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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精神不立，军无精神不胜，国无精神不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
民军队诞生于武装斗争中、成长在浴血奋战里，无数革命先烈为夺取中国革命战
争胜利和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历史经验表明：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是我军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

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看家本领。在今年清明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从不同
历史时期撷取了 5个英模单位的战斗故事，领略官兵们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生与
死的考验面前，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敢打必胜、令敌胆寒的血性。

—编 者

战旗美如画 勇士化金星
■李 涛

1934 年 11 月底，接连突破国民党
军三道封锁线后的中央红军在广西兴
安、灌阳、全州之间的湘江两岸，与国
民党近 30 万“追剿”大军血战四天四
夜，最终突破了蒋介石精心设计的第
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从 8万余人锐减到 3万多人，成为长征
中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
次战役，也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受
创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此役
有两支成建制的红军部队被阻隔在湘
江东岸，陷入敌军重围之中。一支是
红34师，另一支便是红6师第 18团。

红 6师即著名的兴国模范师，组建
于1932年 10月，是中央苏区唯一一支整
师从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师的部队。
1933年6月编入红3军团序列后，转战南
北，战功卓著。长征出发时，红6师下辖
第16、第 17、第 18团，共 5000余人，除少
数干部外，指战员大都是江西兴国人。

湘江战役中，面对桂军 7个团的疯
狂进攻，红 3军团第 5师在位于灌阳县
西北部的新圩顽强抗击了三天两夜，
以伤亡三分之二的巨大代价，为军委
纵队和后续军团撑开了一条渡过湘江
的西进通道。11月 30日黄昏时分，红

18团奉命接替伤亡惨重的红 5师，担负
起新圩方向的阻击任务。

接防后，团长曾春鉴、参谋长吴子
雄十分清楚眼前形势的危急，以红 18
团一团之力阻挡住桂军的 7个团，是无
法做到的。但为了保证后续部队安全
过江，他们必须死守在此。两人决定
在新圩南面楠木山村一带布防，具体
部署是：以两个营扼守楠木山村附近
的炮楼山，一个营布防于陈家背。

12月 1日拂晓，桂军对楠木山阵地
发起猛攻。这是一场力量对比严重失
衡的战斗。红 18团依托简易阵地顽强
抗击，很快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弹药消
耗得差不多了。战士们毫不畏惧，与
桂军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格斗，用石头
砸、刺刀拼，最后干脆与蜂拥上来的敌
人厮打肉搏起来，以血肉之躯阻挡住
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但伤亡
也越来越大。

楠木山村的易炳宣，当年还是个
18 岁的小伙子，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烈
无比的战斗：“桂军是从马渡河打过
来。从村后向红军打来，红军叫我们
不要出门，他们就在那边山上（炮楼
山）和桂军打了起来。那仗打得啊，
子弹从好远的地方都打到我家的楼
板上，有的还穿进墙来……枪声慢慢
稀了，我看见桂军密密麻麻从炮楼山
那边开了过来，也没进村，就往新圩
那边追过去了。我是躲在屋子里透
过窗户看到的。桂军走了以后，我们
村上的人过了两天才敢到那边山上
去看，山坡上到处是尸体，尽是些十
几二十岁的红军啊！太多了，村上的
人埋不过来了，只好把尸体推到战壕
里，又把土盖上。”

为避免全军覆没，红18团炮楼山防
守部队被迫后撤，向布防在陈家背的那
个营靠拢。桂军占领炮楼山后，紧紧咬
住不放，一路跟踪追击。红18团的两个
营刚撤到陈家背，桂军便扑了过来。

激战至中午，红 18 团一部在陈家
背陷入敌人重围，另一部在曾春鉴率
领下突围而出，边打边撤，但在向湘江
岸边转移途中被分割包围于全州古岭
头一带。

红 18团指战员抱定为革命流尽最
后一滴血的牺牲精神，与优势敌军进
行了殊死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
绝，大部壮烈牺牲。少数突破重围的
指战员又在地方民团的“围剿”中惨遭
杀害，演绎了这支英雄部队最为悲壮
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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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3月，日伪军发动春季大“讨
伐”，多路进攻吉林省宝清县（今属黑龙
江省）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第 5军。鉴
于敌我力量悬殊，抗联第 2路军总指挥
部指示第 5军第 3师向勃利、密山地区转
移，与敌周旋。

16 日，第 3 师师长李文彬命令第 8
团将宝清西沟与宝石河子之间尖山子
附近的警戒部队撤回，向密山、宝清、勃
利三县交界处的兰棒山北麓李炮营集
中。第 8团第 1连驻守在兰棒山沟口，担
任警戒任务。这里是通往抗联第 2路军
总指挥部和第 5军根据地的咽喉要道，
是密营（当时东北抗联部队建立的坚持
斗争的临时后方基地）从山里到山外数
十里防区的头道卡子。

18日，100多名日军骑兵和 200多名
伪兴安军，由王福岗向南石灰窑沟里进
发，企图偷袭抗联第 5军密营。伪兴安

军是经过特别训练的蒙古骑兵，异常凶
悍。

凌晨时分，这股日伪军进至密营头
道卡子，被第 1连发现。连长李海峰和
指导员班路遗带领 14名官兵迅速占领
卡子东南方的小孤山制高点，利用岩
石、树木筑起堡垒，准备阻击敌人，掩护
主力转移。

小孤山位于宝清县西部兰棒山北麓
的大尖山子脚下，距县城 60公里。因在
宝石河上游的河谷平原上兀然隆起，好像
是守护着群山大岭的一位哨兵，当地人称
为“小孤山”。山并不很高，只有百余米；
山也不算大，方圆几公里；但山势险峻，林
木葱郁，还有泉水潺流成溪，山道旁自然
生长着五颜六色的花草。山顶之上，有横
七竖八的大石和低洼不平的坑。

第 1连是有名的炮手连（当时东北
把枪法好的人叫做“炮手”），号称“神枪

手队”。指战员多为猎户出身，个个枪
法精准。连长李海峰的枪法更是出神
入化，被誉为“射手之王”。

拂晓时分，日伪军向小孤山发起攻
击。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第1连官兵
们都十分清楚，只有决一死战，别无退路。

师部交通员张凤春当时在第 1连，
也参加了这场战斗。他回忆：敌人像蜗
牛一样缓缓向前爬着，约半个小时之
久，才前进不到 50米，大概又过了 20多
分钟，敌人离我们只有百来米了，这是
正得手打的地方，左右两边工事里的同
志早就急得摩拳擦掌。李连长两手握
成一拳，使劲在空中由上至下猛劈一
拳，这是开始射击的信号。立即，三个
雪堡里的机枪步枪一起打响，第一批 40
多个敌人“尖兵”像死猪一样，“扑通扑
通”地摔倒在半山梁上的雪地里。

由于第 1连占据山顶有利地形，枪

法又准，日伪军从山下进攻很困难，于
是就动用火炮轰击阵地。在李海峰的
指挥下，官兵们充分发挥“神枪手”的威
力，连续打退了日伪军 3次进攻。但在
敌人的疯狂进攻下，战士们一个接一个
地倒下了。

残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
日伪军伤亡惨重，精疲力竭，退到山凹
处休整。山顶阵地上，第 1连只剩下 5个
人。利用这短暂的平静，身负重伤的李
海峰对张凤春说：“你身上带有重要文
件，一定要突出去，把文件交给上级，其
他 3 名战士有伤，你也要照顾好他们。
这里的情况也要向上级汇报。”

天完全黑下来了，日伪军借着夜幕偷
偷地从东南面向小孤山上爬。张凤春含
泪告别李海峰，带领3名战士乘敌不备从
西北面滑下去，脱离了险境。小孤山上又
响起激烈的枪声，渐渐地枪声停止了……

为了祖国，为了民族，在这场战斗
中，12名抗联英雄同日伪军英勇战斗，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连长李海
峰，指导员班路遗，排长朱雨亭，战士魏
希林、陈凤山、李芳邻、夏魁武、王仁志、
张全富、杨德才、王发、李才。

抗联第 2路军总部为烈士举行了追
悼大会，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
山”，组织撰写《烈士山十二烈士》，印发
各军广为宣传。

因为他们，东北这座山改了名字—

小孤山十二烈士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青藏高原的西
藏，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
脊”之称，自古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但在近代历史上，西藏却身
经坎坷，历尽沧桑。帝国主义一直觊觎
着这块神奇的土地，妄图把它从中国版
图上分割出去。西藏反动势力也在帝
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

为完成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1950
年 1月，中共中央决定进军西藏。奉命
担任先遣任务，为进军藏北部队侦察敌
情、开辟道路的是由来自汉、维吾尔、蒙
古、藏等 7个民族的 135名官兵组成的新
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先遣连，配有 179 匹
战马、35峰骆驼。

8月 1日，先遣连在团政治处保卫股
长李狄三的率领下，从昆仑山脚下的新
疆于阗（今于田）普鲁出发，成为第一支
踏上雪域高原的人民军队的队伍。

先遣连进军的目的地是西藏阿
里。而他们手中只有一张巴掌大的、四
百万分之一的粗糙地图——几十年前
东印度公司印制的英文分省地图，上面
的藏北地区一片空白，因为那里没有一
条公路。这是条有起点和终点，却画不
出连接线的漫漫行军路。茫茫藏北高
原上，气候恶劣，没有道路，没有向导，
没有人烟，被视为生命禁区。横亘在先
遣连官兵面前的，是高耸入云的昆仑山
和千里无人的阿里荒原。面对严寒、缺
氧、雪盲、高原病、饥饿带来的痛苦，这
些年轻的战士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从
容迎接大自然对人体极限的挑战。尽
管没有敌人，没有战斗，但死神却已经
降临。行军路上不断有战士倒下，永远
地留在了茫茫雪域高原，他们用生命铺
就了一条天路。

经过近三个月的艰难跋涉，先遣连
于 10 月底到达藏北扎麻芒保（即江索
郭），随即开展争取藏族上层工作，广泛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解放阿里打下了
基础。1951年 1月，西北军区领导机关
授予该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
并为全体官兵记大功一次。这是人民

军队自组建以来，第一次给一个整建制
连队每人记大功。

5月 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
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正式签署，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两天
后，毛泽东发布《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
训令》。为了早日把五星红旗插上“世
界屋脊”，先遣连继续前进。此时，除已
经牺牲和留守病号外，全连只剩下 45人
分成两个梯队进发。8月 3日，先遣连胜
利进抵阿里噶大克（今噶尔），举行了庄
严的升国旗仪式。至此，经过一年零三
天的艰苦进军，先遣连圆满完成了“挺
进藏北，解放阿里”的任务，但自身也付
出了巨大牺牲，李狄三等 63名官兵在进
藏途中和驻扎期间为国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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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10 月 1 日，美军向临津江
东岸的天德山发起进攻。守卫主阵地
的志愿军某部 5连是一支有着光荣传
统的连队，组建于 1945 年秋，英勇善
战，屡立战功，涌现出“张殿有排”“杨
宝山班”等英雄集体。

这天恰好是新中国的两周岁生
日。一大早，5连官兵们就把一副“争
取创造英雄班，不当英雄不下山”的对
联贴在工事门口。连长杨宝山说：“今
年的国庆节可真是有意思。敌人既然
要来，那我们就给国庆节备上一份厚
礼——多杀他几个鬼子，也好让祖国
人民过好这个节日。”

战斗打响了。美军的飞机、重炮和
坦克向天德山阵地狂轰滥炸，步兵采用集
团轮番冲锋，首先向守在前沿的3排冲过
来。战士们投出手榴弹，轻机枪、重机枪
向敌群猛扫。很快，敌人就横七竖八地倒
下一大片，剩下的连滚带爬地逃下山去。

不甘失败的敌人随后又发起了新
一轮的进攻。3排排长刘学武端起机
枪跃出工事，一阵猛射。战士们被排
长的勇猛所感染，纷纷跳出战壕，猛打
猛冲，把敌人打了下去。

狡猾的敌人改变战术，以 1个营的
兵力分两路从正面和侧翼向 3排阵地
发起进攻……刘学武中弹倒地，战士
谢丛恩立即跑过去拾起机枪继续射
击。迫击炮手刘大力在迫击炮架被敌
人打掉后，毅然用胳膊当炮架，连续发
射60余发炮弹，向迎面之敌猛烈开火。

激战一天，5连共打退敌人 11次轮
番冲击，毙伤敌 300余人。全连 32人牺

牲、50多人负伤。
2 日拂晓，美军又发起了猛烈进

攻。5个敌人冲上班长李乾坤只身坚
守的战壕。肉搏中，李乾坤毅然拉响
了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血战至黄
昏，除天德山以东无名高地被敌占领
外，其他阵地寸土未失。

4日是天德山战斗最激烈的一天。
美第 3师出动两个团的兵力在 40多辆
坦克、10架次飞机和几十门重炮的掩护
下，分多路猛攻。阵地表面工事早已全
部被摧毁，虚土有 1米多深，随便抓一
把土，里面都有弹片、子弹头或碎骨肉，
用力一捏竟渗出灰黑色的血水。

5连官兵抱定“不当英雄不下山”
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流血牺牲和连
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利用弹坑作为掩
体，舍生忘死，顽强抗击，越打越勇。

弹药打光了，战士们就用铁锹、枪
托、刺刀、石头与冲上阵地的美军展开
搏斗。杨宝山烧毁文件，砸碎手表，抱
起石头从 5米高的岩壁上跳入敌群，只
身与敌拼杀，壮烈牺牲。身负重伤的
战士张祚义用尽平生最后的力气，把
一名美军扑倒在地，死死掐住他的脖
子……战后打扫战场时，战友们看到，
张祚义已壮烈牺牲，但双手仍掐住敌
人的脖子没有松开。

敌人的进攻终于被击退了，而 5连
也基本上打光了，只剩下指导员阎成
恩和两名伤员、1名通信员，仍牢牢地
守卫着天德山阵地。

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5连“天
德山英雄连”荣誉称号，记集体特等功。

这次特殊战斗，在国庆日打响—

守卫天德山的英雄连

1953年 7月 16日拂晓，台湾国民党
陆海空军 1.3万余人偷袭福建东南部的
东山岛。

东山岛，福建省第二大岛，与金门
隔海相距 74海里，头朝大陆，尾对西
南，形状酷似一只两翼张扬、翩翩欲
飞的蝴蝶，故又称蝶岛。岛屿面积 188
平方公里，有 280公里的海岸线，东海
岸开阔绵长，为极佳的登陆场所。守
卫东山岛的解放军兵力不多，只有福建
军区公安第 80 团的两个营及水兵师 1
个连共千余人。

16日 4时 50分，国民党军在水陆两

用坦克的掩护下争先恐后地涌上东山
岛。南路，从亲营、白埕登陆的海上突
击第1、第 2大队攻占庙山；北路，从湖尾
登陆的第 45师第 135团攻下城关；从台
湾新竹机场起飞的大型运输机满载伞
兵，开始向东山岛西北部的八尺门渡口
空降。

清晨时分，海上突击第 1、第 2大队
向全岛咽喉 200高地猛扑过来。200高
地其实就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土丘，从侧
背缓坡只需两分钟便可登顶，连粗气都
不会喘。但正是这个极不起眼的小土
丘，在东山岛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并诞生了一支英雄连队——东山
战斗守备一等功臣连。

站在东山岛的最高处放眼望去，
200高地以北 3公里为 410高地，以西 3
公里为 425高地，三个高地恰好构成一
个等边三角形，如同一只鼎的三只脚，
相互倚重，彼此依托，失去任何一点，都
将使整个防御体系丧失重心，造成全局
的倾覆。而 200高地尤为重要，如在我
手，则居高临下，扼守中央公路，压制敌
人的进攻势头；如落入敌手，则敌由此
出击，极易将 410、425 高地分割包围。
就这样，一场血战不可避免地在 200高

地打响了。
防守 200高地的是公安第 80团 1营

2连，前身为闽南游击队第 2支队。面
对三面围攻上来的千余名国民党军，2
连官兵毫无畏惧，英勇抗击,以寡敌
众。他们凭借 7个土木堡、200 多米长
的堑壕和不到百米的土坑道，浴血奋战
一整天，连续打退了敌军 18次进攻和偷
袭，共毙伤敌 400 余人，俘虏 13人。最
终，2连坚守阵地 27小时，直至增援部
队赶到，将来犯的国民党军全部赶出东
山岛，创造了海防战线“顽强守备，积极
歼敌”的范例。

战后，2连荣立集体一等功，有两人
立一等功、13人立二等功、69人立三等
功，并被授予“东山战斗守备一等功臣
连”的荣誉称号。

毛泽东给予东山岛战斗高度评价：
“获得近年来歼灭海上蒋匪的最大战
果，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及蒋残匪帮袭扰
计划，特电嘉奖。”

勇者无惧，打出海防战线的“经典一仗”—

东山岛保卫战中的一等功臣连

湘江战役遗址——界首渡口。 资料照片

先遣连在进军西藏途中。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