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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丹东市，是一座英雄的

“国门名城”，也是一座承载中国近

代沉痛记忆之城。丹东原本有一个

寓意深远的名字——安东。这里是

明朝万里长城东端的起点。然而，美

好的寓意、长城的守护都没能让这座

城市变成一方乐土。在甲午战争、日

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中，侵略者的铁

蹄一次次践踏蹂躏这片土地，帝国主

义侵略战争带来的痛感、耻感深深地

印刻在这片土地上。没有强的国，

哪有安的城？真正让这座“国门名

城”金汤永固、让侵略者再不敢觊

觎的，是 70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抗

美援朝战争。

丹东，寓意“红色东方之城”。

70年前，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

了和平、为了正义毅然决然从这里跨

出国门，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展开血

战，彻底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

而 将 新 中 国 扼 杀 在 摇 篮 之 中 的 图

谋 。 从 此 ， 新 中 国 真 正 站 稳 了 脚

跟。这一战打出了国威军威，先烈

们用鲜血和生命拼来了山河无恙、

家国安宁，在“红色东方之城”立

起了国门丰碑。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7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让世界见证

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

让世界知道“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

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办的”。鸭绿江上弹孔累累的

断桥，既是提醒中国人民勿忘近代以

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历

史，也是警告反华势力，英雄的中国

人民有着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决心

和力量，“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

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

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

了”！尊严无价，正义无价，和平无

价。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

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

不可战胜的。

70年时光荏苒，在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历史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7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

记谱写了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中国

人民志愿军将士，以及所有为这场

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始终没

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的烈士们，中国和平的天空与大国

地位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撑起来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他们从战

火硝烟中开辟出来的。日新月异的

新时代中国，是对为夺取抗美援朝

战争胜利而献出生命的英烈，为保

卫祖国、维护和平作出贡献的先辈

最好的告慰。

每思金汤固，勿忘奠基人。举行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系列活动，就是要铭记伟大

胜利，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让一

个个“最可爱的人”的英雄事迹成为

激发人们奋斗进取的正能量，让一处

处历史遗址成为国防教育的鲜活阵

地，让抗美援朝战争中凝聚的不畏强

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万众一

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舍生忘

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守正创

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成为我们

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

人的不竭动力。

鸭绿江水奔流不息，青山激荡

英雄赞歌。前行道路上，没有任何

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前进步伐，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剥

夺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磨灭中国人民对

和 平 的 追 求 和 向 往 。 汇 聚 万 众 一

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凝聚起

风雨同舟、共创未来的磅礴伟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必定照进

现实。

“国门名城”从此金汤永固
■董栓柱 孟保民

1951年，作家魏巍深入抗美援朝前

沿阵地写下《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地通

讯，被广泛传颂，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在

学生时代，我就特别喜欢这篇文章并背

诵了下来。几十年后，我采访到数十位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英雄，

他们平均年龄已过90岁，但身上蕴藏着

的巨大力量仍不断冲击着我的情感、滋

养着我的心田。每次采访，我都会被他

们身上那种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的

血性精神所感动。从他们身上，我真切

地感受到，为什么说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采访中，穿越70年的时空隧道，我

仿佛看到这些抗美援朝老英雄在战场上

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杀敌的画面。虽然没

有亲临战场，但此时此刻，相信我的心情

和当年魏巍的心情是一样的，每一次采

访我都被他们感动着。老英雄们崇高的

理想、高尚的情怀和坚强的意志，犹如一

束束光照耀着我。我想说：“他们永远都

是最可爱的人！”

6月的一天，丹东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江宏立打来电话，邀请我参加抗美援

朝口述历史的抢救性采访。我欣然接受

了这项采访任务。

起初，我按照人物专访的路子进行

采访准备，但随着采访深入，我有了新的

认识：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专访，我是在完

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要对健在的

抗美援朝老英雄进行抢救式采访。当我

有这种意识之后，我采访的态度和状态

就不一样了，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就是

想多采访一些抗美援朝老英雄。

每次采访抗美援朝老英雄时，我

都会自我介绍说，我是从鸭绿江边的

英雄城市丹东专程来采访老英雄的，

他们一听到鸭绿江和丹东就感到特别

亲切，不知不觉打开记忆闸门，给我讲

了很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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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品已96岁高龄，一听我是从丹东来的

记者，给我细致地讲述了“血战白云山”

的11个昼夜。老英雄在讲述那段战斗

时语调慷慨激昂，眼睛里满是光芒。

2019年，吕品参加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大会，当他看到“白云山团”战旗在

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时，不禁热泪盈

眶。说起那个时刻，我能感受到，作为白

云山团的一员，他有多么骄傲和自豪！

在锦州采访完老英雄蒋文，当我们

和他告别时，百岁断臂老英雄蒋文习惯

性地举起左手敬了一个特殊的军礼，这

一幕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我也鞠了一躬，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93岁的老英雄白清林，当年在战场

上敢打硬仗、敢扛大旗，是带领战士取得

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大满贯”连长，当我

问他最难忘的人是谁时，这位山东硬汉

竟然泣不成声……

从这些老英雄身上，我看到他们对

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和对部队的

热爱。他们是英雄，但他们都谦逊地说，

“我们是幸存者，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战

友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代表他们

享受荣誉。”每一位老英雄都是一部鲜活

的教材，每次与他们面对面聊天，听他们

讲述战斗经历，对我来说，都是党性的提

纯和灵魂的洗礼。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中国的强

盛离不开无数为国捐躯的英雄先烈，他

们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我

们今天的安定生活。作为媒体人，我们

要将他们的故事真实记录下来，将他们

的精神传承下去，激励后人向着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

勇前进！

（作者系丹东电视台《铭记》栏目编

导、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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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流不息的鸭绿江水，氤氲着两岸
的风景。断壁残垣的鸭绿江断桥，记录
着昔日的沧桑。提起辽宁省丹东市（原
安东市），人们自然会想起抗美援朝那
场伟大的战争。这座经历战火洗礼的
城市，是抗美援朝坚强的大后方。这里
见证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
和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见证了中国人
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志愿军
将士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里是许多
志愿军老兵魂牵梦萦的地方。

春华秋实，四季流转。在丹东城
北的一座小山上，巍然耸立着抗美援
朝纪念塔，纪念塔周围矗立着 4处志愿
军将士的群雕。在志愿军将士群雕的
“注目”下，几十年来，丹东军地传承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激励广大军民赓
续红色血脉，建设英雄城市，巩固强
大国防，让这座“红色东方之城”的
底色愈发深厚。

28万人民订立爱国公约

英雄的城市，英

雄的人民

来到鸭绿江边，站在断桥旁，仿
佛仍能听到当年战斗的号角、炮火的
轰鸣。

1950年 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
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
火烧到鸭绿江边。美军飞机多次轰炸
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
造成严重损失。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那一年，丹东全市 28万人民订立爱国
公约，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血给
血，要什么就给什么，要多少就给多
少……以各种不同形式表达着相同的
心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抗美
援朝战争期间，丹东有两万多名青年
踊跃参军，数万名民工奔赴前线，丹
东人民义务献血 58万毫升、捐献 96亿
元（旧币）支援战争，全市 3万多名妇
女为志愿军官兵做鞋 38 万 8 千多双、
大衣 1万多件、棉被 3万多床……

鸭绿江断桥上的弹孔和残痕，记
录着敌机轰炸的野蛮，也诉说着丹东
的荣光。整个抗美援朝期间，丹东共
涌现出各类英模人物2000多人。

鸭绿江水静静流淌，岁月逐渐抚
平了战争的创伤。这段波澜壮阔的红
色历史早已融入丹东的血脉，成为丹
东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周年。丹东军地有关部门在
走访调查中了解到，丹东现有抗美援朝
参战老兵 1138人。而每名老兵都有一
段可歌可泣的战斗经历，都是一笔宝贵
的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基因，丹东市
委宣传部、丹东军分区、丹东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共同发起“英雄城市寻英雄，英雄
城市学英雄”系列活动。

丹东市委宣传部组织广播电视台、
抗美援朝纪念馆和社会力量联合出动，
抢救性拍摄抗美援朝口述史《铭记》。以
“寻找最可爱的人、讲述最可爱的人”为
主线，重点采访志愿军老战士、支前模
范和铁路、电力等国防动员战线老职
工，通过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讲述，加深
人们对抗美援朝精神的理解，激发爱国
强军正能量。

112名老兵口述实录

让英雄的故事传

遍千家万户

《孙景坤：赫赫战功，深藏功名》
《刘克仁：九死一生，始终无悔》《何良
才：机智勇敢，通信立功》……8 月 31
日，抗美援朝口述历史纪录片《铭记》开
播。同一时间，丹东市报刊、电视、广
播、网络等多平台联动，刊登播放抗美
援朝老战士系列报道。他们把这些英
雄的事迹作为国防教育的鲜活教材，全
方位、多渠道向全社会发布，营造英雄
城市学英雄的浓厚氛围。一个个英雄
的形象走进人们视野，一个个英雄的故
事传遍千家万户。

丹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江宏立告
诉记者，在采访对象的选择上，他们力
求兼顾各次战役和重大事件，兼顾各兵
种、各部队，兼顾各个省市。目前，他们
已完成 112人的采访，其中有一级战斗
英雄张积慧，二级战斗英雄郑起、韩德
彩，白云山团副政委吕品，南启祥、白清
林、程茂友等一批老将军，《英雄儿女》
王成原型之一蒋庆泉，一等功臣孙景
坤，102岁独臂战斗英雄蒋文，最小的志
愿军女战士刘军……还有铁路、电业等
各行业的支前模范。

每集纪录片以一位抗美援朝亲历
者的讲述为主，辅之以抗美援朝史料
画面等。为吸引各年龄段的受众，他
们根据不同播出平台，分别制作、精准
推送相关视频。如时政新闻类节目，
每集时长为 5 分钟左右；短视频在抖
音、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发布；在
央视纪录频道则推出时长 45 分钟的
节目。
“我们就像打仗一样，同时间赛

跑。”《铭记》栏目编导之一、丹东电视台
记者张萍说，在采访韩德彩老英雄的过
程中，老英雄紧紧抓住她的手，反复说
了好几遍“再晚，就来不及了”。

同张萍一样，《铭记》栏目的主创
人员怀着一颗赤诚初心加入采编队
伍，让采访活动变成一次“关爱最可爱
的人”公益活动。在完成摄制任务的
同时，他们还为采访中了解到的生活
困难、身患重病的志愿军老英雄、支前
模范募集慰问金或慰问品，送去温暖
和关爱。

如今，《铭记》栏目的收视率越来越
高，影响范围越来越广。一些中央媒体
提出合作意向，多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主动提供采访线索。丹东市委宣传部
领导表示，《铭记》不会止步，他们将继
续采访下去，把它打造成一个红色文化
公益品牌。

丹东军分区政治委员李军说：“对
健在的志愿军老英雄加紧进行抢救性
采访，通过亲历口述，并结合史实，还
原历史原貌，大力宣传他们的事迹，就
是希望尽可能地展现老英雄们走过的
峥嵘岁月，向最可爱的人致以崇高的
敬意。”

110处红色纪念地挂牌

代代相传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

“我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
争。这次，在断桥边我仿佛看到了他
和战友年轻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
绿江的样子。想到他们鏖战长津湖、

血战上甘岭……心中有说不出的激
动。”国庆期间，前来丹东旅游的湖北
游客张庆业激动地说，在他身后，霓虹
闪烁的鸭绿江断桥游客不断，远处传
来阵阵气势磅礴的红色歌曲合唱，岁
月如此静好，仿佛遥遥致敬那些曾为
祖国负重前行的志愿军将士。
“这是上河口铁路桥遗址。为守卫

它，我和家人为志愿军上山拉过炮、打
掩体、送弹药；为守卫它，志愿军高炮打
下过入侵的美军战机。这座桥为志愿
军赴朝作战开辟了一条运输通道。”10
月 2日，在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河口
村，81岁高龄的李凤彬老人正为游客讲
述年轻时护卫铁桥的故事。

在丹东，红色景点有了银龄志愿
者，不少抗美援朝战争遗址遗迹还有
了铭牌。市民周先生告诉记者，他在
“丹东发布”微信公众号上看到该市为
抗美援朝遗址遗迹安装铭牌活动后非
常感动：“在当年抗美援朝的地方竖立
铭牌，让人们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
么，这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
激励大家不忘历史，代代相传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

为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国防教育
模式，丹东市委、市政府对 110 处抗美
援朝战争遗址、遗迹、纪念地进行全面
修复，推出“一馆多址”抗美援朝连线
红色游，为社会各界开展国防教育提
供平台。

重新修复开馆的抗美援朝纪念
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指挥机
关 旧 址 、空 军 指 挥 所 旧 址 、志 愿 军

驻安东办事处旧址、钢铁运输线起
点上的两座桥梁旧址、大山深处的
抗 美 援 朝 后 方 基 地 ……110 处抗美
援朝遗址、遗迹和纪念地挂牌活动正
在推进，不久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
游客眼前。“在深入挖掘我市红色史
料、红色革命遗迹遗址和红色文化的
道路上，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去做的，我
们要把讲好丹东红色故事的系列工作
坚持下去，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通过传承红色基因立德树人，告慰
197653 位志愿军先烈英灵。”丹东市委
宣传部领导说。
“1950 年 10 月，志愿军炮兵第 1师

入朝前夕，在丹东集结待命，进行战前
动员，战士们群情振奋、斗志高昂。时
任志愿军炮兵 1师第 26 团 5 连指导员
麻扶摇被战友们高涨的战斗情绪所感
染，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一首出
征诗《打败美帝野心狼》（后被谱曲并改
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里就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的诞生
地。”在抗美援朝下河口公路断桥遗址，
铁路抗美援朝博物馆馆长解本胜讲述
完麻扶摇创作《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的故事后，带领游客一同唱响那熟悉的
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上图：鸭绿江畔的中朝友谊桥和鸭

绿江断桥。

下图：丹东市英华山上的抗美援朝

纪念馆和抗美援朝纪念塔。

崔 鹏摄

鸭绿江畔，永远铭记最可爱的人
—辽宁省丹东市开展“英雄城市寻英雄，英雄城市学英雄”活动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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