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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金一南说：“真正的英雄具有

那种深刻的悲壮意味：播种，但不参加

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在这收获的

金秋时节，我们迎来又一个烈士纪念

日。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那些“播

种，但不参加收获”的英雄烈士。

我部官兵有幸多次执行在韩志愿

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式任务，对志

愿军英烈的事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内心被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伟大精神

深深震撼。70 多年前，由中华优秀儿

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保卫

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一

道，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将士

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

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

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

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他

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着狂轰

滥炸坚守阵地，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

作人梯，抱起炸药包、手握爆破筒冲入

敌群，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

然不动，甚至敢于“空中拼刺刀”。在

他们中间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

云等 30 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 6000 个

功臣集体。

小葬于墓，大葬于心。执行仪式

任务中，迎回的每一位英灵、听到的每

一段英雄故事、瞻仰的每一方纪念碑，

都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都是照耀

我们砥砺前行的精神灯塔。如果说高

标准完成迎回安葬仪式任务，让忠魂

安息，是上篇文章，那么继承发扬英烈

精神，让后浪奔涌，则是我们要做好的

下篇文章。

继承发扬英烈精神，首先要讲好

英烈故事。英烈逝去，他们不朽精神、

英雄故事，被后人口口相传。这些故

事，讲述着血与火的战斗历程，展示着

英烈们用鲜血和生命践行的坚定信

念。从传播学角度看，故事带给人们

的是形象化、情节化的记忆，比单纯道

理更让人记得住、记得牢。

应通过课堂教育、书刊阅读、演讲

比赛、板报评比等途径，讲好志愿军

英烈乃至各个时期我军英雄模范的

故事，让英烈精神可感悟、被传颂，使

官兵在听故事、品故事、评故事中树

立学习榜样、提升思想境界、积蓄向

上力量。

继承发扬英烈精神，就要有英烈身

上那股敢打必胜的拼劲。英雄烈士身

上有一个鲜明的特征，这就是压倒一切

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的大无畏

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松骨峰阻击

战中，王金传等勇士子弹打光了，就和

敌人抱在一起，与敌同归于尽。激战

后，烈士们的遗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

姿势，有的抱着敌人的头，有的掐着敌

人脖子，有的咬着敌人耳朵……他们一

个连歼灭 300多个敌人，坚持等到部队

主力的到来，最终保住了阵地。在我军

历史上，像这样靠着战斗精神战胜强敌

的战例不胜枚举。

现代战争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

智能化特征日益显现，但战争“流血的

政治”这一本质没有变，狭路相逢勇者

胜的规律没有变，特别是精确制导武

器带来的摧毁和震撼超过以往任何战

争形式，对军人的意志品质和精神、心

理的考验更为严峻。过去，我们钢少

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

更硬。

要以英雄烈士为榜样，大力培育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使

每名官兵在灵魂上“补钙”、本事上“升

级”、血性上“淬火”，确保关键时刻一

声令下，能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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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指挥通信连成了该旅官兵关注的

焦点：不仅圆满完成接英烈回家任务，而且在上级

组织的业务技能考核竞赛中取得 3 个专业第一、4

个专业第二的好成绩。

“去年排名倒数，今年打‘翻身仗’，英烈精神

的激励是一条重要原因。”连长吴尚介绍起该连走

出低谷的一段经历。

今年，吴尚刚到连队任职时，发现全连士气比

较低落、训练积极性不高，大家仍然没有从去年考

核失利的阴影中走出来。

“我们的装备和兄弟单位相比有差距，成绩不

好情有可原……”一次议战议训会上，有的骨干开

始为落后找理由。对此，吴尚没有直接下结论，而

是拿出一本日记，谈起他参加接英烈回家任务的

所闻所感。

“万国造”的枪支、单薄的军装、黄胶鞋……去

年礼兵队集训期间，吴尚来到抗美援朝烈士纪念

馆参观，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志愿军官兵使用

的武器、装具简陋到让人难以想像的程度。即便

拿着敌人认为扔进炼钢炉里都不值的武器，吃着

敌人认为连饲料都不如的食物，英勇无畏的志愿

军官兵，硬是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强敌。

狙击手张桃芳凭着手中一支普通步枪，消灭

200 多个敌人，给敌军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慑；上甘

岭一战，唐章洪用迫击炮作战，取得歼敌 400 余人

的辉煌战绩，被战友们誉为“给炮弹装上眼睛的神

炮手”……

“这些令敌军胆寒的英烈就长眠在我们的面

前。他们那时候钢少气多胜强敌，今天我们钢多

了，更应做到气多骨更硬！”听了吴尚大声读出的日

记，大家的劲头上来了，一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

扬，誓要与兄弟单位在赛场上争个高低上下：只有

平时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战时才能打胜仗。

吴尚以自己的一番肺腑之言，把官兵对前辈

创造战争奇迹的仰慕，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

今年，全连官兵刻苦训练、聚力攻关，形成的多个

训法战法，被上级推广。

全民国防教育日期间，该连官兵重温抗美援

朝英烈事迹。“练强本领是最好告慰。”吴尚的这句

心得体会，赢得全连官兵一致认可。

连长吴尚——

练强本领是最好告慰

编者按 今天，是我国第

9 个烈士纪念日。英雄烈士，

是中华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

标。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

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

现。全社会都应当崇尚、学习、

捍卫英雄烈士。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

有后来人。连续 9年执行在韩

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式

任务的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

兵，在一次次与英灵“对话”中，

走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传承之

路。本期视点，让我们聆听 5

名执行任务官兵的心声。

图①：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安

葬仪式开始前，礼兵轻抚烈士棺椁。

图②：风雨中，礼兵护送棺椁前

往整理区。

图③：北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

官兵来到辽宁省丹东市抗美援朝纪

念馆参观见学。图为官兵在纪念塔

下重温入党誓词。

图④：抗美援朝老战士为礼兵

讲述战斗故事。

图⑤：第七批在韩志愿军烈士

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

陵园举行。 马 强、杨 青摄

制图：孙晨姌

连续9年执行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式任务，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抒发情怀——

擎旗自有后来人
■向 勇 孙 震 陈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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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 11 时许，空军“双 20”三机编队到达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上空，88 位志愿军英烈终于回

到阔别 70 多年的祖国。

“我们代您把战友们接回家了！”迎回仪式结

束后，已是第二次参与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

安葬仪式任务的礼兵阎鹏，第一时间与舅太爷孙

鸿斌视频通话，没说几句，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已

是泪湿衣衫。

孙鸿斌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参加过松骨峰

阻击战。一次战斗，孙鸿斌带着 10 多名战友掩护

全团撤退，战友大都牺牲，他自己也身负重伤。孙

鸿斌经常给家人讲战斗故事，在阎鹏的心田里早

早埋下从军报国的种子。巧合的是，大学毕业后，

阎鹏参军来到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该旅前身也参

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去年，听说单位即将执行在韩志愿军烈士遗

骸迎回安葬仪式任务，阎鹏第一时间递交请战书，

顺利入选礼兵集训队。为了能够以最完美状态迎

英烈回家，训练时他将模拟棺椁由 28 斤增加至近

50 斤。

“您也许是舅太爷的老战友，您也许是连队的

老前辈……”抱着棺椁走出专机，阎鹏心中满是对

英烈的崇敬与缅怀。

“建功军营，当好先辈传人！”怀着这样的坚定

信念，阎鹏主动申请来到单位最艰苦的点位摔打

磨练，用实际行动告慰英烈忠魂。

与中尉阎鹏一样，列兵李兆金也在仪式任务

中洗礼了思想。

礼兵集训队每天保持 9 个小时以上的训练量，

让李兆金有些吃不消，几次想打“退堂鼓”。

集训期间，抗美援朝老战士关长义来到该旅，

与仪式任务官兵分享战斗经历：“敌人飞机突然来

袭，我本能地用身体护住电台，一同值班的战友都

牺牲了，当时的场景令我终生难忘……”与影像资

料里的英雄面对面交流，书本上的战斗史料变成

有血有肉的“亲历者说”，李兆金对英烈的崇敬之

情油然而生。

“当年，他们和你们一样年轻；今天，我在你们

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影子！”老战士关长义饱含深情

的话语，让李兆金热血沸腾。

李兆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白天提前到场加

练仪式动作，熄灯后加练俯卧撑提升臂力……凭

借不懈努力，他不仅留在了集训队，还当上了机场

礼兵方队的排头兵。

中尉阎鹏、列兵李兆金——

仪式任务中洗礼思想
“标兵就位！”9 月 16 日 13 时 10 分，第九批在韩

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雨中举行，随着一声坚

定有力的口令，88 名礼兵缓缓抬起棺椁，缓步护送

到指定区域……

下达口令的是一位名叫张国瀛的战士，从保

障人员到礼兵再到教练员，他已经连续 9 次参与在

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式任务。

“9 年前的我，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张国瀛

说，自己曾是大家口中的“刺头兵”，觉得自己军事

素质过硬一度“飘飘然”。

一次仪式任务准备期间，张国瀛和战友们来到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开展悼念活动。烈士英名

墙前，一位身着整洁旧军装的抗美援朝老战士失声

痛哭。张国瀛赶忙将老人搀扶起身。得知张国瀛

是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礼兵，老人激动地连声

说道：“谢谢你们，战友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们当年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为的是守护

身后的祖国和家乡。小伙子，你们一定要把枪接

好，不愧对这英名墙上的名字！”分别时，老人语重

心长地鼓励张国瀛。

那一刻，站在英名墙下的张国瀛既感到无比

光荣，又觉得十分渺小。光荣的是，自己已经接过

创造过辉煌战绩前辈手中的枪；渺小的是，有了一

点成绩沾沾自喜，这点成绩在付出巨大牺牲的前

辈面前，多么微不足道！

抗美援朝战争中，19 万 7 千多名英雄儿女为了

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宝贵生命。这面英

名墙上的每个名字，都凝结着一段可歌可泣的英

雄故事，都闪耀着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

“一面英名墙，让我想了很多很多。”张国瀛想

起学者金一南说过的话：“我们这一代军人享受着

前辈威名的庇荫，让下一代军人也踏上我们的肩

膀，该是我们的重任。”

从此，张国瀛像变了一个人，军事训练成绩再

上台阶，作为班长骨干的责任意识、带兵能力不断

提高，成了各单位抢着要的“香饽饽”。2018 年，所

在连队参加陆军比武考核成绩优异，张国瀛作为

翻越 400 米障碍课目的教员功不可没。

2020 年，张国瀛因为在仪式任务中表现突出

荣立三等功，登上“感动旅队年度人物颁奖晚会”的

舞台。面对战友们的掌声，张国瀛平静地说：“在那

面英名墙前，我曾立下誓言，那就是无愧英雄先烈，

当一名好兵。”

班长张国瀛——

英名墙前立志当好兵

“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

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9 月初，在该旅第九

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式礼兵集训队

教育课上，志愿军战士宋阿毛的绝笔诗成为生动

教材。

这次授课，7 次执行仪式任务的某营副教导

员谷雨丰，以饱含深情的讲述、图文并茂的课件，

把 官 兵 们 带 到 了 当 年 的 战 场 ：“ 死 鹰 岭 高 地 上 ，

125 名志愿军官兵被冻成一排排‘冰雕’，壮烈牺牲

在-40℃的阵地上。但他们依旧保持着生前最后

一刻的战斗姿势，俯卧冰雪之上，枪口对着前方

的敌人……”

谷雨丰是从上军校时开始关注志愿军英烈事

迹的。2014 年以来，我国开始逐批迎回安葬在韩

志愿军烈士遗骸。谷雨丰通过媒体了解到迎接英

灵回国的盛况，内心受到强烈震撼：沿街站满了市

民，电子屏上满是“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英雄

回家”等标语；志愿军老战士咬着牙从轮椅上站起

敬礼……“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参与接英烈回家任

务，那该多光荣啊！”谷雨丰怎么也没想到，当年的

愿望很快实现了。

毕业后，谷雨丰得知所在单位正是那支接英

烈回家的部队，激动之余立即向组织汇报参与任

务的决心。凭借过硬的综合素质，他如愿成为一

名礼兵。

礼兵集训队在陵园训练期间，一位抗美援朝

老战士突然抱住训练用的模拟棺椁潸然泪下，他

误以为这里面装有战友的遗骸。“这一令人动容

的瞬间，让我思绪良多，前辈们在战火中凝成的

战友情同志爱，成为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重要

力量……”谷雨丰把仪式任务中所见所闻所感分

享给战友，用英雄的故事拨动官兵的心弦。

“走近他们，收获一份感动；读懂他们，获得

一 种 力 量 。”谷 雨 丰 担 任 连 队 主 官 时 ，带 领 骨 干

探索分层分级训练方法，科学组训施训，既让基

础弱的人员跟得上，又让尖子“吃得饱”。去年，

在该旅举办的军事体育运动会上，他身先士卒，

带 领 连 队 官 兵 在 各 项 竞 赛 中 一 路 领 先 ，获 得 旅

总 分 第 一 名 好 成 绩 ，连 队 被 表 彰 为“ 四 铁 ”先 进

单位。

副教导员谷雨丰——

用英雄故事拨动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