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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
为了保家卫国的铿锵誓言

火车驶入朝鲜，四周一片寂静，黑夜
中突然传来低沉的敌机轰鸣声，由远及
近，声音越来越大，紧接着，天空中升起
几颗照明弹，漆黑的夜晚顿时如白昼一
般……老兵赵早生的脑海中至今仍经常
浮现当年入朝作战时的这一幕。

1951年2月，一场抗美援朝动员会在余
江县潢溪镇桂林村召开，时年24岁的赵早
生也参加了这次动员会。回家后，“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呼声萦绕在赵早生心头。

“儿啊，你真的要去打仗吗？”赵早生是家中
独子，妻子身怀六甲，家人难免不舍。“爸，新
中国成立前我们一直给地主当长工，如今
翻了身，不再受压迫，更要用行动来保卫新
中国。”说服家人后，赵早生参了军。

和赵早生不同的是，老兵熊龙浦在入
伍前曾有过一次“逃避服兵役”的经历。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抓壮丁，熊龙浦迫
于无奈逃到上海打工，后来听说家乡解放
了才回来。由于劳动出色、表现积极，他
被推举担任乡民兵连指导员。1951年，得
知入朝作战的消息后，熊龙浦带头入伍，
并动员49名同乡青年一起报了名。

“和前一次不一样，我们为了保家卫
国，是光荣的。”熊龙浦告诉记者，当时新
中国百废待兴，听到美帝国主义试图侵略
中国的消息，大家都摩拳擦掌，踊跃报名，
为的就是誓死捍卫新生的共和国。

回忆起出发时的情景，如今90岁高龄
的老兵蒋昌水语气坚定：“打仗就会有牺
牲，没有什么好怕的。”1952年2月，蒋昌水
刚到朝鲜，就遇到极寒天气，穿着单衣的
他和战友为了充饥，只能吃一口雪就一口
炒面。“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的战斗士气
很高昂。”蒋昌水告诉记者，那时候他们最
喜欢唱的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跨越 70年，每每唱起“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
乡”的英雄战歌，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英雄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为了祖国、为了人
民，义无反顾奔赴异国他乡的战场。

战斗——
激发向死而生的血性胆魄

“这个搪瓷缸最有意义，我从朝鲜战
场带回来，一直珍藏着。”在金溪县，93岁
老兵王检生摩挲着陶瓷缸上印着的“最可
爱的人”这 5个字，他告诉记者，这是每一
名志愿军战士不畏强敌，打出来的荣誉。

一次，王检生所在连队奉命进攻石砚
洞北山的一个无名高地。高地约有敌军
一个排的兵力驻守，志愿军仅用十几分钟
就打死敌军八九人，其余敌人仓皇逃命。
打扫战场时，其他战友先走一步，王检生
一人在后。突然，战壕里冲出一个敌人。

“他比我高一个头，端着刺刀向我冲来。”
说时迟那时快，王检生快速反应，挥舞着
步枪与他展开白刃战，两人的刺刀紧紧抵

在一起，难解难分。就在这时，王检生突
然感觉后腰一阵疼痛，原来，不知从哪里
又冒出一个敌人，向王检生的后腰刺了一
刀。此时的王检生腹背受敌，处境十分危
险。“这个时候，必须沉着、冷静。”就在身
后的敌人拔出刺刀的一瞬间，王检生闪过
身，侧身面对两个敌人，几乎在同一时间，
把正面敌人的刺刀挑开，用尽全身力气将
刺刀刺透他的胸膛。转瞬间，又调转刺刀
和另一个敌人搏斗，将其刺死。

“在朝鲜打了多少次仗，我记不清了，
只记得负了 3次伤，立了 3次功。”王检生
说，入朝后好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左手
手臂被子弹打穿，左腿膝下被弹片炸开，
后腰被刺刀刺伤。“最惊险的就是这处刀
伤。”老人掀起衣服，那条被敌人刺伤的刀
疤赫然可见。阵前亮剑，敌众我寡，仍战
至最后，誓死不退。凭借着惊人的毅力，
王检生一次次闯过了鬼门关。

“向死而生，誓死不退。”这是每一名志
愿军战士的座右铭。1950年，19岁的李亲
武加入了志愿军奔赴战场。1953年5月27
日晚，李亲武所在连队接到“攻占梅岘里，
拿下055高地”的命令。第二天晚上，战斗
打响，李亲武担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在
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冲锋。“当时头顶上有飞
机轰炸，地堡里还有很多敌人的机枪扫射，
很多战友都牺牲了。”李亲武含着泪说，由
于他个子小，在战友的掩护下，通过灵活机
动成功炸毁了两个地堡，就在他准备炸最
后一个地堡时被敌人发现，两颗子弹击穿
了他的左腿。李亲武忍着剧痛，爬到离地
堡10多米处，用手榴弹将地堡炸掉。地堡
燃起的熊熊烈火成为部队进攻的信号。这
场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志愿军打退了
敌人3次反击，最终占领了055高地。

身负重伤的李亲武经过手术，幸运地
活了下来，但落下二等乙级残疾。直到今
天，老人头部还遗留着未取出来的弹片。

“这个弹片是我最好的勋章。”李亲武告诉
记者，回国治疗期间，他收到部队寄来的
信件，才得知这场战役全连荣立集体二等
功，个人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保障——
扛起穿越烽火的使命担当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一条“打不烂、
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这条运输线保障
了前线作战的物资供应，为取得抗美援朝
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现年 88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白冰，就曾是这条“钢
铁运输线”上的一员。

“我是汽车团的，负责将物资运往前
线。”耄耋之年的白冰回忆那场战争时，格
外激动。1952年 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
敌机对通往上甘岭的各交通运输线日夜
封锁、狂轰滥炸，运输线上硝烟弥漫。“战
友们在前线作战需要补给，我们就不顾一
切往前冲，几乎每天都有车辆被毁、战友
牺牲。”白冰动情地说，为了躲避敌人飞机
轰炸，他们在不使用车灯的情况下，利用
轰炸间隙全速前进。到达前线卸下弹药
和物资后，他们还要负责往回运伤员。由

于山路崎岖，加之敌人轰炸，从前线到后
方医院往往需要3天多时间。“车上拉的伤
员，5个能活下来 3个，就算不错了。”说到
这，白冰的声音哽咽了。

“战友们在一线拼杀，我们负责保障
的也决不能掉链子。”同样在上甘岭战役
中担任机要译电员的老兵高文炳告诉记
者，他们在简易的防空洞里，顶着枪林弹
雨翻译电报，没有出现过一次延误。为了
支援战斗，高文炳和战友还承担了向前线
运送补给物资的任务。

从五圣山到前线坑道只有1000多米的
路程，但敌人设置了十几道封锁线。“那时我
们随手抓一把沙土，都能抓到数十个弹片。”
高文炳说，有一次，他背着百余斤重的炒面
等补给上前线，腿部被敌人的炮弹炸伤，简
单包扎后，靠着匍匐前进完成了任务。

战友——
铭记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

“当兵不怕死，也不能怕！”说起战场
上奋勇杀敌，老兵们很是骄傲。但每每回
想起并肩作战牺牲的战友，他们都忍不住
眼眶红润，默默脱下帽子，陷入沉默。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铁骨铮铮的柔情，更令人动容。挺过了敌
机的轰炸、扛过了疟疾，从未落泪的赵早
生在战后亲手埋葬76位战友时，忍不住潸
然泪下。“上甘岭战役后，我当上了班长，
带领战友去帮牺牲的战友建坟墓。”赵早
生含泪告诉记者，他们当时拿着油布包裹
尸体，凭衣服上留下的信息，在烈士们的
墓碑上刻下名字。一条 4公里长的路，他
们整理了近 4000名烈士的遗骸。“每当想
起牺牲的战友，心里就非常难受。”赵早生
声音颤抖着说，“他们都是英雄啊！”

黄继光的战友、90岁高龄的老兵张大
燕，至今记得在血与火的上甘岭，他和战友
是怎样坚守住黄继光用生命换来的 597.9
高地。1952年10月20日，战友黄继光为夺
回阵地壮烈牺牲。10月24日，张大燕所在
4连奉命驻守黄继光用生命夺回的 597.9
高地零号坑道。在激烈的战斗中，敌军一
枪打在张大燕前方的石头上，飞散的弹片
击伤了张大燕的左额头和右鼻窝。负伤
后，指导员想将他换到后方休整，但他依然
带伤坚守阵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眼看
着敌人就要攻上阵地，张大燕及时向指导
员建议，将打空了的弹盘都聚集到后方，由
后方负伤之后不能作战但还可以行动的伤
员负责压子弹、填弹盘，前方战友则负责作
战。凭借前后方的密切配合和战士们的英
勇奋战，敌人的进攻终于被击退，4连消灭
了60多名敌军，守住了零号坑道。

“一起当兵 5年的战友，在朝鲜打了 8
次仗，在一次战斗中就牺牲在我的身边。”
蒋昌水每每回忆牺牲的战友时，总是情不
自禁落泪。战役打响之前，他和战友立下
约定，谁牺牲了，就请活着的战友给家里
报个信。如今，每次去纪念馆看望战友，蒋
昌水都会在心底倾诉：现在一切都好啦，孩
子们都在宽敞的教室里上学，祖国越来越强
大，我们再也不用被欺负啦，只是，你们不在
我身边……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年年初以来，
全国多地组织开展了寻访老兵足迹、重温红
色记忆等活动，在红色故事讲述中追思革命
历史、致敬革命先辈，激励鼓舞人们在红色
文化浸润中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

亲历者能讲好红色历史。人民军队的
老兵，光荣而豪迈。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他
们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踏破雄关漫道的
长征路，亲历太行深处的烽火硝烟，横渡滚
滚长江的汹涌波涛，跨越抗美援朝的峥嵘岁
月，亲历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
血色征程，见证了共和国筚路蓝缕、白手起
家的艰辛过程。他们的英雄壮举、经典战
例、感人故事乃至亲历感悟，既是我军光荣
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承载记忆、教育
官兵的生动教材。把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请
回军营、请上讲台，有助于年轻官兵走近历
史、回望来路、饮水思源，在红色历史的现场
教育中坚定信仰、铸牢军魂，争当“四有”新
时代革命军人。

开路者能助推薪火相传。人民军队的
老兵，质朴而纯粹。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
流淌着我党我军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熔铸
的共同血脉。历经思想淬火和组织锻造的
他们，深知自己“从何而来、为何而战”。他
们既是战斗队、宣传队、生产队，也是解放
者、捍卫者、建设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
史洪流中奔涌弄潮，成就铁打的人民武装力
量。当祖国和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的
意志比铁还硬，比钢还强！老兵终将老去，
但他们的精神永存。寻访老兵、重温记忆，
有助于我们追溯好人民军队的红色血脉，发
扬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
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真正做到“把红色
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奋斗者应成为尊崇对象。人民军队的
老兵，平凡而伟大。战争年代，他们把牺牲
风险留给自己，把和平安宁留在身后，把自
己的热血和忠诚献给了共和国最壮丽的事
业，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平发展建立了
卓著的功勋。和平年代，许多老兵像“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张富清一样，顾全
大局、不计名利，卸下戎装、为民造福，从人
民中走来，最终又回归于人民，一如既往地
践行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和精神风貌。
这些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老英雄老前辈，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寻访老兵、重温记
忆，传递的是对前辈的一份问候，体现的是
对奋斗的一份提倡，彰显的是对军人的一份
荣耀。让奋斗者更荣耀，让吃苦者更吃香，
理应成为全社会礼赞老兵、尊崇军人、共筑
国防的道德风尚和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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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敬礼！！向最可向最可爱的人爱的人
——赣鄱大地开展赣鄱大地开展““寻访英雄寻访英雄??致敬英雄致敬英雄””活动纪实活动纪实

■■刘以华刘以华 李李 芳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冬明郭冬明

适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全国多地开展寻访抗美援朝老兵活动。
70载烽火硝烟，当年入朝作战的老战士已渐入人生晚秋。记者从江西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老干

部工作办公室了解到，目前在省军区干休机构休养的31名健在的抗美援朝老战士，年龄最大的99
岁，最小的87岁，能完整讲述战斗故事的仅有3位。

英雄的故事理应被后人铭记。为了做好抗美援朝老战士战斗故事“抢救性”挖掘整理和学习宣
传工作，10月中旬开始，江西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地方媒体，在全省展开

“寻访英雄?致敬英雄”活动，活动历时50天，寻访了8位健在的抗美援朝老战士，通过文字和镜头记
录老兵的战斗历程，聆听烽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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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至图⑧依次为王检生、李亲武、赵早生、
熊龙浦、白冰、张大燕、高文炳、蒋昌水。

（图片由江西省军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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