘上甘岭’，我们没有退路！”
部队长的战斗动员掷地有声。紧急作战会
议决定：不同车型交叉编组，以动力强劲的
车辆牵引运输车的方式分组登山。车队终
于突破天险，成为机动最快的参演部队，一
举取得3个第一的好成绩。

金秋十月，辽南山区，某联勤保障旅卫
生营组织演练。“前沿阵地15名官兵负伤，
急需血浆药品！”然而，通往阵地的桥梁“被
炸”，几十公斤血浆药品被阻于数公里之
外。危急时刻，4架无人机挂载储存箱从天
而降，快速精准地将血浆药品送达前线……

该营官兵向记者介绍，抗美援朝时期
我方桥梁被炸断后，抢修的桥墩经不住火
车头的重压，铁道兵就发明了“顶牛过江”
的过桥方法：较重的车头顶着较轻的车厢
过桥，车头不过桥，桥对面再用另一个车头
拉走车厢。“今天的条件大为改善，我们更
要学会运用科技手段、现代装备保打赢，让
各条保障战线都打不烂、炸不断！”

延伸延伸，，““炸不断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钢铁运输线””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传承抗美援朝精神的新闻调查

■石飞虎 刘昱岑 本报记者 赵佳庆

编者按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用一场“立国之战”打出了国威军
威，谱写了一曲英雄壮歌。彭德怀元帅曾说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应归功于
后勤。”东北地区是志愿军的后方基地，依托这一基地，志愿军沿主要道路配置兵站、医院、汽车团、铁道部
队等保障力量，修建各种仓库及掩体，形成了能打、能防，能运、能储、能供、能修、能医的后勤保障网，为抗
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白山黑水间，探寻新时代的联勤
官兵传承抗美援朝精神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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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为应对敌人发动的细菌战，志愿军防疫人
员正在采集带菌的树叶、鼠类和蝇类标本；

图②：志愿军汽车第1团3连（现为沈阳联勤保障
中心某汽车运输旅2营）车队在朝鲜三八线附近向前
线运送弹药；

图③：中心某汽车运输旅 1营（前身为志愿军汽
车第10团）官兵开展车辆伪装训练；

图④：中心所属的北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
兵开展防化演练；

图⑤：中心所属的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军代表指
导部队官兵依托铁路运输装备；

图⑥：中心第 966医院（前身为志愿军总医院）开
展医疗救援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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