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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
军有两位战斗员获得了“特级战斗英
雄”的称号，其中一位就是黄继光。68
年前，举世瞩目的上甘岭战役，年仅 21
岁的黄继光用“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壮
举，生动诠释了中国军人的战斗血性，
永载人民军队的辉煌史册。

瞬间铸就永恒。黄继光生前所在
部队、空降兵某部的一代代官兵始终传
承“忠于祖国、英勇顽强、勇挑重担、敢
于牺牲”的黄继光精神，高扬上甘岭英
雄战旗，争当黄继光英雄传人。

一

“不立战功，不下战场！中国空降
兵，必胜！”铿锵响亮的誓言，令人激情
澎湃。8月下旬的一天，空降兵军史馆
里，那座高约 5米的黄继光铜像，又一次
见证着英雄传人的热血出征。

这座铜像，将英雄扑向敌人枪口的
瞬间，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用
凝固的语言向世人讲述何为中国军人
的血性。

时间退回到载入史册的上甘岭战
役。这场战役以世界军事史上罕见之
惨烈，至今令人惊心动魄——在面积仅
3.7 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发
射炮弹 190 多万发，投掷炸弹 5000 多
枚，整个山头被削低了两米。

在战役打响之前，志愿军部队曾在
坑道里播放电影《普通一兵》。电影中，
马特洛索夫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壮举深
深地感染了黄继光。
“马特洛索夫真是好样的，关键时

刻我也会像他那样去做。”黄继光这样
说的，在战场上也真的这样做了。

1952 年 10 月 19 日晚，志愿军经过
连续几个小时的鏖战、先后 5次冲锋后，
“0号”阵地的敌人仍集中十几挺机枪负
隅顽抗，许多志愿军战士壮烈牺牲。此
时，黄继光站出来主动请缨，前去炸毁
敌人火力点。在身体 7处负重伤、弹药
用尽的情况下，黄继光仍然顽强地向火
力点爬去。靠近地堡时，他一跃而起，
张开双臂，向敌机枪射孔扑去，用自己
的胸膛死死地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
舌的枪眼，壮烈捐躯。在黄继光壮举的
激励下，部队迅速占领阵地，全歼守敌，
取得了战斗胜利。

曾在上甘岭战役中击落 3架美军飞
机、现年 86岁的老英雄贾汝功，在回忆
起战友黄继光牺牲的情形时，哽咽感慨
道：“他的胸前被打成了蜂窝，背后都被
打空了……黄继光不惜奋斗到最后一
口气，都是为了我们最后的胜利，他不
愧是特级英雄。”

黄继光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
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
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
英雄”称号。他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
旗勋章。

英雄离开我们，已经 68 年。“黄继
光连”一代代官兵始终用光荣传统凝
魂聚气，让英雄精神深深融入血脉。
他们圆满完成九八抗洪、抗震救灾、中
俄联演、首都国庆阅兵等 30 多项重大
任务，荣立一等功 4 次、二等功 12 次、
三等功 21次，先后被空军授予“空降兵
模范六连”“抗洪前线先锋连”“黄继光

英雄连”等荣誉称号。2013年8月，习主席
签署命令，授予该连“模范空降兵连”
荣誉称号。

二

“黄继光连”荣誉室内，陈列着一尊
高 34厘米、宽 32厘米的黄继光半身铜
像。每当新干部报到、新兵入伍，都要
先上“寻根塑魂第一课”：参观荣誉室、
与黄继光铜像合影、在连谱上签名、学
唱《特级英雄黄继光之歌》、观看电影
《上甘岭》、吃忆苦思甜饭，让官兵从一
进门就打下英雄的烙印。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黄继光生前
所在的六班被国防部命名为“黄继光
班”。“每逢六班班长调整，我们都要举
行隆重的交接仪式。”“黄继光连”第 38
任指导员吴健说。68年来，“黄继光班”
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班长也已经延
续到了第 39任，但是六班却始终保持着
这样的传统：班里依然保留着黄继光的
床铺，每天晚上由班长拉开铺好，次日
早上再负责叠好；部队外出拉练或执行
重大任务，都指定专人负责把黄继光的
背包带上。“英雄始终与我们同在。这
是精神的延续，也是使命的担当。”吴健
说。
“写封信给黄继光，听我们的誓言

在回荡。告诉他，我们和他一样，挺起
了军人的胸膛……”8月底，空降兵部队
举办“壮阔七十年，战歌飞云天”歌咏比
赛，庆祝该部成立 70周年。当《写封信
给黄继光》那熟悉的旋律响起，官兵心
中的自豪感也再次被激荡起来。这首
歌曾荣获全军第九届战士文艺奖一等
奖，动人的旋律、激昂的歌声，唱出了官

兵争当英雄传人的心声。
“赓续黄继光英雄血脉，当好黄

继光英雄传人”，始终是该部铸魂育
人的重要内容。他们通过邀请战斗
英 雄 回 部 队 讲 传 统 ，编 写《红 色 印
记——军史文物背后的故事》，组织
开展“学战史、忆战将、评战例、当英
雄”“我和英雄的故事”等活动，引导
官兵感悟英雄不朽功勋，用实际行动
传承英雄血脉。
“发扬黄继光英雄精神，誓与洪水

奋战到底！”今年，在长江中下游的抗
洪抢险中，该部官兵将“黄继光英雄
连”的战旗插在大堤险要处，奋战在固
堤抢险最前沿。他们连续奋战 29 小
时，铺设沙袋 57600 余个，彻底消除了
溃口风险，也为黄继光英雄精神赋予
新的时代内涵。
“几十年来，我们部队先后涌现出

了以黄继光为代表的 13000余名功臣模
范和以上甘岭特功八连为代表的 181个
英雄集体。”提起部队英雄历史，该部新
闻网络室负责人的言语中流露出骄傲
与自豪。

为了守好“网络上甘岭”，近年来
该部将英雄故事搬到网上、屏幕上。
他们参与录制《真正男子汉》《我们和
英雄在一起——网络名人进军营》等
电视节目，制作“弘扬英雄精神、争当
英雄传人”系列微电影，创作《渴望光
荣》等音视频，灵活运用“我们的天空”
新媒体平台，在快手、抖音等网络媒体
开设《敬礼，我的“超级英雄”》专栏，发
布“永远铭记的黄继光”“空降十五勇
士”“烈火英雄李道洲”等感人军史故
事，不断在部队乃至全社会营造崇尚
英雄、争当英雄的良好氛围。

三

今年 5月，“黄继光连”刚列装新型
轮式装甲车，开启了连队建设新的篇
章。历史上，他们曾多次承担并圆满完
成重大试训任务，见证了空降兵从“一
具伞、一杆枪”的空中步兵，到空地一
体、模块作战的“战略之刃”转变。这背
后，是该部官兵“英雄的部队，不出孬
兵；黄继光传人，不畏牺牲”这一朴素而
坚定的精神共识。

2005 年，“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
合军演，他们面对合成风速达 20米/秒
的空中合成风、11米/秒的地面风、能见
度不足 300米的恶劣天气，抱着必胜信
念，毫无惧色，毅然离机。着陆时，许多
人被强风卷起、身体摔伤，时任“黄继光
班”班长彭江林伞降着陆时崴伤左脚。
“英雄的连队英雄的兵。作为‘黄继

光班’的班长，在紧要关头必须能挺身而
出。”彭江林强忍疼痛，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带着大家冲锋。这一幕，感动了时任俄罗
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演习结束后，他亲
手将一枚荣誉勋章戴在彭江林的胸前，竖
起大拇指夸道：“中国军人了不起。”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黄继光
在战场上面对强敌时毫不退缩的胆气，
经过岁月洗礼，愈加迸发出催人奋进的
精神伟力。

2008年 5月 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
后，震中汶川、茂县等地成为“孤岛”，几
十万群众生死未卜。5月 14 日上午 11
时 47 分，由 15名空降兵组成的先遣小
分队，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标识、无指
挥引导的“三无”条件下，从 5000米的高
空冒着生命危险，“盲跳”至茂县地域。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黄继
光传人义不容辞、在所不惜。”在登机
前，家在四川德阳重灾区的引导队班长
任涛，得知奶奶在地震中遇难、岳母重
伤的消息后，把悲痛压在心底，勇挑最
重、最难、最险的侦察任务。

70年前，以黄继光为代表的血性男
儿，走出国门断然亮剑，让最强大的对手
真正领教了一支军队的士气，如何成为
战斗力中先进武器装备永远无法替代和
计量的奇异变量。时代在变，精神永恒，
英雄的战旗永不褪色。今天，“忠于祖
国、英勇顽强、勇挑重担、敢于牺牲”的英
雄血脉依然在黄继光传人身上流淌。

2015年，“金鹰”国际特种侦察兵比
武，已经 30岁的“雷神突击队”队长史建
强带队出征。他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医
生劝他停止高强度训练。但他每天治
疗完，贴着膏药、戴着护腰，依然坚持训
练。比武当天，气温高达 40多摄氏度，
他们要在负重 30 公斤的情况下，进行
30公里渗透行军。

比赛途中经过一个陡坡时，史建强
不慎摔倒，滑出 4米多远，身体多处被
石头撞伤而红肿、流血。但他始终咬牙
坚持着。“黄继光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战
神’。当年老班长在生死抉择前奋不顾
身。现在我们要在国际赛场和外军交
手，同样不能退缩。”最终，凭着过硬的
作风和精湛的军事技能，经过 5天 4夜
的激烈对抗，他带队夺取了 11 个课目
中的 8个第一，以绝对优势夺得团体第
一名。
“黄继光！”“到！到！到！”我们结

束采访时，恰逢连队组织晚点名。“黄继
光连”全连百余名官兵的齐声答“到”
声，再一次响彻云空。

英雄战旗永不褪色
■李 建 唐家军 本报特约记者 蒋 龙

黄继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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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找到一本柯涅楚克的剧

本《前线》，并非难事。但是在抗日

战争时期的敌后，想要得到这类好

书，却不是件简单的事。那天，我

偶然翻阅那本保存了很久、印着

“前进出版社翻印”的《前线》油印

本，不由得回忆起一段往事。

1945年夏天，全国解放区还处

于分割的状态。广东东江敌后游击

区里，由于东江纵队的壮大，不断

地给日寇以打击，解放了许多地

方，东江南北已联成一大片了。当

时，“东纵”的司令部与政治部，分

驻在罗浮山的冲虚观和白鹤观内。

那时候，我正在“东纵”政治部的

一个政工队工作。

一天早晨，太阳还未露脸。我

们刚吃过早饭，我正把饭盅系回干

粮袋上去，忽见政治部主任的通信

员跑来，说主任叫我去。我连忙跑

到政治部。主任问我今天有没有

空，可否替他抄点东西。我心里

想，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文件了，便

马上答道，有空，现在就抄吧。主

任递过来一大摞翻译好了的电码

纸。嗬！原来是一个苏联剧本，是

柯涅楚克写的《前线》的第一幕。

文件我抄过不少，可是抄用电

码发来的剧本，这还是第一回。我

当时还有点想不透，为什么要从延

安电台拍来一个这样的剧本？为什

么领导同志还要把它抄在自己的小

本本上？我不便细究，反正是重要

的剧本嘛！我忙削好了铅笔，坐在

观里道士们讲道的蒲团上就抄起

来，整整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抄写完

毕。我当时还想，电台的同志们为

了收译这个剧本，大概好几个晚上

都没有睡好觉了。

《前线》到了敌后不久，政治部

的政工队就把它演出了。虽然当时

演出这个剧有很大困难，甚至连起

码的物资条件都不具备，而且剧本

也只有第一幕。但是在游击战争的

环境下，哪一个奇迹不是在克服困

难之后创造出来的！战争环境下演

戏，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服

装、道具、布景用象征式的代用

品，是大家习惯了的，观众们也不

会计较这些。有一幕就先演出一幕

吧，这是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还

是从延安直接发来的生动的“政治

课本”。在纵队首长的支持鼓励和同

志们的努力下，《前线》第一幕就这

样在敌、伪、顽包围下的罗浮山上

演出了。

这个戏的演出，向我们干部与

战士及时地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

题：就是在抗战的反攻阶段已经到

来的情况下，我们主要缺乏的是什

么东西？我们要清除的是什么东

西？因此，《前线》 到了敌后以

后，戈尔洛夫式的保守和故步自封

的观点，给我们产生很大的警惕；

欧格涅夫式的对待新鲜事物的朝气

与创造才能，则树立起了我们学习

的榜样。谈论戈尔洛夫、客里空、

欧格涅夫等人的思想作风，便成为

我们部队政治生活中的新内容。

（高群根据作者回忆文章整理，

有删减，原文刊于 《中国人民解放

军文艺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用电报拍来
的剧本

■朝 霞

我是一名无人机操作手。还记得
当时我对新配发的无人机充满了好奇，
主动去问班长，怎样才能去学无人机？
班长告诉我，必须先把侦察兵的五大课
目练精才行，只有优秀的侦察兵，才有
资格去学习新专业。从那之后，我像上
紧了的发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开始
苦练侦察兵专业技能。

在训练基础攀登时，由于我的个子
矮，攀绳过程中，其他战友只要七八次
就能完成，而我却需要十多次，训练成
绩远落后于同批战友。为了能提高成
绩，每次训练时我都主动第一个上。因

为这样，我能有更多的训练时间。每完
成一次，我都会总结失误和不足，然后
加班加点反复练习攀登的基础动作。

正是凭着这股劲头，我把五大课目
各个击破，成了训练尖子。当无人机学
习名额通知下来后，连队党支部一致推
选我为无人机学兵。我知道这个消息
后，激动得半宿没睡着，感觉过去的一
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在学习过程中，我的无人机操作
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归队后，我主
动向连长提出，要把连队无人机飞起
来。想法是挺好，但无人机还没飞，我

就发现问题了——在飞行前准备工作
中，无人机发动机的转速始终达不到
起飞要求。我一边对照说明书，检查
飞机各部件性能是否完好，一边与教
员取得联系寻求帮助，却仍然没有找
到解决办法。这时，我忽然想到，是不
是发动机内部有问题，阻塞了供油管
路。这是基于我前期对无人机发动机
原理的研究，而提出的设想。在得到
连长支持后，我开始研究发动机的拆
卸组装。经过一周时间的点灯熬油，
我彻底把发动机“解剖”，全方位无死
角地对各部件进行了维护保养。之

后，我再次测试发动机转速。这次，终
于成了！我如愿以偿地实现了首飞任
务，引来连队官兵连连称赞。

然而，成长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
2015 年 8 月，在旅组织的合成营演习
中，上级要求无人机作为侦察要素参
演。接到任务后，我信心满满，觉得终
于有机会能展示我的能力和水平，一定
能够顺利完成演习任务。

但现实却给了我当头一棒。演习
前几天，我按计划组织无人机飞行训
练。没想到，当无人机切换至自主飞行
模式后，在预定拐弯点却没有转弯。我

立即采取应急操作并向连长报告，试图
让无人机返航。但无论我怎么努力，无
人机都不听我的，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它消失在视野中。最终，无人机被附近
的渔民从海里打捞出来交还给连队，所
幸没有造成严重的飞行事故。事后，我
重新对无人机进行检测，发现问题出在
天线的功率放大器上。我第一时间向
厂家反映了情况，及时更换了新器件。
我深刻认识到，要想成为一名无人机操
作能手，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7年，在集团军组织的无人机集
训中，上级安排我带领无人机排赴野外
驻训地，完成某新型无人机试飞任务。
面对新机型，我和战友从零起步，一起
钻研，逐一解决旧装新训的各种难题。
我们一点一点学习，奋战两个多月，终
于在集团军结业考核中，完成了接装后
的成功首飞。那天，看着在天空中翱翔
的无人机，我激动又感慨：汗水和努力，
会让一个不能“上天”的士官，也可以实
现自己的“飞天梦”。

我的“飞天梦”
■陆军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上士 靳延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