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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 绿 江 畔 聆 听 历 史 回 响
—辽宁省丹东市军地联合挖掘保护抗美援朝遗址纪实

■李 昊 崔 鹏 本报记者 张雨晴

抗美援朝老兵丁宝鉴为军队文职人员和中小学生讲述战斗故事。 安晓琳摄

今年，抗美援朝纪念馆举办

了“抗美援朝出征地”系列展览，

用大量的图片资料，展现志愿军

官兵出国作战的路线和过程。看

着展厅里的参观者驻足仔细端详

展品，我内心非常感慨。

1993 年，抗美援朝纪念馆新

馆落成。同年，纪念馆成立了抗

美援朝遗址考察小组。2010年，

考察小组成员加入丹东市军地共

同成立的抗美援朝遗址考察组，

继续对散落的抗美援朝遗址进行

寻找考证。

从事副馆长工作以来，我作

为考察组的一员，和同事们一起

无时无刻不在追寻。丹东这座英

雄的城市在火热的抗美援朝运动

中 ，究 竟 发 生 过 多 少 动 人 的 故

事？有多少历史故事记录在册，

又有多少还鲜为人知？挖掘抗美

援朝史料，让抗美援朝精神世代

传承，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

的使命。

考察组成员不怕山高路远，

不惧严寒酷暑，执着追寻，风雨无

阻，足迹遍布丹东的山山水水、沟

沟壑壑。随着调查的深入，一处

处隐没于深山密林中的战争遗址

重见天日，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得

到传扬。

在追寻的过程中，最令我感

动的，是这座城市的人民对我们工

作的热情支持。我们寻访抗美援

朝遗址的消息传出后，经常能从社

会各界得到相关的线索。大部分

亲历者年事已高，得知消息后，依

然通过各种方式联系我们，尽他们

所能为我们的工作提供帮助。

在考察的过程中，我深深感

受到，我们在做的是一件多么急

迫的事。许多遗址在山林之中，

已经被树木杂草、石头泥土遮盖，

只有一些年长的当事人能找到确

切的位置。如果不抓紧时间进行

抢救性寻访保护，随着亲历者的

离去，许多故事、许多遗址可能就

再也无人知晓了。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我们参

与考察确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

挥所旧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前指挥机关旧址、中国人民志愿

军过江地点、防空工事以及铁路

运输等 124 处抗美援朝遗址，陆

续有了立牌标识，并得到有效保

护。其中，部分遗址被列为省级

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少遗址

成为丹东新的红色旅游景点。

这些无声诉说着烽火岁月的

遗址，对我们研究抗美援朝战争

历史，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弘

扬抗美援朝精神有着重要价值。

通过整理考察结果和相关文献，

我们编辑出版了《抗美援朝丹东

遗址寻踪》《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

故事》等书籍，尽可能展现当年真

实发生过的战斗故事。一些书籍

已被选为辽宁省中小学国防教育

教材，希望能让更多青少年通过

这些书籍了解革命先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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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是同学，关系要好，入伍时

就约好，要是谁牺牲了，活着的人要替另

一个人好好活，还要经常给牺牲的那个

人扫墓……”

这是丹东军地人员给抗美援朝老

兵 丁 宝 鉴 拍 摄 口 述 历 史 时 ，他 讲 到 牺

牲战友隋心湖时的一幕。为了让亲历

者的记忆得以留存，2020 年起，在丹东

市 委 宣 传 部 和 丹 东 军 分 区 联 合 组 织

下，丹东广播电视台、抗美援朝纪念馆

等 多 部 门 ，为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和 亲 历 者

进行口述历史抢救性拍摄，足迹遍布 8

个 省 区 20 多 个 市 ，行 程 逾 10 万 公 里 ，

先 后 拍 摄 留 存 246 名 平 均 年 龄 超 过 90

岁抗美援朝老兵和亲历者的采访视频

资料。

“亲历者的回忆可能有所偏差，对于

每一份口述资料，我们都会与史料进行

对照分析，确保真实性准确性，尽可能还

原那段历史的本来面貌。”张校瑛说，为

了保证口述历史的真实准确，抗美援朝

纪念馆研究员与历史学者、丹东市档案

馆工作人员一起，多方考证，整理出历史

文献资料 65 万余字。

2020 年，丹东市委宣传部联合丹东

军分区联合组织拍摄的、以抗美援朝老

兵和亲历者口述历史为主题的纪录片

《铭记》，在学习强国 APP、丹东本地媒体

等平台播出，吸引社会各界人士观看。

截至今年 8 月，纪录片已播出 156 集。不

少网友留言称，抢救性保护口述历史有

价值、有意义。

据介绍，丹东市军地还将细化口述

历史内容，划分鸭绿江边防沿线、丹东人

民后方支援、志愿军伤病员救助、烈士安

葬等内容进行分类整理留存，为纪录片

制作、历史研究、纪念馆展出等提供参考

素材。

红色故事不断流传，也让更多人加

入讲述的队伍。

初秋，丹东市河口断桥边，游客们正

在听大学生志愿者张远讲述抗美援朝第

一位烈士何凌登的故事。张远曾在学校

组织下参观过抗美援朝纪念馆等，被志

愿军官兵的故事打动。回到学校，他仔

细研读相关史料，主动加入红色景点义

务宣讲员队伍。

随着越来越多的红色遗址悬挂铭

牌、面向公众开放，对讲解员的需求也越

来越大，丹东市面向社会招募红色景点

义务宣讲员。朝气蓬勃的少先队员，年

逾九旬的抗美援朝老兵，都积极参与其

中。目前，丹东市已有近 200 名义务宣

讲员。

今年建军节前夕，丁宝鉴又一次来

到烈士陵园。陵园里，许多人自发前来

祭奠为国牺牲的先烈们。丁宝鉴作为义

务宣讲员，向他们讲述起抗美援朝战场

上的那些动人心魄的故事。

“我讲得越多，就有越多的人知道他

们、记得他们。”丁宝鉴说，他会一直讲下

去，让更多人了解曾经战火纷飞的岁月，

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采访 246 名抗美援朝老兵和亲历者

口述实录留存珍贵记忆

“浪头机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重要

作战基地，我们的人民空军就是从这里飞向战

场……”日前，在辽宁省丹东市浪头机场，一位

身着旧式军装的老人正在向近百名参观群众讲

述发生在这里的战斗故事。

老人名叫王广照，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曾

经是浪头机场的地勤人员。2019年，听说浪头

机场作为丹东抗美援朝遗址面向公众开放，他

主动申请担任讲解员，把人民空军在战火中淬

炼成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辽宁省丹东市，素有英雄城市之称。抗美

援朝战争中，丹东是祖国战略大后方的最前沿，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这里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

援朝战场。鸭绿江畔的丹东大地，留下许多宝

贵的红色资源。近年来，辽宁省丹东市军地共

同对丹东地区的抗美援朝遗址展开保护利用工

作，让英雄的名字、感人的故事穿越历史的长河

依旧熠熠发光，让抗美援朝的红色印记永不褪

色、代代相传。

很多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书刊，都

刊载过一张经典的历史照片——《中国

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照片上，志愿

军将士巨龙般的长队行进在雪地上，徒

步通过鸭绿江上的浮桥奔赴战场。

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摄的？志愿军

徒步跨过鸭绿江的地方到底在哪儿？辽

宁省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工作人员曾

对照片的拍摄位置进行过探访，但没有

找到答案。

“我们找到拍摄这张照片的志愿军

第 64 军政治部摄影干事黎民，但时隔多

年，江边景物变化很大，他也记不清确切

位置。”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张校瑛回

忆。

转机出现在十几年前，一位收藏爱

好者向纪念馆提供了一张 1954 年版的

丹东市地图。地图上标注，丹东通往朝

鲜的桥梁，除了当时已经确定位置的几

座，还有一座位于鸭绿江上游的振安区

九连城镇马市村。

工作人员立即前往马市村，寻访当

地村民，查找军史资料，对比照片与实际

地形。他们了解到，1950 年 10 月，志愿

军与民兵共同修建了一座公路浮桥，有

村民曾目睹志愿军由此徒步过江，遂最

终确定马市村是这张历史照片的拍摄

地。后来，“马市村浮桥遗址”被列入辽

宁省第九批文物保护单位。

“丹东是一片英雄的热土，英雄的故

事不应被遗忘，我们要保护好他们留下

的战斗遗址。”丹东军分区领导说。

2010 年 ，丹 东 军 分 区 与 市 委 宣 传

部、驻军部队、抗美援朝纪念馆等单位联

合成立抗美援朝遗址考察组，对散落的

抗美援朝遗址进行寻找考证，先后有万

余名抗美援朝老兵、支前模范及其后代、

烈属参与其中。

我国境内唯一发生过战斗的志愿军

阵地——拉古哨志愿军高炮阵地遗址是

考察组找到的遗址之一。

据记载，1950 年 10 月，志愿军高炮

第 504 团二营驻守拉古哨村奉命保卫水

丰发电站，仅靠 36 门高炮对空作战，击

落敌机 3 架，重伤 1 架。2020 年，考察组

经过多方走访调查，确认阵地遗址位于

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拉古哨村。考察

组确定位置时，高炮阵地、观察哨被杂草

树木覆盖，阵地旁的弹药库、掩体等地基

尚存。

“水丰发电站防空保卫战是抗美援朝

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宽甸满族自治县

领导告诉记者，他们按军事工事原有比

例，尽可能还原高炮阵地原貌，建设了抗

美援朝水丰发电站防空保卫展览馆。展

览馆建成后，填补了抗美援朝战争防空保

卫内容专题展览馆的空白，后被丹东市委

宣传部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从一处山丘、一座桥墩，到一座建

筑、一处残垣，10 余年间，丹东军地考察

组成员从军史资料和亲历者提供线索入

手，先后前往 78 个乡镇（街道）、124 个村

屯实地调查、走访，查验核对 5.27 万余份

史料文献，最终确定丹东地区抗美援朝

遗址 124处，并悬挂铭牌。中国人民志愿

军入朝前指挥机关旧址、空军地下指挥

所旧址、志愿军驻安东办事处旧址……

一处处抗美援朝遗址拂去历史尘埃，重

新与世人见面。

抗美援朝纪念馆还整理考察资料，出

版《抗美援朝丹东遗址寻踪》等图书，让人

们更深入地了解遗址背后的故事，成为当

地中小学开展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

确定 124 处抗美援朝遗址

接力寻访再现烽烟岁月

2021 年 清 明 节 ，丹 东 市 元 宝 区 抗

美 援 朝 烈 士 陵 园 ，一 场 烈 士 迁 葬 仪 式

隆重举行。

几个月前，丹东市元宝区七道村村

民滕广武平整山场时，发现 3 座抗美援

朝烈士墓地。得知消息后，丹东市军地

有关部门经实地考察和多方求证，最终

确定这里安葬的是烈士邢德才、冯子清、

陈龙长。确定身份后，3 名烈士遗骸在

清明节迁葬进烈士陵园。

从发现墓地到烈士迁葬的过程中，

军地相关部门为烈士的墓地测量数据、

多角度拍摄照片、登记文字信息，并精确

定位原烈士墓的经纬度。这些信息统一

录入丹东市烈士纪念设施电子台账。

自 2021 年起，丹东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合多家单位，开展县级及以下烈士

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丹东市出

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

范管理的意见》明确，为烈士纪念设施建

立电子台账，实现一处一档。目前，已建

立电子台账 3550 余份。

丹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科长

谭福斌展示了部分烈士纪念设施电子台

账，每份电子台账录有名称、面积、经纬

度位置、照片、文字介绍、管理方式和责

任单位等 7 项基础信息。

谭福斌介绍，丹东地区烈士墓等纪

念设施众多，分布分散，由于许多烈士纪

念设施地处偏远，管理职责划分不够明

确，加之年代久远、自然灾害等原因都可

能导致纪念设施受损。

“为烈士纪念设施建立电子档案，

有助于保护烈士遗存，也能为研究宣传

丹东地区的烈士事迹、烈士家属寻亲、

纪念设施修复等工作提供重要信息参

考。”丹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崔宝

威介绍，军地双方还进一步明确任务、

压 实 责 任 ，确 保 纪 念 设 施 始 终 有 人 管

护、有人负责。

2020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 周年之际，抗美援朝纪念馆

完成改扩建工程。建成的新馆区中，中

国人民志愿军指挥所旧址的地下建筑展

区引人注目。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该指挥所

为志愿军领导指挥机关所用，在抗美援

朝战争期间，作为志愿军的后方备用指

挥所。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守卫鸭绿江

桥的高炮部队曾驻守这里。

为了更好地发挥红色资源的教育作

用，纪念馆对志愿军指挥所旧址进行全

面修复，尽可能还原志愿军指挥所当年

的模样。

“2020 年，担任过志愿军司令部电

话报务员的老兵王贵灵来抗美援朝纪念

馆参观，看到旧址对外开放很高兴，还向

我们讲起当年跟随志愿军司令部驻扎在

这里的情景。”抗美援朝纪念馆讲解员裴

亚男说。

据悉，为了方便游客游览和企事业

单位人员、高校师生参观学习，丹东市对

当地红色资源进行整合，推出“一馆多

址”抗美援朝红色旅游路线，一系列抗美

援朝遗址成为丹东这座城市的红色名

片。据统计，抗美援朝红色旅游路线每

年接待游客约 1700 万人次，高校、企事

业单位等团体约 6800 批次。

建立 3550 余份烈士纪念设施电子台账

数字档案定格烈士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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