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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安门广场前，金灿灿的阳光照在

一面面鲜红战旗上。

2019 年 10 月 1 日上午，伴着激昂的

鼓点，战旗方阵从天安门前经过。方阵

中，第 83 集团军某合成旅中士付东旭高

擎着“杨根思连”荣誉战旗，眼睛不由地

湿润了。

年轻的付东旭来自一支英雄连队——

“杨根思连”。

1950年 11月 29日，长津湖战役中，时

任连长杨根思带领一个排奉命坚守1071.1

高地及其东南侧的小高岭。他们连续打退

美陆战第一师的8次疯狂进攻。当敌人发

起第 9次进攻时，阵地上只剩下杨根思一

人。他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同

归于尽，牺牲时年仅28岁。

1951 年，杨根思被中国人民志愿军

总部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荣誉称

号。他生前所在的连队，被命名为“杨根

思连”。从此，“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

不了的敌人”的英雄宣言，成为“杨根思

连”勇往直前的钢铁信念，激励着英雄连

队一代又一代官兵，不断开拓，续写辉煌。

战场硝烟远去，但那面用鲜血染红

的战旗依旧飘扬在官兵心中。

作为“杨根思连”第 8366 名成员，付

东旭已经把“三个不相信”刻在了心里。

他忘不了，下连后观看的纪录片《杨根

思》、读到的《特级英雄杨根思》、学唱的

《杨根思连连歌》……老连长杨根思和众

多革命先烈的故事，让他和新战友们热

血沸腾。

2019 年 6 月，作为“杨根思连”唯一

的代表，付东旭扛着战旗，走进阅兵村

训练基地。望着旗帜上那熟悉的金黄

色大字，付东旭眼神中多了一份坚定与

自信——他要让这面老连长用生命守

护的战旗，在天安门前再次闪耀光芒。

战旗，对每个荣誉连队而言，都意义

非凡。承担这份光荣使命，擎旗手倍感荣

耀也压力很大。付东旭说，当时自己最担

心的，就是成为“备份”。于是，在气温近

40℃的训练场上，付东旭咬紧牙关，对抗

身体极限，一遍遍告诉自己，绝不能倒

下。强烈的荣誉感，让付东旭顶着压力，

成功实现突破。两个月训练结束，他的位

置从第二排调整为方阵排头兵。

阅兵结束返回部队，付东旭来到杨

根思雕像前，向老连长报告：“我没有给

您丢脸！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只能给

您增光！”

二

走进“杨根思连”荣誉室，浓郁的战

斗气息扑面而来。不大的房间内，各类

展品摆得满满当当。

展柜内有一件珍贵的展物：维和烈

士李磊牺牲前穿着的防弹衣。防弹衣

上，还残留着英雄的血迹。

2016 年 7 月，南苏丹朱巴爆发大规

模冲突。当地时间 7 月 10 日，始终冲在

最前沿执行任务的 105 号步战车被一枚

火箭弹击中，下士李磊、四级军士长杨树

朋壮烈牺牲。

那天，李磊已执勤一整天，仍主动请

缨 留 在 一 线 。 牺 牲 前 ，他 已 累 计 执 勤

1020 个小时。作为预备党员，他还差 5

个月就满预备期。生命的最后一刻，他

用微弱而坚定的声音对战友田飞衡说：

“班长，我这辈子就交给党了。”

“在生活、工作、学习中，我始终向党

员学习，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处

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展柜内，杨树

朋的入党申请书中，这几行字被醒目标

注。在维和步兵营，杨树朋创下连续 4

次全程参加南苏丹武装长巡，以及 1 天

之内 9 次深入难民营制止械斗的纪录。

看到这些，我们有一个深刻的感受：

李磊和杨树朋不是因为牺牲才成为英雄

的，而是他们本来就很了不起。

当时执行任务期间，“杨根思连”每

一名战士都写了遗书，有的班还照了合

影。所有人都做好了战斗到底、流血牺

牲的准备。

“为了胜利一无所惜，除了胜利一

无所求。”从长津湖畔走来，“杨根思连”

官兵就是这样一直紧紧追随着老连长

的脚步。

今年 5月 9日，是“杨根思连”命名 70

周年纪念日。杨根思广场上，英雄的雕像

巍然屹立。在英雄注视的目光里，革命先

辈后代、连队退伍老兵和官兵一起听“杨

根思连”第 30 任连长李照隆向老连长汇

报工作。广场上，十余面战旗猎猎飘扬。

今年 7 月，驻地一水库出现缺口，洪

水漫入村庄，数千人被困。上级一声令

下，李照隆带领党员突击队驾驶冲锋舟

赶往救援。他们排成一路，在河水中开

辟出一条救援生命线。从晚 8 点奋战到

凌晨 2 点多，救援官兵妥善安置 300 余名

被困群众。

曾在“杨根思连”服役的老兵董飞，7

月 21 日通过网络看到老部队在郑州参

与救灾的新闻，立即萌生了一个念头：去

找老部队参加抗洪。他第一时间联系几

名连队退役老兵，从山东菏泽、河南漯

河、湖南韶山携带物资赶到抗洪一线。

他们申请加入救灾行列，成为官兵队伍

中没穿军装的“战士”。

抗洪接近尾声，临别之际，董飞向组

织申请把“杨根思部队来了”的横幅留给

自己。董飞说，他已把老连长的“三个不

相信”精神刻进骨子里，这条横幅是最好

的奖励。

三

站在连队门前，身披绶带、胸戴红花

的退伍老兵杨审，饱含热泪亲吻“杨根思

连”荣誉战旗。这面战旗，见证着他在军

营的奋斗青春。

“走进英雄的行列，在部队磨炼”，是

杨审从小的梦想。2019 年 9 月，杨审如

愿以偿，在同批战友的羡慕中，成了“杨

根思连”的兵。

杨审说，身在“杨根思连”，仿佛能感

受到一种特殊的力量——困难越多，斗

志越高；挑战越大，干劲越足；对手越强，

拼得越凶。

那年的豫中腹地，杨审和全旅的精

武尖子同台竞技。还是上等兵的他虽然

心里有些没底，但决不想低头认输。他

将“三个不相信”的“连魂”写在掌心上，

时刻激励自己。“就是倒也要倒在终点！”

尽管呼吸越来越急促、脚步越来越沉重，

但看着掌心上被汗水模糊了的字迹，他

感觉一股力量又涌了上来。

最终，杨审站上了领奖台。手捧沉

甸甸的奖杯，听着评委们“杨根思连的

兵，果然不一样”的称赞，他感到作为“杨

根思连”的兵，是如此光荣与自豪。

“有幸与新时代‘杨根思连’战友并

肩奋战，是我人生最大的底气。”杨审说，

下一步，他要把“杨根思连”的“三个不相

信”精神带到大学校园去。

在“杨根思连”，我们深刻感受到，官

兵特别珍惜“杨根思”这一响亮名字。每

晚点名点到“杨根思”时，全连官兵都会

齐声答“到！”那震天响的吼声，让人心潮

澎湃。

当战斗英雄、做强军标兵，是“杨根

思连”官兵的共同追求。

今年 8 月底，“杨根思连”第 31 任连

长仇安履新。他在全连面前说的第一句

话是：“我们‘杨根思连’的官兵，就是要

时时刻刻打头阵、当先锋。”

2016 年 7 月，“杨根思班”班长陆亚

东奉命出国参加国际“炮兵能手”竞赛。

正式比赛前一周，陆亚东发现主办方提

供的某型火炮，是他此前根本没有接触

过的。“不能愧对‘杨根思传人’的身份。”

7 天时间里，陆亚东每天第一个到训练

场，最后一个离开。用炮动作反复练习

上百次，用炮程序做到一步不差，就连休

息也要边喊口令边比划动作……一遍遍

训练、一次次摸索，最终，陆亚东将火炮

架设时间大幅缩短。

比赛中，陆亚东操作火炮 4 发 4 中，

成为各国参赛队中唯一一个全部命中目

标的射手，被评为“最佳火箭筒手”。

胜利归来，陆亚东光荣立功并提干，

成为另一连队的指挥排长。走上新岗

位，他对排里的新兵郑重地说：“不管遇

到什么困难，希望你们都要努力克服，就

像我的老连长杨根思那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传承。如今，“杨根思连”的官

兵正用实际行动在新时代强军路上书写

新的辉煌。近年来，连队多次参加重大

演训任务，荣立集体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2 次，连队党支部 2 次被战区陆军表彰为

“先进基层党组织”，连续 4 年被表彰为

“强军兴训先锋连”。

今年 10 月，“杨根思连”参加了电影

《长津湖》的超前点映活动。观影结束，

官兵起立，“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再

次响起，激荡人心……

钢铁信念激荡英雄气
■刘宸源 张 震 郑夏云

红色足迹强军文化观察

英雄血脉·文化传承

正在热映的电影《长津湖》中，连长杨根思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同归于尽的一幕，给广大观众以深深
震撼。现实生活中，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自觉传承发扬老连长“三个不相信”精神，砥砺血性胆气，永葆冲锋
姿态，让荣誉战旗始终高高飘扬。杨根思“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已凝铸成一座永远的精神丰碑。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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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某合成旅“杨根思

连 ”官 兵 赓 续 传 承

“三个不相信”精神，

从中汲取铁心向党、

敢打必胜的力量，在

新 时 代 强 军 路 上 不

断 书 写 新 的 辉 煌 。

图 为 该 连 官 兵 正 在

组织实兵演练。

季 鹏摄

“黄 河 九 十 九 道 湾 ，湾 湾 向 东

流，人生九十九道坎，一个心眼跟党

走。赴汤蹈火干革命，永远向前不

回头。”深秋时节登访大峰山，首先

闪入我脑海的，便是大峰山独立营

创始人之一袁振在 1938 年所作的

这首诗。

大峰山，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长

清区境内，因其山势合围，三面峭

立，曲如列屏，顶峰高大，故得名大

峰山。这里不仅坐落着灵官庙、峰

云观等道教名胜，山顶上的“齐长

城”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

界物质文化遗产。

在我心中，大峰山的魅力除了

风光秀丽、古迹众多外，还在于她是

长清人民革命的摇篮，被誉为“泰西

的延安”。1938年，长清革命先驱张

耀南、魏金三在大峰山建立了长清

县抗日根据地，配合八路军 115师给

日军以沉重打击。老一辈革命家罗

荣桓等都在这里留下过战斗足迹。

山脚下，有一座小院。院内合

抱粗的老槐树下，一块灰色石碑上

有隶书红字——大峰山革命遗址。

正屋石制门框边挂着一块黑底白字

的牌子：中共长清县委。这一进三

厢的小院平房，经整修后成为一处

纪念馆，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段战

火硝烟的岁月。

1938 年 8 月，日军数百人乘车

从平阴返回长清。得知情报后，时

任大峰山独立营营长汪毅、政治处

主任冯乐进决定给敌人以痛击，制

定 了“ 突 然 袭 击 ，打 完 即 撤 ”的 战

术。那日拂晓，汪毅、冯乐进带两个

班在公路右侧高地设伏。在敌众我

寡的情况下，他们果断下达战斗命

令。紧接着，数十颗手榴弹向敌人

飞去，战斗瞬间打响。硝烟弥漫，敌

人被炸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几

名日军以汽车作掩护，架起机枪、小

炮准备射击。班长杨大力眼疾手

快，一口气投去十几颗手榴弹，压制

住了敌人。当敌人反应过来、企图

反扑时，汪毅下令撤退，部队迅速消

失在茫茫田野中。

这 场 战 斗 持 续 时 间 不 足 半 小

时，但我方在几乎无伤亡的情况下，

打死日军 96 人、炸毁汽车 2 辆，打响

了大峰山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枪，鼓舞

了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打

开了长清县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遥想当年，日军在入侵山东后

没 有 遇 到 什 么 有 效 抵 抗 ，一 路 肆

虐。当长清人民在日寇欺凌下艰难

度日时，独立营此次突袭战斗的胜

利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大

峰山，独立营，谁来参加谁光荣；骑

着马，挂着红，你看光荣不光荣。”此

战后，这首歌开始在当地流传。许

多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加独立营，周

围村庄主动与独立营联系，积极保

障战士的粮食、衣服、蔬菜等。自

此，大峰山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烽火开始席卷全县。

在党的领导下，大峰山抗日根

据地从弱到强，一步步发展壮大，并

成为山东联系延安秘密交通线上的

重要中转站。

共赴国难，振长缨，缚强奴，山

河变，万里息烽烟。在庆祝党的百

年诞辰之际，长清区政府重新修缮

了大峰山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

580 余名牺牲在各抗日战场的长清

籍优秀儿女。陵园内庄重肃穆，革

命英雄纪念碑巍然屹立。

入伍前，我就曾随家人一起来

过这里。现如今，身着军装，再来

瞻 仰 ，有 了 更 多 感 触 。 大 峰 山 作

为 山 东 省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山

脚 的“ 初 心 广 场 ”上 ，来 自 各 单 位

参观见学的党员络绎不绝。面对

鲜红的党旗，我们一同举起右拳，

重 温 入 党 誓 词 。 誓 言 铮 铮 ，回 荡

在大峰山下。

大峰山烽火
■高 群

油画《延安火炬》由我国当代著名油

画家蔡亮创作，表现的是 1945 年抗战胜

利后，延安军民举行火炬游行、欢庆胜利

的情景。

蔡亮生于 1932 年，1955 年毕业于中

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这幅画，是在庆

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他应邀创作的。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中国人民经过 14 年艰苦卓绝、英

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

争的胜利。消息传到延安后，人民欢欣

鼓舞，奔走相告，将胜利消息传遍了宝塔

山下、延河两岸。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

报《解放日报》报道说，8 月 15 日晚，东南

北各区到处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全市

灯火辉煌，欢呼声此起彼伏；霎时，鼓乐

喧天，无数火炬照亮了巍巍宝塔山和波

光粼粼的延河水。

当时的场景是多么热烈啊：机关干

部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

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实验工厂、

联政宣传队、大众剧院、延大、完小等十

余支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汇合，浩

浩荡荡，奔涌而去。诗人艾青在《人民的

狂欢节》中写道：“人群，到处都是人群。

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个个

都挺着胸脯，高高地举着火把，跟随锣鼓

队，拥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

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

的客人。”

《延安火炬》描绘的正是延安民众

当夜浩大游行的场景——陕北军民举

着火炬，延绵不绝，犹如一条条舞动的

火龙。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仿佛再

次看到抗日将士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

慷慨壮烈。画面中，夜色朦胧中的宝塔

山、老乡头上挽着的白羊肚巾等，鲜明

地表现革命圣地延安的特点。远处的

山峦连绵起伏，千千万万把火炬像天空

中璀璨的群星；近处是浩浩荡荡的游行

队伍和举着火把、笑逐颜开的人们。作

品远近呼应，虚实对照，将欢庆胜利的

场面描绘得既气势磅礴，又生动鲜活。

背大鼓的少年、敲鼓的老人、鼓起腮帮

吹唢呐的老乡、抱着孩子的大嫂、高举

火炬游行的群众，画中人物众多，都是

兴高采烈的神情，表现了胜利之后军民

欢 欣 鼓 舞 的 心 情 和 对 未 来 的 美 好 憧

憬。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刻画非常细腻，

如搀扶老大娘的八路军战士、与大嫂亲

切交谈的女战士以及大嫂怀中吸吮手

指的儿童等，都描绘得非常生动。

这幅作品整个画面洋溢着热烈、欢

快的气氛，表现了解放区人民对抗战胜

利的喜悦之情。正像诗人鲁藜在《黎明

的信号》中所写：“啊！兄弟们，姐妹们，

让我们紧紧拥抱，让我们热烈地相爱，让

我们生命溶结在一起，让我们举起这生

命的火把，更高地举起这血的火把。更

高哟，更高哟，向天上，向天上，把红色的

太阳点燃起来。”

把红色的太阳点燃起来
——油画《延安火炬》赏析

■郑学富

作品背后的故事

第5303期
延伸阅读 请扫描二维码

二维码制作：王 玉

《
延
安
火
炬
》（
油
画

局
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