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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文化观察

英雄血脉·文化传承

“在敌人的炮火面前，我是一名战

士；在伤病员面前，我是一名护士。”追

忆往昔，抗美援朝老兵朱勇总难忘怀，

“当时，我们只有一个信念：一切为了伤

病员！就是拼了命，也要把战友们救下

来！”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朱勇所在的志

愿军总医院在鸭绿江沿线设立多处医

疗所，收治、转送伤病员，并派出医疗队

深入朝鲜战场，冒着枪林弹雨展开一次

次生死救援。

峥嵘岁月，浩荡长歌。如今，曾经

的志愿军总医院经过几轮调整，成为联

勤保障部队第 966 医院。他们传承发扬

志愿军总医院革命精神，以崭新形象屹

立于鸭绿江畔。“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

了伤病员、一切为了胜利”的光荣传统，

激励着一代代志愿军总医院的传人们

砥砺前行。

一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东北

军区第六陆军医院是当时边境重镇安

东（今丹东）唯一一所担负伤病员分类

转送任务的医院。医院官兵的心被前

线传来的消息牵动着。形势日益严峻、

战斗愈发激烈，伤病员不断增多……很

快，医院被改编为志愿军总医院，救治

伤员的重任压上了医院官兵的肩头。

16 岁的女战士朱勇，毫不犹豫地咬

破手指，写下血书请战。在战火纷飞、

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朱勇和战友们与

死神赛跑，经历着生死考验，度过了极

不平凡的战斗岁月。他们时常昼夜连

轴转，冒着敌机轰炸，抬着担架抢运伤

员；在漆黑的夜晚，凭着听力寻找伤员，

一路把伤员背下阵地；趟着山洪冲下来

的泥水，深一脚浅一脚地把伤员往高地

转运……

那一次，护送伤员回国的列车载着

400 多名伤病员，却仅有六七名医护人

员负责护送。天上敌机围追堵截，地上

火车走走停停，遇到轰炸要隐蔽，遇上

路毁忙抢修，原本 3 天的路程，这趟火车

走了整整 9 天 9 夜。一路上，为了照顾

伤 病 员 ，朱 勇 和 战 友 们 没 吃 上 一 顿 饱

饭、没睡上一个安稳觉。

后来，朱勇被志愿军总部授予“模

范护士”的荣誉称号，荣立二等功，并荣

获朝鲜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像朱勇一

样，在硝烟战场上，众多医护人员用不

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精神，用生命守

护着志愿军伤病员的生命。

“环境越是艰苦，越能激发我们战

胜困难的智慧和斗志。”时任护士班长

宗湘泽回忆：前线血液短缺，他们就组

织献血队，随时为伤员伸出胳膊；医院

没有专用的石膏床，他们就在房顶钉上

钉子、挂上绳子做固定；医院缺少绷带，

他们就从当地买来白布，撕成一条一条

制成绷带……时隔多年，回忆起当时的

工作场景，宗湘泽感慨道：“只要还有一

个伤员需要救治，我们就顾不上休息。

在那里，时间就意味着生命。”

为改善条件，拯救更多伤员，医院

系统地开展洗消、灭虱、分类、救治、转

送工作，在安东市内和五龙背镇沿线建

起两条“流水线”，以便于将轻症伤病员

转送后方医院，把主要精力投向重症伤

员，大大提高了救治效益。

医院在克服困难中不断扩大救治

规模，床位从 600 张增加到 4800 张，最

多时收留伤员 6000 多名。截至 1954 年

10 月，医院共接收 1100 多次列车 34 万

余名伤病员，向后方转送伤病员 26 万余

名，现地抢救伤病员 6 万余名，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

立 起 历 史 丰 碑 ，注 入 红 色 基 因 。

如 今 ，新 时 代 军 中 白 衣 天 使 们 铭 记 光

荣 历 史 ，用 实 际 行 动 传 承 抗 美 援 朝 精

神。“志愿军总医院”这块金字招牌，也

早 已 成 为 鸭 绿 江 畔 的 响 亮 符 号 ，被 人

们久久传颂。

二

在第 966 医院院史馆正厅，醒目地

陈列着一块刻有洪学智上将手书的石

碑 ——“ 发 扬 志 愿 军 光 荣 传 统 再 立 新

功”。在那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志愿

军先辈们用忠诚与牺牲，为后来人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战胜敌人，志愿军在战场上有

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没子弹打、三怕

负伤抬不下来。这第三怕，正是咱卫勤

兵的职责所系。”去年，新兵入营第一课，

医院邀请朱勇、宗湘泽等抗美援朝老兵

走上讲台，带领官兵重温那段历史。

一 个 破 旧 的 药 箱 ，一 副 简 易 的 担

架，一组锈迹斑斑的医疗器械……医院

史馆、文化长廊中的一件件文物、一张

张图片、一段段故事，震撼着官兵的心。

近年来，该医院将抗美援朝战斗故

事写进院史、院歌，编进教案，融入“志

愿军总医院”特色文化，引领医院建设

发展。官兵对此颇有感受：“那其中有

属于我们自己的光荣，看到这段历史，

就像听到革命先辈的谆谆教诲。”

“ 金 达 莱 ，金 达 莱 ，万 般 芳 华 血 染

成，高唱凯歌迎春来……”2016 年，官兵

将抗美援朝战斗故事创编成歌舞情景

剧，搬上文艺汇演的舞台。剧中讲述了

一名志愿军护士在前线抢救伤员，当敌

机来袭时她用身体保护伤病员，自己却

在 敌 机 轰 炸 中 壮 烈 牺 牲 的 感 人 故 事 。

演出后，剧中的主题歌曲被很多官兵用

作手机铃声，在医护人员中广为传唱。

走得再远，也不要忘记来时的路。

去年，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 周年之际，医院组织官兵

“走红色之旅、探历史之源”，沿着当年

战斗过的路，读院史、观展馆、寻遗址、

查档案、听故事，重温探寻医院创建、迁

移、在战火中成长的历史。那段光荣历

史 ，仿 佛 嘹 亮 的 冲 锋 号 ，令 人 心 潮 激

荡。它所蕴含的优良传统和红色基因，

在 70 多年风雨历程中不断积淀，持续迸

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激励医院官兵前

行的不竭动力。

三

一段段难忘的记忆，一代讲给一代

听，如同不断传递的火炬，点燃官兵的

信仰之火。

2003 年春，“非典”疫情暴发。护士

孟莉主动请缨，作为全军第一批抗非典

医疗队的一员，进驻小汤山医院。2014

年，非洲大陆暴发埃博拉疫情，中国派

出援非抗击埃博拉医疗队，孟莉再一次

冲到危险前线。

今年年初，在医院组织的强军故事

会上，孟莉登台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永远忘不了在医院史馆中看到那些

战斗故事时，心灵所受到的震撼。每当

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我总能从中汲取拼

搏奋斗的力量。作为志愿军总医院的

传人，我相信我们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去年年初，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号令响起，医院护理部主任宋爽第一个

报 名 。 出 发 前 ，她 没 有 叫 醒 熟 睡 的 孩

子，悄悄踏上了抗疫征程。她随军队支

援 湖 北 医 疗 队 ，第 一 批 进 驻 火 神 山 医

院，第一批冲进“红区”与病毒作斗争，

最后一批撤离武汉，在生死线上践行了

“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光荣传统。

风雨征程中，这些医护官兵义无反

顾的身影，总是动人心魄。一代代志愿

军总医院传人用担当与奉献赋予了传

统和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他们为兵服

务、向战而行，精心为官兵健康保驾护

航，时刻准备为保障打赢贡献力量。医

院普外科主任谭振刚说：“现在条件好

了，但我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不能忘

了‘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宗旨。无论是

科 研 还 是 训 练 ，都 要 想 着 战 场 想 着 打

仗，随时做好准备。”在抗洪抢险、抗震

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他们为人民

健康冲锋陷阵，用生命践行舍己为人的

铮铮誓言。在执行国际维和、援非抗击

埃博拉等重大任务中，他们用行动彰显

大爱无疆的高尚品质。

鸭绿江畔，江水滔滔。这天，第 966

医院野战医疗队正在组织实战化背景

下战场救治训练。只见医疗队员冒着

“炮火”，用拖拽法、匍匐搬运法将“伤

员”救下，后送至临时救护所，快速展开

检伤分类和包扎止血。硝烟弥漫中，我

们眼前这些奔跑的身影，仿佛和 70 多年

前战场上的那些身影重合在一起……

一切为了伤病员
■汤 波 姜忠国 本报特约记者 赵佳庆

在我们“红军炮兵连”的连史上，曾

涌现众多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发扬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铁心向党冲在前、精

武强能练在前、刻苦学习走在前、艰苦

奋斗做在前。我是“红军炮兵连”排长

谭元，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全国炮兵英

雄”、共产党员王工一的战斗故事。

1948 年 8 月，中央军委确定了“攻

济打援”的作战方针。王工一所在的华

东野战军特纵炮一团奉命投入攻城战

斗。此时的王工一，已是一名技术娴

熟、机智勇敢的优秀观测员。

农历八月十四那天，特纵炮一团官

兵长途行军后，驻扎在离济南只有五六

十公里的一座古庙附近。没作多少休

整，他们就接到上级“向济南开进”的命

令。大家都很兴奋，那段时间“打进济

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一直鼓舞着

部队官兵向着胜利不断前进。

黎明前，炮一团在腊山占领了炮阵

地。炮阵地距腊山敌人据点 3 公里，可

直接瞄准敌人碉堡抵近射击。王工一

和战友们把观测所设在炮阵地侧面的

高地上，对腊山直接进行观测。

下午两点多，射击开始。团副参谋

长朱异羽把王工一和战士王章叫到指

挥所地图前，指着敌机场位置问：“我们

现在的任务，是封锁敌人机场。困难很

多，能完成观测任务吗？”王工一和王章

立即表示：“不管困难多大，都要坚决完

成观测任务！”

回到观测所，王工一按照地图位

置，在炮队镜里仔细搜索观察。当指

挥所传来准备射击的口令时，他果断

报出测定数据：“第1发炮弹打近了……”

指挥所又根据他的报告及时修正，下

达 了“4 发 ，15 秒 ，放 ”的 口 令 。 只 听

“轰、轰、轰”的巨响，我方炮弹在敌机

场上开了花。

在进攻济南内城战斗中，敌人凭借

坚固的城墙和宽大的护城河作垂死挣

扎。白天，敌机反复狂轰滥炸；晚上，敌

人的排炮按照早已标定好的诸元向我

方阵地倾泻炮弹，战斗进行得残酷而又

艰难。能否有效压制敌人的炮火，为攻

城步兵消除威胁、扫清障碍，成为取得

攻城战斗胜利的关键。

团副参谋长朱异羽带着王工一所

在的炮兵观察所，运动到离内城不远的

红十字会大楼。王工一和战友本想用

手榴弹在内城东墙上炸开个窟窿，以便

观察，但没成功，只能把炮队镜架到墙

外的阳台上。但这样一来，人员和器材

就完全暴露在了敌人面前。我官兵一

到阳台上，敌人的机枪子弹就泼雨般扫

过来。朱异羽命令王工一撤回器材，暂

回楼内掩蔽待命。

夕阳西下，满月东升。红十字会大

楼周围，炮弹不断爆炸，整个楼房都在

颤动。这时，上级传来急令“步兵进攻

受阻，不能前进，赶快出去观测……”王

工一毫不犹豫地拿起观测器材，不顾一

切地第一个冲上阳台。排长李昌和另

一观测员张玉祥也紧跟着冲出来。王

工一急得大喊：“我是党员，我上！你们

回去，免得伤亡！”随后，他一把将李昌、

张玉祥推回墙内，转身迅速架起炮队

镜。敌人的子弹“嗖嗖嗖”地从他身边

穿过，炮弹轰隆隆地在不远处炸响，一

时间砖瓦碎片、尘土漫天飞扬。王工一

眼睛紧贴炮队镜，沉着细心地搜索和标

定着，判断敌火炮位置。

“报告！发现伪省政府敌炮兵阵

地！”“报告！发现大明湖敌炮兵阵地！”

“好样的，王工一！”朱副参谋长兴

奋地大喊。

随着指挥所口令的下达，我军炮弹

呼啸着向敌炮兵阵地盖了过去。敌人

炮火被压了下去，我步兵开始冲锋。没

过多久，他们就在敌人阵地上发出了攻

城胜利的信号。

在济南战役中，王工一冒着弹雨，

观测到了在伪省政府和大明湖的两个

敌炮兵阵地，为攻城战斗的胜利立下功

勋。1950 年和 1954 年，王工一先后光

荣地出席了首届全国英雄模范代表大

会和首届炮兵功臣大会，并被中央军委

授予“全国炮兵英雄”荣誉称号。

在我们连史中，像王工一这样的共

产党员模范还有很多。“我是党员，我

上！”他们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用

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坚不可破的钢铁

长城。这样的先锋精神，永远值得我们

学习。

（田旺推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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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岭，位于兰州城西南十余里，周

边居住着数百户人家。走进沈家岭村，

只见雪白的文化墙贯穿街道两侧，传统

民俗文化故事和兰州战役的战斗画面构

成墙面的主体。晨曦载曜，或是夕阳堆

霞，农家屋顶上袅袅升起一缕缕炊烟，透

出山里人家特有的宁静与祥和。

正是这个看似普通的山区村庄，当

年曾见证了我军解放大西北历史上规

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大兵团城市

攻坚战。

1949 年 8 月 20 日，我第一野战军唱

着《向西北》开赴兰州城下，准备展开西

北地区的最后一场战役。

解放兰州，必须要先取沈家岭。沈

家岭由南北两块高地组成，整体外观形

似葫芦，高地中间是马鞍形凹陷。山上

国民党军修筑的国防工事，如蛛网蛇窟，

遍及整个山体。山岭外斜面多断崖峭

壁，壕沟纵横，易守难攻。沈家岭不但扼

守公路要道，同时也是几座高地中离黄

河铁桥最近的主阵地，一向被人们称为

“兰州锁钥”。我军夺下沈家岭，就等于

打开了解放兰州的大门，才能控制黄河

铁桥，截断敌军唯一西逃退路。

如今，沈家岭村口的文化广场上，

陈列着几门大炮。昔日炮火的怒吼声

已 沉 寂 多 年 ，但 炮 身 上 那 斑 驳 的 痕 迹

仍旧清晰可辨。炮管上系着的红色丝

带 随 风 摆 动 ，似 乎 在 诉 说 着 当 初 战 斗

的壮烈。村里很早就建起了一座沈家

岭战场纪念馆。馆内陈列着革命前辈

们 遗 留 下 来 的 物 品 ：行 军 水 壶 、手 榴

弹、军号……我对照手中的团史汇编，

一一去辨认，去寻找那段风云激荡、波

澜壮阔的历史回响。

穿过沈家岭村，走到村北的观景台，

便可将整个战场遗址尽收眼底。“那时敌

人为阻止咱们的军队进攻，设置了三道

战壕。这里就是第一道战壕……”村里

的老人李厚功向我们介绍道。当年只有

12岁的他，是这场战斗的亲眼见证者。

1949 年 8 月 25 日 拂 晓 ，沈 家 岭 西

侧 上 空 升 起 了 火 光 ，枪 炮 声 与 呐 喊 声

交织在一起。浓烟滚滚，漫山火海，攻

防战斗极为惨烈。我第一野战军第 4

军第 11 师 31 团担负沈家岭主攻任务，

32 团、33 团分别从左、右两翼助攻，与

敌人进行了反复拉锯式的争夺和近距

离 肉 搏 战 。 25 日 下 午 1 时 许 ，我 第 10

师 30 团接到支援命令后，政委李锡贵

亲 率 3 营 打 头 阵 ，像 一 把 尖 刀 直 插 敌

纵 深 阵 地 。 随 后 ，敌 我 双 方 又 鏖 战 了

整整 14 个小时，我军才将胜利的红旗

插上了沈家岭的主峰。

桦 林 松 柏 掩 忠 骨 ，黄 河 涌 泪 祭 英

灵。战斗中，30 团政委李锡贵、先锋营 3

营营长路保安壮烈牺牲，伤亡的战士有

3000 多人。战后统计，在兰州战役中负

伤的团级干部有 13 人，其中 8 人是在沈

家岭战场负伤；兰州战役中牺牲的 3 名

团级干部，都是牺牲在沈家岭战场。

战后，彭德怀司令员将 1949 年 9 月

《甘肃日报》头版上一篇关于兰州战役

的报道命题为《打开兰州锁钥，四军再

立战功》。在评功会上，第 10 师 30 团获

得一面“长攻善守”奖旗。

我是“长攻善守英雄团”这支英雄

部队的一员。当年作为新干部参加入

营培训时，团里专门组织我们观看了纪

录片《决战兰州》。战争之惨烈，英雄之

无畏，让我在震撼敬仰之余备受鼓舞，

心中也埋下一个念头：要上沈家岭看一

看。

如今，我循着前辈的战斗足迹，走

上了那三道战壕。沈家岭战场遗址上，

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沟壑，依然倔强地横

卧在田边。我的思绪也随之穿梭至那

年硝烟弥漫的沈家岭峰顶：旌旗猎猎，

炮火轰鸣，浴血冲锋的勇士前赴后继，

怒吼着掷出一枚枚手榴弹，顽强地将敌

人钉在阵地上，直至最后的总攻……

这两年，红色旅游的发展带动沈家

岭村的村民们奔向小康，村容村貌也发

生 了 很 大 变 化 。 驻 足 村 口 ，回 望 沈 家

岭，只见屋舍俨然，一片安宁祥和，两排

太阳能路灯沿着整洁的水泥路通往村

子深处。当年被炮火轰平的焦土之上，

一茬茬新绿覆盖其上，正生机蓬勃，恣

意生长。

沈家岭上忆荣光
■贾国梁

前不久，在空降兵某基地欢迎新兵

晚会上，官兵自编自演的情景剧《坚守》让

不少现场官兵泪湿眼眶。

这部剧取材于该基地某保障中心

的真人真事，以一个军人家庭的故事为

主线，演绎了该中心官兵默默奉献的一

幕幕动人场景。整部剧通过贯穿全剧

的母女对话触动观众心灵，借“父亲”的

独白升华作品内涵，以温情悠扬的合唱

留下余韵。

“我们保障中心是一个小、散、远、直

四个特性兼有的特殊单位，点多、线长、面

广。”该中心领导介绍说，“同志们做的大

多都是幕后工作，不计得失，辛勤付出。

我们想通过这个情景剧，把聚光灯之外的

感人故事汇集起来，集中呈献给大家，让

大家看到他们默默无闻的身影。”

当晚，在现场观看情景剧演出的某

旅营长李伟深受感动。他的妻子和女儿

正是剧中母女的原型。妻子陈澄在基地

工作，去年受领多项重要任务，同时还要

照顾两个孩子，承担家庭重任。去年一

年，她因为工作完成出色，多次受到基地

领导表扬。李伟动情地说：“看到姐姐照

顾弟弟那段，我眼泪就忍不住了。太真

实了，她和孩子都不容易。”

剧中“父亲”的扮演者孟勇，是该基

地一名伞材保管员，一年时间里有大半

年都要在训练场泡着。正如情景剧合

唱歌曲《军人本色》中唱的那样，“你不

认识我，我也不寂寞，你不熟悉我，我也

还是我”，伞材管理是一项幕后工作，很

多官兵用过“孟班长”提供的伞材，却并

不知道“孟班长”是谁。但他无怨无悔，

数年如一日，把琐碎平凡的工作做到极

致。去年底，他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荣立

三等功。这次能在情景剧演出的舞台

上展现保障中心官兵风采，孟勇格外珍

惜这次机会。排演期间，他加班加点背

台词、抠动作，终于在自己的第一次演

出中收获了成功。

情景剧最后，孟班长的独白赢得全

场热烈掌声：“军人是一块励志石，一面

刻着忠诚，一面刻着奉献。我虽然是一

个平凡的战士，但是每一项工作也都牵

动大局。我必须在这里，为祖国坚守！”

聚光灯外的“坚守”
■李 鹏 黄俊钢

联勤保障部队第 966医院将野战医疗队拉到陌生地域组织战地救护训练。 李玲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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