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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党支部，请在战斗中考验
我。若我牺牲了，希望党支部接收我为
共产党员。”1951 年 10 月 13 日，战士高
耀明在抗美援朝的阵地上，写下了入党
申请书。把申请书交给连长几小时后，
高耀明就在战斗中拉响手榴弹，与敌人
同归于尽……

这次战斗中，坚守金城南 602.2 高
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7军 200师 598
团 3连，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立下“英
雄阵地英雄守，英雄阵地出英雄”的坚
定誓言，以伤亡 63人的代价毙敌 600余
人，被 67军记集体一等功，并授予“机智
歼敌”锦旗。

六十九载岁月更迭，英雄精神薪火
相传。一代代“机智歼敌连”官兵传承
“用青春镌刻忠诚，用生命凝铸荣誉”的
“机智歼敌精神”，锐意进取，勇创一流，
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新的胜利。

一

近日，陆军第 79集团军某旅 3连指
导员庞强，带着那面荣誉战旗的复制品
来到老指导员张锦卿的家中。69年过
去了，老人终于再次见到了这面凝结着
鲜血与荣誉的战旗。抚摸着上面“机智
歼敌”几个大字，他动情地向年轻战友们
回忆起那场惨烈战斗——

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失败，恼羞成怒
的敌人集中大口径炮和坦克炮，对
602.2高地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狂轰滥
炸。高地成了一片火海，掩蔽部、交通
壕、堑壕几乎全部被摧毁。但 3连官兵
像是高地上的一颗颗钢钉，誓要将敌人
碰得头破血流。

副连长范廷华被敌人包围后，拉响
了身上的手雷；班长岳俊子弹打光了，从
壕沟中猛然跃起，端着雪亮的刺刀向敌
人扑去；战士孔占胜腹部被弹片擦过，肠
子随着鲜血涌了出来，但他仍坚强地端
起冲锋枪，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
英勇顽强的 3连官兵，在钢铁般坚固的
阵地上谱写了一曲战地壮歌。

后来，在率部增援主峰阵地时，指导
员张锦卿不幸中弹，身负重伤，被送往后
方医院并回国治疗，和连队失去了联
系。一年年过去，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
仍念念不忘老部队，便让孩子在网上发
帖寻找。帖子被该旅所在部队一位干事
偶然看见，3连官兵这才知道老英雄依然
健在。

今年该旅开展“寻访战斗英雄，传
承红色血脉”活动，派遣抗美援朝功勋
连队官兵代表走访慰问老战士。3连第
34任指导员庞强，终于将这面战旗复制
品交到了老指导员的手中。这是对先
辈的敬仰与告慰，更是对英雄精神的传
递与承诺。

几十年来，该连先后经历 3次转隶、
5 次移防，但忠诚的底色始终闪亮。
2003年，该连所在部队撤编。就在他们
接到撤编命令 5小时后，驻地出现严重
风浪险情。连队官兵喊出口号“进退去
留听党的，抗洪抢险看我的”，放下收拾
好的行装，立即奔赴抗洪一线，圆满完
成护坝固堤任务。

2016 年 5月 3日，30多名参加过边
境作战的老兵回到连队。在荣誉室里
的无名高地战斗浮雕前，一等功臣、老
兵赵建民动情地对新战友们说：“从抗
美援朝战争起，咱们 3连就一直是 598
团的尖刀，最难打的敌人给 3连打，最前

沿的阵地让 3连守。为了祖国舍生忘
死，为了荣誉拼尽全力，‘机智歼敌精
神’一直被连队所传承。”

在被称为“八十年代上甘岭”的阵
地上，该连官兵在阴雨绵绵、酷热难耐、
补给困难的猫耳洞中坚守 3个多月，顶
住了敌人 3万余发炮弹的轮番轰炸，毙
伤敌人近 400名，再立集体一等功，王光
华、袁建国、韩淑芹、王光庆 4位烈士长
眠在祖国南疆。

每年的 9月 30日，国家烈士纪念日
这天，“机智歼敌连”官兵都会来到荣誉
室，对着那一面面英雄鲜血染红的战
旗，逐个呼点记录在册的烈士姓名。“用
青春镌刻忠诚，用生命凝铸荣誉”，官兵
响亮的声音，一次次回荡在荣誉室，也
回响在英雄传人的心中。

二

“朱伯一，你是连队第 5688名战士，
希望你珍惜荣誉，继续前行。”每逢“建连
日”，该连都要举行特殊的纪念仪式，重
温战斗故事，赓续优良传统，并为当年的
新兵确定战斗序号，发放荣誉名片。
“在我们‘机智歼敌连’，每一名官

兵都有这样一张特殊的名片。”回忆起
今年 5月指导员为自己颁发荣誉名片
的场景，刚刚晋升为上等兵的朱伯一
仍旧心潮澎湃，“那一刻，我感觉自己
真正成了‘机智歼敌连’的一员，也感
觉到了作为荣誉连队的兵，肩上有沉
甸甸的责任。”

他的荣誉名片上，印着醒目的“5688”

4个数字，以及该连每天晚点名都要呼喊
的那段话：“用青春镌刻忠诚，用生命凝铸
荣誉；在3连的行列中，永远只有奋斗；在
3连的字典里，永远只有第一。”

如今已是四级军士长的张太柱，至
今忘不了当新兵时，班长把他领进连队
时说的那句话：“来到 3连，你就与‘轻
松’二字无缘。”

入伍第二年，张太柱参加旅预提指
挥士官集训。结业考核前 1个月，他的
大部分课目成绩还仅仅是良好。一夜
辗转反侧之后，他咬咬牙给自己制订了
一套“魔鬼训练计划”。第一天下来，他
的双腿像灌满了铅，但他依然咬牙坚
持。最终，他在大队考核得了第一名。
“每当快支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告诉
自己，身为‘机智歼敌连’的传人，我不
能倒下，只能冲锋。”凭着这股劲儿，张
太柱连续几届在旅岗位练兵比武中取
得金牌，还荣立了二等功，成为全旅闻
名的“武状元”。

英雄精神的薪火代代相传。在该
连，每当新兵下连、新排长报到，第一件
事就是到荣誉室参观，在荣誉册上写下
“先锋誓言”。每次执行重大任务前，全
连官兵都要向“机智歼敌”战旗庄严宣
誓。他们还将前辈们的战斗故事做成浮
雕，编排成舞台剧《沙场英姿》，常态化开
展“我为连队写历史”“我是连史宣讲员”
“我给先烈写一封信”等活动，制作“书上
荣誉室”和《奋进吧，英雄三连》连歌视
频，让每一名官兵都能深入了解连队光
荣历史，并从中汲取力量。
“第一名，1营 3连。”深秋时节，该

旅进行队列会操。当听到“第一名”和
后面的“3连”时，连长谢靖华心中的石
头总算落了地。
“3连，可能不是事事都第一，但必

须时时争第一”，这是每一任连长交接
时都少不了的话。作为“机智歼敌连”
的连长，从来到连队的第一天，谢靖华
就一刻也不敢放松。他说：“每一次比
试，就像坚守一座无名高地，先辈们守
住了，我们后来者就绝不能丢。”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
人。忠诚与荣誉的基因已融入代代“机
智歼敌连”官兵血脉，激励他们献身强
军、矢志打赢。调整移防以来，该连先
后被集团军评为“基层建设标兵连”“先
进基层党组织”“雷锋传人·强军先锋”，
被陆军确定为首批干部见习锻炼基地，
并荣立集体二等功。抗美援朝时期形
成的“机智歼敌精神”，新时代的 3连官
兵又用一项项荣誉和成绩，赋予了它新
的时代内涵。

三

传承英雄精神，最根本的落脚点还
在打仗上。新时代的“机智歼敌连”传
人，始终将能打胜仗视为最高追求。

今年 6月，3连随营参加上级组织
的合成营战术考核。在抗美援朝秋季
防御作战中被上级授予“歼敌尖刀班”
荣誉称号的 4班，受领了炸毁“敌”堡火
力点的任务。

上等兵黄杰锋主动请战。手一推，
把爆破筒别到身后，他沿着山沟迅速摸

向“敌”堡。没想到因动作过猛，他不慎
被突出的石块磕掉了两颗门牙。班长曾
勇看到后，叫他先去处理一下。这位年
轻的战士回答说：“没事儿，班长，我能坚
持！”

2015 年，该连列装某新型步战车，
仅用半年时间就形成战斗力；2017 年，
该连又换装某装甲输送车，他们加紧推
进装备清理整治、性能恢复，开展基本
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专攻精练，
驾驶和通信两大专业人员全部在当年
取得等级证书。

铁甲洪流永向前，英雄传人奋争
先。秋日的朱日和演兵场硝烟再起，一
场红蓝实兵对抗演习激战正酣。

3连作为营左翼抢控队，步兵、装甲
车、工程机械密切协同，强势破除敌三
角锥、铁丝网、反坦克壕等一道道障碍，
不到半小时便将通路开辟成功。连长
谢靖华利用佯攻诱敌调整防守重点，自
己带领 8班、9班利用冲沟穿越 400米的
刺林，身上被划破多处。他忍着疼痛，
带领官兵蹚出了一条路，最终活捉蓝军
连指挥员，又一次展现了“机智歼敌”的
风采。

为赓续红色血脉，传承英雄精神，
在去年实兵演习誓师大会上，该旅为每
个营连隆重颁发了荣誉旗和特色旗。
今年 9月，他们又为这些营连制作了荣
誉牌匾和室内红色文化墙。“刘东武英
雄连”“战防先锋连”“钢钉连”“十字架
山英雄连”……一支支抗美援朝英雄连
队擎起先辈的火炬，高举鲜红的战旗，
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永远做“尖刀”
■周勇兵 吕成龙

1947年，是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
转入战略反攻的关键一年。战斗频
繁、激烈、残酷。部队打的是运动战，
几乎夜夜行军，天天打仗。文工团不
能演戏，便化整为零。人在战争环
境，能释放出百分之二百的力量。行
军时，我们沿途设鼓动站。披着伪
装，备好开水，见部队走过，女同志送
上开水，男同志打起呱嗒板为战士加
油：“同志们，迈大步，目的地还有五
里路……”打仗时，有的下部队火线
采访，有的到医疗队护理伤员，有的
到担架队带领民工，有的到俘管处看
管俘虏。休整时（休整即是下一次战
斗的准备），我们便抓紧这难得的空
隙，迅速化零为整，抢排几个节目，下
到部队轮回演出。战士们感到奇怪，
说文工团像孙悟空，会七十二变：刚
刚和我们一块行军打仗，转眼工夫就
把戏送来了。

1948年，部队开展“三查诉苦”运
动，要文工团编戏配合进行教育。我
和时晨、陈建吾同志用 5天时间编出
歌剧《瞎老妈》，用 3天时间排演完毕，
立即将戏送到部队。这次演出，是让
我终生难忘的。

开演前，一排排战士抱枪坐满广
场。值班营长宣布：“子弹退膛！”哔
哔哔，一阵拉枪栓的声浪。接着值班
官又下命令：“各班逐个检查！”各班
班长拿过枪，用小拇指伸进枪膛抠
抠，然后逐个报告：“检查完毕！”广场
旁边还用席棚搭了个临时救护站。

演出开始了。剧情不断发展，冲
突益发尖锐。我扮演的恶霸地主“五
铁耙”，逼得宫子丕扮演的佃户孙大
哥走投无路，儿子青州也被逼跑。台
下便传来抽泣声。当“五铁耙”把孙
大哥逼得用镰刀刎颈自尽，吴斌扮演
的“瞎老妈”扑到丈夫身上号啕时，场
子里呜呜呜的哭声撕心裂肺。突然，
一个战士猛地站了起来，大声吼着：
“打死五铁耙！”说着掏出子弹便往枪
里压。班长一把抢过他的枪。那战
士枪也不要了，冲出场外，抱起一块
石头，哭喊着“砸死五铁耙”，冲向后
台。

我刚刚下场，急忙躲到化妆用的
八仙桌下。宫子丕拿床军毯将桌子蒙
起来，迎上去劝道：“同志，同志，别哭
了，这是演戏，我没死，我就是孙大哥。
你看，我不是还活着吗？”在众人劝说
下，他才哭着离开后台。同志们围过来
说：“好险呐！漠雁差点当烈士！”

下一次战斗打响了，我到医疗队
帮忙做护理工作。火线上不断抬下
伤员，我忙着给他们喂水喂蛋。在一
副担架上，有个头上绑着绷带的战
士。我一看，这不就是抱着大石头要
砸死我的那个战士吗？

护送的同志告诉我：他非常勇
敢，为炸开城墙，在敌人 3挺机枪封锁
下，他连送两包炸药，把城墙炸开一
丈多宽的口子。攻城部队就从这突
破口冲进城去，消灭了残敌。他肠子
都被打出来了，路上一声都不哼。

我端着一碗荷包蛋，俯身轻声
说：“同志，吃点吧！”他睁开眼看看
我，似乎认识，又似不相识，用轻微的
气声说：“我为孙大哥报了仇了……”
（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

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有删减）

作者简介：漠雁，原名栾为伦，著

名剧作家。山东烟台人，1925年4月

出生，1942年9月参加八路军国防剧

团，曾任原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团长，

著有剧本《三班长》《霓虹灯下的哨兵》

（合作）《宋指导员的日记》《城下城》

（合作）《淮海大战》《故乡情》等。

战地演出《瞎老妈》
■漠 雁

硝烟中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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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代“机智歼敌连”官兵传承“用青春镌刻忠诚，用生命凝铸荣誉”的“机智歼敌精神”，锐意进取，勇创一流。图为该连在实兵演习中，向作战地域机动。 杜成锐摄

伴着一声长啸，歼-15舰载机划过
海天之间，稳稳地停在了飞行甲板上。

此时，一名头戴黄头盔、身穿黄
马甲的“小黄人”——飞行甲板引导
员迅速冲了上去，动作干脆利落，协
同默契紧凑。在甲板工作人员的配合
下，飞机准确地滑向指定位置。

刚刚视频中展示的，是我们在山
东舰上首次圆满完成歼-15飞机的飞行
保障任务的场景。那天的喜悦与激
动，我现在依然难忘。那天晚上，我

一个人又来到甲板上，站在白天战斗
过的地方眺望星空，感慨万千。

几年前，我背着行囊来到梦寐以
求的航母部队。面对“零基础”“零经
验”的局面，我抛弃过往成绩，一切
归零，重新当起了“新兵”。原理不
懂，就抓着科研人员问；经验不足，
就拉着老同志学……就这样，我很快
拿到了引导员资质证书，渐渐从一名
“菜鸟”成长为了班里的骨干。

后来，首艘国产航母接舰部队组
建，经过组织推荐和考核选拔，我成
了飞行甲板引导班的班长。那时，我
也对自己能否胜任岗位有过忧虑。但
正如我很喜欢的诗人汪国真笔下的那
句话，“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
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面前
的各种难题，何尝不是一种挑战和磨
砺呢？

作为引导班班长，我必须全时掌

控飞行甲板的情况，确保舰载机高效
出动与安全回收。但当时遇到的困
难，让我对“创业维艰”这 4个字有了
更加深刻的体会。

为了首艘国产航母战斗力的生
成，再难也必须坚定走下去。我决心
从头再来，再当一次“新兵”。为
此，我广泛搜集各类资料，并借鉴兄
弟单位的丰富经验，在合格引导员成
长成才的道路上不断摸索。随着时间

推移，队伍渐渐壮大，人员能力逐步
提升，一支专业的引导员团队初具雏
形。

为了更深入地掌握飞行甲板的指
挥引导流程，我和战友们走上了跟
训、驻训的“取经之路”。从陆地到海
上，从机场到甲板，回望走过的足
迹，我们辗转于全国各地，奔走在各
个训练场……

经过长时间潜心钻研、无数次模
拟演练，团队的战斗力不断提升。如
今，我们全力以赴保障飞机安全起
降，力争做到“工作零失误，保障零
差错”。

在航母的世界里，我们引导员最
喜欢那片甲板。那是我们战斗的地
方，是梦想起飞的地方。甲板上的
“小黄人”们会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
奋斗，为航母战斗力生成贡献智慧和
力量。

（推荐整理：杜黎鑫）

两次“归零”
■海军山东舰四级军士长 成 吉 口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