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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文化观察

英雄血脉·文化传承

第5145期

军人生来为战胜。要打赢一场战
争，不仅需要过硬的打赢本领，更需要
有一往无前、敢于牺牲的血性胆气。今
天，是我们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第一
课。我是“尖刀英雄班”班长柯昌水，想
和大家分享“红一连”“盘肠战斗英雄”
姜东海的战斗故事。

1948年 10月，辽西会战中，东北人
民解放军第 6纵第 16师第 47团一连、
九连接到上级命令：全力夺取小孙家窝
棚，截击敌第 14师后卫部队。10月 26
日 14时 10分，敌人集中炮火轰击一连、
九连阵地。整个阵地顿时硝烟弥漫，大
部分工事被炸毁，情况十分危急。

在这种情况下，一连三排长、共产
党员姜东海协助受伤躺在担架上的连
长王寿松，一起担负指挥任务。简单
部署后，姜东海先让全连其他同志加
固工事、抢救伤员，然后迅速召集班、
排长，分析战场形势，制定了下一步迎
击敌人进攻的方案。他提醒班、排长
们：“敌人更疯狂的进攻还在后面。我
们必须提醒全连战士保持高度警惕，
做好一切准备。”
“同志们，我们不但要和敌人作战，

还要和饥饿疲劳作战。我们一定要坚持
到底！”进行了简短动员后，姜东海针对全
连伤亡较大的情况，将人员化整为零，各
排均组成两个班。为减少敌炮击时的人
员伤亡，他在敌人可能重点攻击的方向上
减少兵力配置，把主要兵力配置在阵地西
南两侧便于打击敌人的方向上。

14时 40分，敌人一个加强营开始
发起第二次进攻。这次进攻的敌人更
多，攻势也更加凶猛。更严峻的是，一
连所剩弹药已经不多了。为了更有效
地打击敌人，姜东海命令战士们在距敌
50 米左右时再集中火力向敌射击，打
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等敌人刚刚进入
阵地前沿，战士们在姜东海的带领下向
敌人猛烈射击。霎时间，枪炮声和手榴
弹爆炸声混在一起，敌人乱作一团。敌
人冲上来一批，被打下去一批。但他们
依仗人多势众，仍不断向一连阵地组织
冲击。

姜东海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他
深知，如果阵地被敌人攻下，将给后续
部队带来更大压力，甚至会对整个战役
产生不利影响。他再次对全连官兵动
员道：“越是在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有
股敢于压倒一切的勇气。人在阵地在，
绝不能让阵地落入敌人手里。”

15时 30分，敌人又开始了新一轮
的进攻，对我阵地先是一阵狂轰滥炸，
后又发射了燃烧弹。我方阵地上顿时
成了一片火海，场面十分惨烈。姜东海
旁边的机枪手那庆文，身上被燃烧弹烧
着了。为了掩护战友，他不顾身上燃烧
的烈火，仍不间断地对敌猛烈射击，一
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看到壮烈牺牲的战友，姜东海义愤
填膺。他端起枪，高喊道：“我们要向敌
人讨还血债，为那庆文同志报仇！”随
后，他率领大家冲出战壕，冲向敌人。

激烈的战斗中，一块弹片击穿了姜
东海腹部，肠子流出体外。卫生员赶过

来，要送他下火线。只见姜东海用双手
托起血肉模糊的肠子塞回伤口里，又用
棉衣襟堵住伤口，勒紧裤带，继续冲向
敌人，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战斗。

就这样，姜东海忍着伤痛指挥战斗
近 5个小时。后来，在接近小孙家窝棚
30多米时，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姜东海等战友的牺牲，让一连、九
连剩下的 30 多名官兵怒火沸腾。此
时，敌人依然以猛烈火力和数倍于我的
兵力疯狂进攻着。大家不惧牺牲，端着
刺刀冲向敌人，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
爆炸。他们就像一把把钢刀牢牢地插
在阵地上，一次次将敌人击退，一直坚
持到兄弟部队赶来，为后续部队赢得了
时间。

战后，第 16 师发出向姜东海同志
学习的号召，号召全师官兵学习他勇猛
顽强、不怕牺牲、无私无畏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号召全体官兵勇猛杀敌，争
取更大的胜利。在英雄精神的激励下，
第 16师官兵带着对敌人的仇恨，以破
竹之势在辽西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胜利，为辽西战役乃至整个辽沈战役
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后来，第 16师授
予姜东海“盘肠战斗英雄”称号，一连也
被授予“英勇连”称号。

在我们连史上，像姜东海这样的英
雄还有很多。他们在民族危亡关头浴
血疆场、为国杀敌，用行动践行了责任
担当，用生命彰显着军人血性，在浩瀚
史河中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永远激励着
我们后来人。

（王 越推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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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5月，抗美援朝夏季反击战
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7 军第 207
团 1 营营部电话班奉命建立有线通信
线路。战火硝烟中，他们付出极大牺
牲，保障了指挥畅通。战后，这个电话
班被第 67军授予“炸不断的电话线”荣
誉称号。

赓续红色血脉，铸造忠诚之魂。陆
军第 80集团军某旅引导官兵自觉传承
以“忠于使命、排除万难、敢于献身、奋
勇争先”为主要内容的“炸不断的电话
线”革命精神，砥砺打赢本领，争当英雄
传人。

一

1953 年的夏季，朝鲜战场硝烟弥
漫。志愿军第 67军第 207团 1营配合三
大队攻打方形山，营部电话班需要在短
时间内架设好由阵地通往指挥所 6公里
内的电话线。当时，这片区域被敌人东
西两个炮群严密封锁。班长柳树清临
危不惧，带着全班迅速投入战斗。

敌人的炮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
线头接好又被炸断，断了就再接上。电
话班战士在弹片纷飞的敌炮火封锁区
里来回奔跑着，穿梭在这块被战友鲜血
染红了的土地上。随着战斗进程的推
进，敌人的炮火轰炸越来越疯狂。身处
战场前沿的电话班经常被炮火包围，不
时被炮弹炸起来的石块、泥土掩埋。牺
牲的战士倒下了，活着的战士爬起来，
抖落身上的土，又继续战斗。

在一次查线途中，电话班突遭空
袭，电话线路被炸断了一大截。战士陈
田生头部受伤，鲜血直流，他怀里紧紧
抱着的电话单机却丝毫没有受损。“只
要人还活着，电话线就不能断！”班长柳
树清顾不上危险，拿着仅剩的电话线又
冲了出去。

82 个昼夜，架线 22 次，查线 1305
次，接线头 4551 个，线路总长达 100 公
里……这个班迎着炮火顽强战斗，践行
了“人在线路通”的誓言。战后，他们被
志愿军第 67军授予“炸不断的电话线”
荣誉称号，记集体一等功。班长柳树清
代表全班光荣地出席了军委炮兵首届
功臣大会，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战争的硝烟已散去，“炸不断的电
话线”这一光荣称号背后的那段浴血历
史和其中蕴含的“忠于使命、排除万难、
敢于献身、奋勇争先”的革命精神，却在
岁月洗礼中历久弥新，成为第 80集团军
某旅指挥保障连官兵代代相传的宝贵
财富。

二

栉风沐雨数十载，当年朝鲜战场上
的营部电话班，如今已经成为该旅某远
程多管火箭炮营指挥保障连的有线班。

在连队荣誉室里，陈放着一部前辈
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使用过的手摇电

话单机。68年前，它被电话班战士用身
体守护着；68年后，它成了全连官兵的
精神图腾。

如今，每当新兵下连、新干部入职
时，该连都要组织一次“寻根之旅”：学
唱连歌《传承光荣》、参观荣誉室、体验
有线架设、听有线班班长讲英雄故事。
“时代不断变化，红歌也能推陈出

新”，连队指导员张旭东说。他们经常
组织“老歌新唱”比赛，鼓励官兵将连
史故事融入经典军歌，改编形成富有
连队特色的新歌。在改编歌曲的过程
中，官兵感悟光荣传统，也进一步加深
了对连史的了解，激发身为英雄传人
的自豪之情。

走进该连，“人在线路通”“脱皮掉
肉练硬功”等充满激情的战斗标语在楼
道内随处可见。荣誉室的照片墙上，满
是体现该连官兵牺牲奉献、敢打硬拼事
迹的照片：参加光缆施工项目，官兵手
上磨出血泡仍昼夜不停，提前完成高难
工段的施工；跨区基地化演习中，有线
班在仅剩 1人架线的情况下，徒步完成
12公里的线路架设；抗洪抢险时，党员
突击队队员手拉手冲在一线……

近年来，该旅挖掘红色文化资源，
注重从党史军史中汲取练兵动力。他
们把“炸不断的电话线”精神提炼为旅
传统革命精神之一，将英雄电话兵的故
事刊印在教育本上，供全旅官兵学习。
他们还多次派专人走访老兵及家属，整
理汇编成《光荣回忆录》，并将“炸不断
的电话线”故事创排成文艺节目，让不
怕牺牲、攻坚克难的革命精神感染激励
更多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旅不断创新
方式方法，以“电影、红歌、战例、故事、
晚会”5 种载体为抓手，聚焦“红色基
因”、注重“趁热打铁”，通过看一场电
影、唱一首红歌、研一个战例、讲一则故
事、办一台晚会的教育组织形式，强化

战斗精神培育，将“炸不断的电话线”精
神深植官兵心中。

三

2014 年夏，某跨区演习激战正酣。
该旅指挥保障连有线班接到上级命令，
要求架通炮阵地到观察所之间的有线
通话。

雨后的地面泥泞湿滑，形成了多处
“沼泽地”。路上，官兵乘坐的运输车陷
入一个大泥坑，进退两难。时任班长李
学尧当机立断，召集战士们带上器材徒
步前进。

酷暑闷热的中午，李学尧和战友们
携带电话单机和重达 80斤的电话线，在
长达 20公里的路线上翻山越岭。烈日
当头、缺水少粮，他们全速奔袭……一
路上，他们与时间赛跑，挑战体能极限，
硬是咬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线路架
设任务。演习结束后，有线班因优异表
现荣立集体三等功。

时隔多年，提起那次长途跋涉，李
学尧说：“排除万难也要完成任务，这
就是‘炸不断的电话线’。争当英雄传
人，光嘴上喊可不行，必须体现在实际
行动上！”

传承是一种交接，更是一种延续。
在该连，每一任有线班长的心中都有一
种信念，就是要用扎实表现和成绩告慰
英雄的先辈，扛起光荣的战旗，要把这
根穿越历史的“电话线”接续好。

2017年 3月，该旅在某地域展开战
术训练。有线班配属旅侦察分队执行
前出任务。晚 7时，时任班长张良剑和
新兵漆志航，携带着被覆线和电话单机
出发了。

为了能最快到达任务地域，张良剑
选择了一条小路，途中必须要通过一条
河。时值初春，乍暖还寒。张良剑折下
一根树枝，测量了一下及腰的水深，扭

头问漆志航：“敢不敢蹚过去？”漆志航
眼神坚定，回答道：“蹚！”

他们把线架在树上，嘴里衔着手
电，双手将被覆线和电话单机托举头
顶，开始涉水过河。冰凉的河水，让两
个人打起寒颤。登岸后，他们穿着被河
水浸湿的衣服，攀上另一棵树架高线
路，随后迅速向目的地奔去。

二人提前到达了任务地域。在试
通线路后漆志航才发现，班长张良剑在
“打摆子”……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
了的任务。在连队官兵看来，他们架起
的电话线不仅是指挥通信线路，更是通
往胜利的桥梁，要想争当合格的英雄传
人，必须自觉立足本职岗位、练就打赢
制胜的过硬本领。

在采访中，我们深切感受到这种
“自觉”已经成为该旅官兵的共同追
求——上士林勇从军十一载，三次转
岗、三次荣立三等功。作为电话兵，他
自我加练“收放线”直至双腿颤抖；作为
接力站站长，他凌晨还在加班研究业
务；转岗到无线节点专业，文化水平不
高的他又扎进书堆里，整理出厚厚一摞
笔记。三级军士长刘征精钻细研本职
业务，研究出某新型装置，破解火炮射
击精度不高的问题，获军队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某营营长李在伟参加陆军“炮
兵奇兵-2019”比武，为了补上手枪射击
短板，自己加练到胳膊肿胀，最终取得
炮兵营长组总分第一名的成绩……

平时练到极致，战时克敌制胜。
前段时间，该旅开赴某演训场检验新
装备作战效能。官兵战黄沙、斗狂
风，新型弹种首次射击发发命中。“天
安 门 前 受 检 阅 ，血 染 战 旗 更 鲜 艳 。
啊！英雄的战斗队，光荣的指挥连……”
整队归营，官兵唱起那首《传承光荣》
的战歌，嘹亮的歌声久久回荡在演训
场上空。

革命精神永不断线
■徐 瑞 吴明泽

那日清晨，我来到南昌市西山万寿
陵园抗美援朝志愿军纪念广场，祭奠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献出生命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瞻仰伟大的抗美援朝精
神丰碑。

西山万寿陵园内的七星湖碧波荡
漾，湖水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
光，湖面上水鸟在嬉戏。天空中翱翔的
大雁时而低空飞行，时而展翅高飞。眼
前的一切，尽显生机盎然。我们沿着七
星湖向南前行，不远处便是志愿军纪念
广场。拾级而上时，我的心沸腾起来，
一股暖流在奔涌。

抗美援朝志愿军纪念广场占地面
积约 1000平方米，居于陵园的中轴。高
大挺拔的松柏树林前，坐落着一组高 3
米、长 30米的纪念碑群，由 1幅大型浮
雕和 6块副碑构成。大型浮雕由两名手
握钢枪的志愿军战士正面图、志愿军将
士浴血疆场的战斗场景、《中国人民志
愿军战歌》歌谱、志愿军空军战斗机形
象等部分组成。浮雕上的人物造型栩
栩如生。6块旗形副碑分列大型浮雕两

边，与主碑相得益彰，庄严恢宏。黑色
的副碑上镌刻着 3258名江西籍烈士的
名字。阳光照耀下，那一个个金色名字
格外醒目。

怀着崇敬的心情，我在英烈名录碑
前驻足。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名字，是
李湘。他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牺
牲的唯一一位正军级干部，1930年参加
革命的老红军，志愿军第 67军军长，因
遭遇美军投放的生化武器而牺牲，时年
38岁。位列第二的是蔡正国。他是在朝
鲜战场牺牲的 3位副军级干部之一，志
愿军第 50军副军长，在美军飞机轰炸下
牺牲。毛泽东主席得知噩耗时喃喃道：
“蔡正国，蔡正国，不幸殉国，又折我一员
骁将。”接下来，是罗春生等 6位师团职
干部的名字，其他烈士名字按烈士籍贯
所在市属区域分布排开，供人们瞻仰。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伟大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以钢少气多的大无畏英雄气
概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
军”，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为新中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赢得了宝贵的

和平建设时间。
同行的春梅是陵园的工作人员，边

走边给我们讲起当年纪念广场落成时
的情景。2011 年 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
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这里举行了纪
念广场落成的隆重典礼。社会各界代
表 300多人参加了庄严的仪式。志愿军
老战士代表的到来，把活动推向了高
潮。老兵们看到牺牲战友的名字，老泪
纵横，久久不愿离去。

那一天，主办方为缅怀先烈、传承
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还为每位到
场的人赠送了一套《跨过鸭绿江》系列
丛书，内含《志愿军老战士回忆录》《抗
美援朝珍贵图片集》两本书。主办方在
每本书的扉页上写下如下字样：树无语
丰碑，迎英烈回家。

近十年来，每逢清明节和 10 月 25
日，都会有大批市民、志愿军老战士及
志愿军英烈的亲属来到这座铭记历史
的广场。他们以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歌》、敬献花篮等方式寄托哀思，缅怀
英烈。这座广场，已经成为当地青少年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许多人在这里获
得思想的启迪与灵魂的升华。

下山的时候，我耳边仿佛回响起了
那再熟悉不过的歌曲：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
乡……

回到家时，窗外传来了邻家孩子那
朗朗的读书声：“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
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
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
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
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
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这是著名军旅作家魏巍的文章《谁
是最可爱的人》，我的心绪无法平静。我
想起了儿时在课堂上背诵这篇文章时的
情景，也想起我邻家的志愿军老战士谭
叔、郑叔、冷叔，还想起了曾参加过上甘
岭战役的老领导李学贡、马焕清……

西山岭下思英烈，革命自有接班
人。

西山岭下缅怀英烈
■杨勤良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引导官兵自觉传承“炸不断的电话线”革命精神，砥砺打赢本领，争当英雄传人。图为某实战化

演训中，该旅官兵进行战场机动的场景。 卢志荣摄

近段时间以来，各单位结合
表彰奖励、党团日活动及执行重
大任务等时机，灵活组织、常态开
展“红心向党”强军故事会。活动
中，官兵登台讲述革命先辈的战
斗故事、英雄事迹和崇高信念，讲
述新时代官兵传承红色基因、坚
决听党指挥、矢志强军打赢的情
怀担当，让革命英雄和强军典型
走近官兵、可信可学，有效激励广
大官兵投身强军兴军火热实践、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本期开始，我们摘登部
分优秀讲稿，以飨读者。欢迎各
单 位 积 极 荐 稿 。 投 稿 邮 箱 ：
jfjbqjwh@163.com。

——编 者

69241部队立足文化育人、深挖红色资源，鼓励文艺骨干从各连战史中汲取

创作灵感，传唱新编战歌，砥砺官兵血性胆气。图为该部队“猛虎三连”部分官兵

在拉练休息间隙，学唱官兵原创歌曲《勇士》。

贾国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