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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抗美
援朝战场上，除了真枪实弹与敌殊死搏
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外，还活跃着
一支特殊的队伍——新闻工作者。在枪
林弹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他们以笔为
枪，鼓舞士气，打击敌人，铸就了新闻史
上不朽的篇章。

赴前线去采访

“要不是我积极争取，差点上不了前
线。”原第 27军《胜利报》编辑沉冰回忆
道。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的重大决策后，第 27军立即北上待
命。《胜利报》社社长曲中一考虑沉冰是
女同志，决定把她留在国内。但在沉冰
的强烈要求下，她作为报社唯一一名女
同志奔赴朝鲜。当时，在志愿军部队有
很多新闻工作者，他们发扬人民军队战
时新闻宣传的传统，在抗美援朝战场采
写了大量战地报道，推出了数量可观的
报刊。这支队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对志
愿军指战员发挥了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作
用，也为后人了解抗美援朝战争留下了
非常珍贵的史料。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华社、人民日
报社先后派出记者奔赴前线采访。第一
位进入朝鲜的中国记者是《人民日报》
总编室主任李庄。他与英国《工人日
报》记者魏宁敦、法国《人道报》记者
马尼安组成一个小型记者团从北京出发
前往朝鲜。1950 年 10月，中国人民志
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
援朝战争拉开序幕，国内几大媒体也陆
续将记者派送到前线进行报道。10 月
中旬，《解放军画报》派出孟昭瑞等摄
影记者奔赴前线。孟昭瑞在鸭绿江边拍
摄到我军将士守卫在江边的画面。接
着，他又拍摄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大队人
马跨过鸭绿江的浩大场面，并随参战部

队来到朝鲜。10 月下旬，新华社三野
总分社指派林麟、徐熊和李耐因组成记
者团，由林麟任队长，奔赴前线开展采
访工作。徐熊和李耐因分别跟随第 26
军和第 20军进行采访，林麟留兵团机
关负责审编稿件和机动采访。抗美援朝
第三次战役后，新华社总社又从三野总
分社调记者阎吾、王玉章、尤璐、赵普
来到第 9 兵团参与报道。《人民日报》
于 12月组成一个包括田流、林韦、谭
文瑞、陆超祺、姚力文、张荣安和李
庄在内的 7人记者团赴战场前线。据不
完全统计，仅在 1951 年和 1952 年两年
中，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共向总社发
回消息、通讯、述评约 1000 篇，平均
每月发稿 40多篇。广播是当时唯一能
及时沟通朝鲜战地与国内信息的便捷
媒介，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主的新
中国广播电台对抗美援朝做了大力宣
传。北京电影制片厂也派出抗美援朝
摄影队奔赴朝鲜，他们拍摄的抗美援

朝新闻简报极大地鼓舞了国内亿万民
众。摄影师在战地活动时还曾与敌军
对射并抓到了俘虏。

在地方报社方面,《东北日报》作
为东北局的机关报，在抗美援朝战争准
备阶段就开始部署随军采访报道工作。
新闻记者与志愿军一道入朝，采写战地
通讯，及时传递前线动态信息。前线记
者发回很多战地通讯，在国内产生了较
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自 1950 年 12
月到 1951年 5月，《东北日报》即刊载
了近 40 篇战地通讯。1951 年 1 月，在
《解放日报》牵头下，《解放日报》的刘
时平、《大公报》的刘北汜、《新闻日
报》的谷斯范、《新民晚报》的蒋文杰
和《文汇报》的叶冈组成上海记者组经
由北京前往朝鲜。中国派往朝鲜前线记
者的数量在 1953 年谈判之前达到高
潮，加入开城停战报道团的新闻工作者
有 100人左右，其中包括文字记者、摄
影记者和电影摄制记者。

穿越生死线

“美军飞机炸完军事目标，就炸公路
上的机动车辆。我们乘车赶路时就曾多
次遇险。”第一位进入朝鲜的新闻工作者
李庄回忆道。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战地记者们顶
着敌军飞机轰炸，冒着高密度的炮火覆
盖，出现在战场的不同角落。1952 年 8
月 2日上午，新华社记者刘鸣正在位于
坑道式防空洞内的我志愿军西线某师前
线指挥所的值班室伏案写稿，一架敌机
飞过该地上空，并投下 6枚炸弹，其中一
枚炸弹在洞顶爆炸，防空洞顿时垮塌，土
块、石块倾泻而下，刘鸣在爆炸中牺牲，
鲜血染红了身边未完成的稿件。1952
年国庆节刚过，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中
央军委的指示，组成赴朝战地摄制组，随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拍摄纪录片《慰问

最可爱的人》。摄制组正在采访罗盛教
所在部队的领导，突然低空中传来密集
的枪炮声，炸弹也随声而落，大家赶紧躲
避。但黄宝善、陈毓中和高庆生不顾危
险，迅速跑去抢救摄影机和电影胶片。
这时，敌机冲着他们投下两颗炸弹。随
着一阵巨响，黄宝善的耳膜穿孔，顿时失
去听觉；年仅 25岁的高庆生献出了年轻
的生命。1953 年 8 月 4日上午，新华社
记者周斯杰随联合观察小组前往东海岸
江亭村军事分界线与对方组员会晤。途
中，我方一辆卡车触雷被炸毁，导致后方
车辆无法通过。于是，有几个人乘坐前
面带路的吉普车先行前往，周斯杰本来
不在那辆吉普车上，但他为了尽快前去
采访和了解情况，在车子开动时跃身跳
了上去，车子开出百米左右触雷爆炸，周
斯杰光荣牺牲。

记录真实的战场

战争期间，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环境
是十分艰苦和危险的。新华社志愿军总
分社的编辑部常年设在阴暗潮湿的山洞
里，由于洞内“滴答滴答”不停地渗水，被
大家戏称为“水帘洞”。洞内空气不好，
还曾发生过有害气体逸出致使两位同志
昏厥，幸好被及时抬到洞外，才保住性
命。后来大家在山洞外搭起一座简易的
棚屋，编辑们平时在棚屋内办公，遇到敌
机空袭时就钻进山洞。

虽然条件艰苦，但在短短两三年中，
新闻工作者们发表的通讯和报告作品数
以千计，并产生了诸如《不朽的杨根思英
雄排》《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祖国的好儿
子黄继光》《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志愿
军某部在上甘岭创光辉战例》等在读者
中广为传颂的名作。1951 年 6月，人民
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共 7辑的《朝鲜前线
通讯集》。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的 3集共计 109篇的《朝鲜通讯报告选》，
成为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的光辉篇章。其
中，任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
魏巍采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最为

深远。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我们就是
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
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
可爱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歌颂。它感
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
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
会前进。”后来，“最可爱的人”成为全国
人民对志愿军官兵最亲切的称呼。

除了新闻报道，抗美援朝战场上，还
有很多人利用速写画、电影等多种形式
来宣传报道志愿军的光辉事迹。1951
年 3月，首批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的美术
家们，历经 3个多月的前线采访和战地
写生，辗转回到祖国并带回了他们的战
地速写成果。《人民日报》1951 年 4 月 1
日至 12日以及 6月 20日至 7月 3日集中
刊发了这批作品，共计 19幅铅笔画组画
《朝鲜战场速写》终于与全国人民见面。
美术家们通过速写语言记录了他们的所
见所闻、所思所感，用生动的画笔把前线
的一切告诉给祖国人民，塑造了许多“最
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形象。同
时，新影厂、八一厂赴朝鲜拍摄了《钢铁
运输线》《救死扶伤的英雄们》等十余部
纪录片。为了真实地记录钢铁运输线上
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八一厂组成了
26人的《钢铁运输线》摄制组，年龄最大
的薛伯青 43 岁，最小的沈友春只有 18
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钢铁运输线》
拍摄完成。影片真实地记录了志愿军后
勤官兵为了保障部队供给，不畏严寒，战
天斗地，与敌人斗智斗勇的鲜活场面。

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新闻工作者
将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战火硝烟，以手中
的笔和镜头记录下了那段气壮山河的英
雄史诗，用生命写下对祖国和人民的忠
诚。来自朝鲜战场的一条条电文、一篇篇
通讯，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
人民军取得的重大胜利，反映了战争的进
程和基本形势，颂扬了志愿军战士旺盛的
战斗精神、钢铁般的战斗意志和崇高的爱
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始终感召、鼓舞和
激励着志愿军战士和国内人民同仇敌忾、
万众一心的爱国情怀，直至最终赢得抗美
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笔墨劲旅”
■庄广雷

1950 年 11 月 20 日，西部战区空军
航空兵某旅前身——中国人民志愿军空
军第 6师在辽宁鞍山正式成立。1951年
12月，这支部队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驾驶战
机入朝作战。1952 年 11 月 28 日，部队
第二次入朝作战。

两度入朝作战，该部参战飞行员显示
出强大的战斗力，共击落敌机18架，击伤
4架，涌现出一批战斗英雄。

这支英雄部队的事迹深深激励着一
个叫鲍寿根的年轻人。1954年，鲍寿根
从航校毕业，来到这支两次参加抗美援
朝战争的英雄部队，所在飞行二中队的
战斗作风激励着他苦练本领。

要掌握高超的空中射击技术非常不
容易。以打空靶来说，目标机带着直径
0.8米的靶袋，在攻击机的瞄准具上看起
来，就像是一根细长的“木棍”。在射击
的一刹那，要将“木棍”稳稳地套在瞄准
具铜钱般大的光环里，差一丝也打不中，
更何况两架飞机都在高速运动。
“困难最害怕脑和手的团结”，这是

鲍寿根常说的一句话。机场上长的狗尾
巴草，样子很像拖靶。他就采回来，一有
空就拿出小飞机模型对着练瞄准。他还
在自行车后座拴上一块板子当拖靶机，
战友在前面骑，他就骑车追在后面练习
跟踪瞄准。

1956年 11月，时任中队长的鲍寿根
代表部队参加了空军组织的空中射击、
轰炸校阅比赛。他发挥出色，空靶射击
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被空军授予“优等
射手”称号。

在鲍寿根的影响和带领下，部队掀起
练兵热潮，机场、宿舍、教室、饭堂都成为
钻研战术和苦练技术的场所。同年，飞行
二中队有50%的人员被评为“优秀射手”。

1964 年，在“迅速掀起学习郭兴福
教学方法运动”中，二中队苦练空战过
硬本领，9 名飞行员被评为“一级射击
能手”。

在当年的全军比武活动中，时任副
大队长的鲍寿根大显身手，在空中射击
比武中，30发炮弹命中 11发，创造了当
时空军最好成绩。

1964年 9月 29日，空军授予飞行二
中队“神炮中队”荣誉称号，同时授予鲍
寿根“空军神炮手”荣誉称号。

这支英雄的部队一直把辉煌战史和
光荣传统作为鲜活教材，总结提炼出“精

益求精、追求卓越、集体至上、勇争第一”
的“神炮精神”。部队虽然经数次整编，但
“神炮精神”和练打仗、谋打赢的英雄意志
早已深深扎根在历代官兵心中。

﹃
神
炮
中
队
﹄
战
旗—

—

苦
练
精
飞
铸
就
﹃
空
中
神
炮
﹄

■
王
世
莹

郭

靳

战 例

记 史

第5051期

1950 年 11 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二
次战役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8军
第 113师受命担任穿插任务，堵截南逃
北援之敌。受领任务后，全师于 11 月
27日傍晚出发，经过一夜急行军，14小
时在敌后穿插 145 华里，前卫第 338 团
于 28 日早 7时先敌 5分钟抢占了三所
里，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退路。

三所里向西约几十公里是龙源里，
地处价川以南的丘陵地区，有平壤、顺
川至价川的铁路经过，还有一条由军隅
里经龙源里通往顺川的公路，并在龙源
里以北有公路与三所里相接。

因此，不仅由清川江南撤的美军可
以经这里溜掉，而且三所里遇阻的敌人
也可转向这里南逃。第 113 师首长果
断决定：以第 337团西进，抢占龙源里，
截断美第9军的另外一条南逃退路。

一

3 连作为第 337 团先锋，受领任务
后，连夜向 30 公里外的龙源里奔去。
连续作战和行军让 3连的指战员极度
困乏，很多战士一边走一边睡觉，有的
一头撞到前面战友身上，有的滑到沟
里，负责收容工作的连队干部常常从两
旁的沟里把沉睡的战士叫醒，继续赶
路。

29日凌晨 4时，3连赶到龙源里时，
只见不远处由各种车辆组成的敌车队
正沿公路开过来，车队后面除混沌的夜
空里闪动的星星外，再没有一点光亮
了。连长张友喜十分懊恼地说：“唉！
晚了一步，只抓到个尾巴。”

车队瞬间开到眼前，连长张友喜决
定“吃掉它”。他指挥全连先敌抢占要
点葛岘岭，并率 1排迅速插到 163.4高地
南侧公路上截住敌车队。还未等敌人
反应，全连便如猛虎扑食一般，投出手
榴弹将车队堵头、断尾、拦腰斩断，继而

以抵近射击消灭跳车的敌人，10多分钟
便结束战斗。

根据俘虏的口供得知，这伙敌人是
美军先头部队，大队人马还在后头。3
连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情况，心中一阵欢
喜，全连开始抢修工事，准备防御。

几个小时后，天边刚刚泛起鱼肚
白，3连的观察员就发现了敌情：一辆吉
普车和 7辆大卡车组成的小型车队从
远处开来。等敌车队走近时，3连突然
开火，十几枚手榴弹同时飞向敌群，汽
车顿时燃起大火，跳车逃跑的敌人很快
被消灭。

8时，山腰的盘山公路上，出现了一
连串闪耀的灯光。3辆坦克打头阵，后
面跟着一长串车队，不少汽车后边还拖
拽着大炮，敌主力乘数百辆汽车如潮水
般涌来，企图经龙源里向南逃窜。

当时志愿军步兵连没有反坦克武
器，只能把几颗手榴弹捆在一起，实施
贴身爆破，才有可能摧毁坦克。

连长张友喜立即挑选几名战斗骨干
组成爆破组执行炸坦克的任务。战士们
捆扎好集束手榴弹，等敌坦克到了 3连
阵地前，副班长徐汉民带领两名战士跃
出阵地，向敌坦克直扑过去，全连一起开
火，压制住坦克后面的车辆及步兵。

只见徐汉民在火力掩护下，以果敢
而敏捷的战术动作接近第 1辆坦克，把
一捆手榴弹塞进坦克履带，“轰隆”一声，
履带被炸断脱落了，坦克瞬间无法开
动。第 2辆坦克没有被炸住，屁股一扭
往北缩回去，炸第 3辆坦克的战士又负
伤了。突然间，被炸坏的第一辆坦克又
轰响起来，原来驾驶员清醒后，从坦克
底下钻出来，修好履带，又开动了坦
克。徐汉民一急，腾身爬上了将要逃跑
的坦克，坦克就这么载着他向大队敌人
驶去。敌步兵开始向徐汉民射击，但徐
汉民趴在坦克上就是不下来，坦克载着
他开出100多米。危急时刻，徐汉民从
坦克上纵身跳下，顺势滚到公路旁。接
着是一声巨响，等公路上浓烟散去，坦克
已僵卧在那里，着火了。

一时间，被炸掉的坦克和着了火的

汽车将公路堵塞得严严实实。从汽车
上跳下来的敌军，有的往汽车底下钻，
有的向路边的沟里躲藏。3连乘机向敌
人猛烈开火，敌人顿时死伤近百人，余
下的狼狈逃命。

29 日，第 337 团 1 连和 3 连同敌人
激战了一整天。1连主要对付南下的敌
人，3连主要对付北援的敌人。这一天，
敌人打得焦头烂额，也未能前进一步。
直到黄昏，敌人才逐渐停止进攻。

二

3 连阵地扼守龙源里，关住了敌人
南逃的“闸门”，使敌人困兽之斗变得愈
加疯狂。30日凌晨，敌人再次沿公路浩
浩荡荡汹涌而来，坦克在前掩护前进，
后面紧跟着运兵卡车，径直扑向 3连，
发起疯狂的攻击。

地面，各种武器向我阵地狂轰滥
炸；空中，敌机不断扫射、投弹。一时
间，我阵地上浓烟四起，弹片横飞。敌
坦克、步兵轮番向我 3连和 1连阵地疯
狂猛扑 10余次，均未得手，又调集来几
十架飞机，沿公路一线及各个山头盘
旋、扫射、轰炸。刹那间，阵地上土石迸
溅，硝烟滚滚，炽热的气浪呛得人喘不
过气来，战斗异常惨烈。

午后，敌人又从南面增援上来一个
营，猛攻 3连阵地。3连陷入被敌人南
北夹击的险境，被迫与南北两面进攻之
敌展开激烈战斗。

30日下午，战斗更加激烈。南逃北
援的敌人，为了打通公路，出动了上百
架次的飞机，遮天蔽日，呼啸声震耳欲
聋。公路西北山上，是敌人的炮兵群，
榴弹炮、迫击炮、坦克炮一起向 1连和 3
连阵地轰击。阵地上硝烟弥漫，烈焰四
起，原本苍松翠绿的山顶，顷刻变成了
炼狱，就连岩石上也冒着汽油弹的蓝色
火焰。

尽管敌人倾泻了大量的钢铁炮弹，
但仍然不能撼动我阵地，勇士们在“坚
守到底，堵住敌人”“人在阵地在”的口
号鼓舞下，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不断

给予进攻之敌以惨痛的杀伤。

三

敌人用尽优势兵力与火力，从凌
晨 5点一直打到下午 3点，仍没有冲出
重围。打红了眼的敌人孤注一掷，将
全部火力倾泻到 3连阵地，而后连续
实施集团冲锋。3连 1、3排承受着南北
两个方向上敌人同时进攻的压力，战斗
打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南面来援之敌
约 1 个营的兵力，在数辆坦克的配合
下，向我 3连防守的葛岘岭南无名高地
展开了猛烈攻击。

等敌人爬上阵地，连长张友喜毫不
犹豫地跃出主阵地，大喝一声：“有骨气
的跟我上！”随即，他率十几名战士，向
立足未稳之敌发起反冲击，用手榴弹、
刺刀与敌展开肉搏战。

勇士们挥舞着枪托和锹镐，抱起石
头，砸向当面之敌。有的战士身上被凝
固汽油弹打着，起了火，便扑上去紧紧
地扭住敌人，和敌人烧死在一起。战士
们的英勇不屈让敌人吓破了胆，龟缩了
回去，阵地重新回到3连手中。

30日黄昏，龙源里的枪炮声渐渐稀
疏下来。在 3连与友邻连队的顽强阻
击下，南逃北援之敌虽相距不足 1 公
里，但始终未能会合。我志愿军勇士们
在敌人进攻面前沉着勇敢，像钢钉一样
楔在阵地上，坚守了整整两昼夜，顶住
了敌人数十次攻击，死死把住了龙源里
的“闸门”，为我主力部队追歼逃敌创造
了有利战机。

战后，志愿军总部为 3连记集体
特等功、授予“二级英雄连”称号并
授予“屡战屡胜”锦旗一面。

血战龙源里
■张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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