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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抗美援朝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
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

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19万7
千多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
包括2万5千多名齐鲁儿女。他们为了祖国
人民的和平，没有后退一步，用鲜血和生
命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如今，这股
伟大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未来，
它将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你们再来进攻

还把你们打下来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兵器馆
里，陈列着一架编号为079的银灰色战
鹰，它就是著名战斗英雄王海驾驶过的米
格-15歼击机。它身上的9颗红星，述说着
曾击落、击伤9架敌机的战绩……

在战争中，成立不久的中国空军一鸣
惊人。志愿军空军某师第九团第一大队在
队长王海的率领下，参加空战80余次，击落
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每架战机
上都涂上了象征着击落敌机的红五星，成
为共和国空军的第一支王牌飞行队，被誉
为“英雄的王海大队”。威海人王海战功卓
著，志愿军领导机关特决定给他记特等功、
一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84年7月，身为空军副司令员的王海
陪同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张爱萍访问美国。
在会谈开始前，张爱萍同志向美方介绍我
方成员，到王海时，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
加布里埃尔走到王海面前，握住王海的手
说：“你就是朝鲜战场上的王海？我当年就
是被你打下来的。”王海说：“如果你们再来
进攻我们，我们还要把你们打下来。”

战争淬炼军队本色。1950年11月，诞
生于胶东大地的二十七军参加抗美援朝第
二次战役，第八十、第八十一师击毙美军
第七师三十一团团长麦克莱恩并缴获其团
旗。这个团已有100多年建军史、并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入侵西伯利亚战功显赫
而获“北极熊团”称号。

最终，“北极熊团”不敌我志愿军的
英勇神武，连同美军第七师三十二团1个

营以及1个炮兵营被全歼于新兴里及以南
地区。我军创造了以劣势装备全歼美军一
个加强步兵团的光辉战例。“北极熊团”
的蓝色团旗，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内。

“北极熊团”被全歼，再一次证明武器
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
战争胜利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中国人民
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
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这个基本道
理，不仅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将来。

在“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战场
上，第二十七军共歼敌2 . 1万余人，有2 . 2
万余人立功，涌现出以血肉之躯当炮架的
“一级英雄”孔庆三、于春田、孙庆云、
王元义、刘福海、于宪桂（女）、李耘田
等战斗英雄。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齐鲁儿
女，抛头颅、洒热血，甚至永远长眠在异
国的土地上。他们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
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生动地表现了志愿
军对和平事业无比忠诚的高贵品质，以及
藐视敌人、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他们的
英雄业绩，山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在众多抗美援朝英雄中，全国共有50
人获得“一级英雄”称号，4人获得“一
级模范”称号。在这54人中，山东籍将士
占四分之一。除二十七军外，还有二十军、
二十六军、三十八军等多支山东走出的铁
军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

参军、支前，到战场上去

山东作为革命老区，在抗美援朝开始
后，各地掀起新的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热
潮。1950年12月3日，《大众日报》登载了团
中央号召青年团员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消
息，之后20多天时间，就有12000多名青年
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1950年至1953年，全省共参军28万余
人。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
伍的动人场面，在全省到处可见。山东省劳
动模范段广钧，一下子把两个儿子送到了
志愿军部队。平原县大芝坊村刘宝中一次
把两个儿子送到朝鲜战场。儿子临行前，刘
宝中嘱咐说：“到了朝鲜要狠狠地打，要像
个从老根据地去的兵。你在战场上狠狠打

击侵略者，就是我最大的光荣！”在沂蒙山
区有一位宋大娘，把唯一的儿子送上前线。

志愿军赴朝作战，所需的军需物资和
给养全部靠国内供给。因此，把物资按时运
输到前线成为关系战争胜负的大问题。为
妥善解决此问题，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初
期，我省有大约10万青壮年农民随军入
朝，其中参加担架队的有1 . 5万余人。此
后，我省成千上万的铁路员工、汽车司
机、医务人员和大批农民，纷纷组成运输
队、医疗队、担架队，志愿开赴朝鲜前
线，担任战地的勤务工作。各地还组织了
几千人到几万人的预备队，随时准备赴朝
服务。

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党的领
导。当时，我省健全的地方党组织和群众
组织，为抗美援朝运动迅速、广泛开展提
供了组织保障。按中央部署，我省各地还
在已有基础上加紧建立宣传网。到1951年
底，有党的宣传员366297名，报告员5500
多名，全省有80%以上的支部建立起宣传
网。宣传网的建立和运转，使抗美援朝运
动家喻户晓。

此外，我省各群众团体，包括工会、
青年团、妇联、文联、科协、侨联、社
联、学联等，在宣传抗美援朝中起到了
重要作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团组织
成为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1950年冬，
全省6万余名农村青年参军，其中团员占
五分之一。

在“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指导
下，抗美援朝运动不仅推动了我省的土地
改革，创造出稳定的发展生产环境，更加
深了农民心中“国家”的概念。在这个意
义上，抗美援朝不仅是一场战争，更是一
场运动，打击的不仅是朝鲜战场上的敌
人，保卫的也不仅仅是国境线。

增产捐献

组建“山东空军师”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
会发出了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省抗
美援朝分会委员会号召全省人民开展增产
捐献运动，为组建“山东空军师”，捐献
战斗机120—130架。随后，山东爱国民族

实业家苗海南多方筹措资金，主动捐献了
1架战斗机和10门大炮。

至1951年6月30日，《大众日报》报
道：“除前已报道决定捐献的有‘青岛工
人号’‘青岛纺织工人号’……及机器织
工业、纺织业各捐献一架共十架外，现又
有胶澳区公私盐业单位全体盐工、盐民、
盐商决定初步捐献‘青盐号’战斗机一
架……（崂山地区）号召全区人民捐献
‘崂山号’战斗机一架。该地区农民现已
积极行动起来。如崂山二区郝家营村农民
提出要比原计划多锄一遍地，多打一成
粮，捐献飞机大炮。”截至1951年12月26
日，青岛共捐献32架飞机款项，在华东乃
至全国都名列前茅。

一架架轰鸣的战斗机送给志愿军，每
架飞机都载满捐献者感人至深的故事：淄
博矿区委员会决定动员本区矿工捐献飞机
一架；陶庄煤矿捐献钱物购买“陶庄矿2
号”飞机一架；山东梨花大鼓著名演员谢
大玉，为支援抗美援朝义演10天；擂琴艺
术创始人王殿玉也到处义演捐献；利津县
著名工商业家毕鸣岐率先捐献飞机一
架……截至1952年5月31日，山东共捐献
2900多亿元，可购买197架战斗机，大大
超过预计捐献130架飞机款额的目标，占
全国捐款总数的5 . 3%。

在这场运动中，山东广大爱国人士和
全国人民一样，节衣缩食、发展生产，为
朝鲜前线的物资供应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国内不仅给前线将士送去充足的粮食，还
运去大批猪肉、鸡蛋、牛肉干、蛋粉、香
肠、饼干以及医疗用品。

在整个战争期间，全国人民为朝鲜前
线提供的各种作战物资共达560余万吨。
仅1951年，山东就动员支前汽车司机519
名、支前马车2349辆、骡马4650头、驾驭
员2113名，调集面粉11485万斤、咸菜干
1713632斤、豆腐干1685867斤、豆豉235611
斤、辣椒面121333斤，制作棉军服40万套、
棉大衣15 . 6万件、军鞋142万双。

这种巨大的物力支援，是战争取得胜
利的物质基础，更彰显出万众一心、勠力同
心的民族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前后方军民
协作，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
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

全国54名“一级英雄”“一级模范”山东籍占1/4，全省捐款2900多亿元可购197架战斗机……

踊跃抗美援朝的山东力量

“帽子二十二全掉了”
——— 大众日报上的志愿军英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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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如林 薄克国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
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纪念章。

记者从山东省纪念章颁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了解到，截至10月22日18
时，我省已发放21000多枚“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
章。

每一枚纪念章背后，都是一个舍身
为国、甘于奉献的高贵灵魂；都是一曲
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慷慨壮歌；都是
一份弥足珍贵、不能忘却的家国记忆。

“我无牵无挂，我去吧”

10月21日，在济南市钢城区汶源街
道的家中，87岁的马学和收到了那枚代
表崇高敬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国家没
有忘记我们”，老人心情激荡。

时间拉回到战火纷飞的70年前。
1950年11月，马学和随首批志愿军部队
入朝，在26军77师29团担任司号员。面
对敌人，年轻的“老兵”马学和再次见
到了战争的残酷。

“子弹、炮弹，像冰雹一样砸过
来。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又一个
个冲上去，没有人后退一步。”说起往
事，70年前的硝烟，似乎仍弥漫在老人
眼前。

入朝作战不久，马学和就因为一件
“壮举”一战成名。

1950年12月，在执行阻击作战任务
时，马学和所在的部队遭遇敌军突然袭
击，28名战友被逼进了朝鲜古南山附近
的一个山洞。头三天，部队分别派出了
三名通讯员联络这支“失踪”的队伍，
结果一个都没有回来。

第四天，第四名准备出发的战士留
下了遗言：要是回不来，告诉我对象，
别等我了。一旁的马学和听到后，向连
长主动请缨：“我一个人无牵无挂，还
是我去吧。”

马学和用棍子挑着衣服，迷惑机枪
手，在衣服被打得满是窟窿后，终于骗
过敌人，绕到后方拔除了火力点，孤身
一人营救出28名战友。

当记者称赞他是英雄时，老人不以
为意，“那时候大家都一样，身后是祖国，你能退吗？”

捡了两条命的铁道兵

“小伙子，咱俩拉呱的这会儿工夫，美国的飞机已经能
来轰炸两次了！”电话里，济南市长清区97岁的老兵宋殿卿声
音洪亮、中气十足，幽默的话中却将战事的惨烈尽显无疑。

从1950年11月到1953年11月，入朝作战三年，身为志愿
军铁道兵，宋殿卿干的是修路搭桥的活，负责架起志愿军的
“生命线”。

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时刻要暴露在敌人的火力
下。宋殿卿老人向记者讲述了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第
一次，他是班长，在户外作业时，遭遇4架敌机突袭轰炸。
宋殿卿命令副班长带领战士迅速撤退，他和另外一名战士负
责殿后观察。两个人一个拿着铁锹，一个拿着菜盆，护住头
部，躲在一道低矮的石墙下，逃过一劫；第二次，他是排
长，修建铁路时，遇到敌机轰炸火车站。宋殿卿用弹坑当掩
体，乘着敌机俯冲时，就赶紧跑出去换地方，一步步闯出了
敌人的火力网。

“白天让他们炸，晚上就是我们志愿军的天下。”宋殿
卿说，他们武器强大，但我们有我们的办法，不怕他们！

说起自己被颁发纪念章，宋殿卿情感复杂，一方面，这
是党和国家给予自己的认可和赞誉，感到非常自豪；另一方
面，想起那些长埋他乡的战友，又觉得受之有愧。“多少人
和我一块去，却没有一块回来。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记住
那段历史，记住那些烈士，只有把国家发展强大了，我们才
能不受欺负。”老人语重心长地说。

“这份荣誉来之不易”

“跨过江，扛过枪，立过功，19岁当兵，现在还在干休
所，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部队。”10月23日下午，88岁的樊素
珍老人，在观看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金刚川》后，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樊素珍1956年入朝，作为护士，参与伤员救治工作，
1958年回国，1960年调到青岛，1979年退休。

回忆起那段岁月，樊素珍说：“我是一名普通的白衣战
士，奔赴朝鲜就是去救死扶伤，重伤员运回祖国，轻伤员就
地救治，不怕苦不怕累。”

“到了冬天，冰天雪地，穿上棉衣等于光着脊梁，冷得
很，办公室的钢笔墨水都冻起来了，早上起来牙缸牙刷都冻
一起了。”老人对那时的艰苦环境记忆犹新。

谈起电影《金刚川》，樊素珍老人说，仿佛又回到了70年前
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当时，人民志愿军为了打敌人的飞机，
好多司机开着车，在山里转，利用山势地形，引着飞机撞山，而
司机却撞成了英雄。当时的英雄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

10月22日，青岛市市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给樊素珍老人
送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樊素珍老人的老伴也是抗美援朝老战士，已经去世。
“我和我老伴都是从战争环境出来的，这份荣誉是属于我们
两个人的。”她说，戴上纪念章，大家来祝贺我，我觉得很光荣，
这份荣誉来之不易，是那么多的英雄用血肉换成的奖章。

樊素珍说，现在的年轻人在和平的环境里工作、生活、
学习，是很幸福的，希望年轻人一定要牢记胜利来之不易，
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1953年7月27日，大众日报头版头条报
道《停战协定已完全达成协议》，报道朝
鲜停战协定已由谈判双方代表于26日上午
在板门店签字。次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朝鲜停战的宣传指示，要求：“停战协定
签字后，抗美援朝总会将会同军委总政治
部，组织规模较过去为大的慰问团，前往
朝鲜慰问志愿军、人民军和朝鲜人民。”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9月23日组
成了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代表全
国人民慰问在反抗侵略、保卫和平事业中
建立伟大功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
民。贺龙被推选为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
长。邢西萍、陈沂、梅兰芳、老舍等19人
担任慰问团副总团长，陈沂兼秘书长。

慰问团下设八个分团，华东地区为第
四总分团，分团长由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
长吴克坚担任，山东为第四总分团第二分
团，由72名代表和山东、安徽、上海等地
的120名文工团员组成，省文化局副局长
丁志刚任分团长。代表中有党外人士、知
名教授、农民、工人、劳动模范、青年和
烈军属。文工团员中有严凤英等著名演
员。慰问团成立了临时党支部，随时安排
党员活动。大众日报编委程浩作为大众日
报特派记者参加了慰问团。这是大众日报
有史以来第一次派记者赴国外采访报道。

入朝后，慰问团分东线、西线、中线
三路活动，程浩随二分团在中线慰问中国
人民志愿军九兵团的指战员。九兵团政治
部政委谢有法介绍了志愿军指战员在朝鲜
不怕流血牺牲、英勇作战的情况，志愿军
代表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分别向代表们报告

他们并肩作战、保家卫国的典型事迹。慰
问团代表向志愿军指战员报告祖国经济建
设的大好形势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
活。

在朝鲜，第四总分团分别慰问了江原
道平康、洗浦、伊川等6个郡的朝鲜军民
和守卫在上甘岭和“丁字山”前线的志愿
军部队及炮兵部队。在各地共举行慰问大
会80多次，座谈、访问640多次，参加大
会、观看演出的朝鲜军民和志愿军指战员
达38万多人次。从10月21日在朝鲜新高山
下车，程浩在朝鲜中线一共待了53天。

从1954年1月10日开始，大众日报陆
续刊发了署名为“大众日报特派记者程
浩”的通讯十几篇，其中以写朝鲜纪事为
主题的10篇。

程浩在第一篇通讯《朝鲜中线会英
雄》里说，“我们在中线的时日里，看到
了千百个英雄、功臣人物，我们曾以紧张
的心情听过二级战斗英雄刘建华的报告，
访问过接线八百次的一等功臣电话员柳树
青，我们和安全行驶九万里的一等功臣司
机陈开贵同桌吃过饭，和守卫在非军事区
北沿的哨兵们握过手，向千万个英雄的战
士们献过花，敬过酒。”

第三篇《领到祖国捐献新炮的时候》
以文学的笔法描写了炮兵战士们领到祖国
捐献的新炮，克服困难投入战斗的故事。
“在开城前线，配合部队三打红山包（敌
人占领的一个山头）时，新炮第一次参加
了战斗，打下了一架敌机，当时阵地上喊
起了一阵庆贺的声音！新高炮接连又参加
了白马山、文童里、葛田里等地的战斗。
全班八个人，有五个人立了功，新炮手崔
玉芝、符戴宝也立了三等功！在四班长张

忠中的日记本里写着：‘我们四班领到了
祖国人民捐献的新高炮，在一年的时间
里，参加战斗四百七十多次，击落敌人飞
机六架，击伤十四架。这个成绩，应该首
先归功于祖国人民！我们忠诚地感谢祖国
人民的支援！’”

第四篇《英雄的报告》描写了智勇双全
的英雄、九兵团某炮兵营副营长刘建华。

在四打老秃山时，他还是炮兵营的观
测排长，上级交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通
过敌人的前沿阵地，到敌人的背后去指挥
自己的炮火歼灭敌人。

这个任务的第一个风险是要过敌人的
封锁线，穿插到敌人的背后去。在三位同
志的掩护下，他和报务员李保江带着干
粮、刺刀、手榴弹，通话、观测器材，利用夜
色，连续穿过敌人用炮火封锁的三道河，直
线不过八里的路，走了整整六个小时。

到达预定位置，他俩挖掩护坑、架天
线，支起观测镜，刘建华看见，老秃山背
面的看不见的目标，全在镜头里了。“二
十二个碉堡中只有一个大堡，鬼子们正忙
着在工事外边刷牙、洗脸”。观测之后，
要向部队发送观测数据。这是第二个风
险，如何在距离敌人很近的情况下，用送
话机把观测数据尽可能小声地口播出去。
他们先是用缴获的胶布做成布袋，送话时
把头插在布袋里，经过试验，百米以内还
能听见声音。再想办法，在地下挖一个送
话坑，把袋子再填到坑里，这样，三十米
外就听不到了。刘建华把观测数据写在纸
上“帽子二十二，坐位二十八，大树三百五，
小树二百三”，报务员李保江把头插在填入
坑内的胶袋里，开始送话。不大声说，对方
就听不清，一句话讲了二十多次，李保江

急得满头大汗，终于把话送出去了。
“老秃山在我们和炮阵地的中间，正

成一条直线。凌晨四点半钟开始试射，第
一颗炮弹，越过了老秃山，落在我们的前
面，好险啊！要再前伸一点，就要先把我
们这个看不见的目标打掉了！”

刘建华迅速修正发射口令，第二颗炮
弹在老秃山顶上爆炸了。再修正，第三颗
又偏了……“我和保江的脸上，汗珠子像
豆粒一样地往下滚开了”，刘建华调整呼
吸，根据最后一颗炮弹的弹着点，又发出
了“阴五”的口令，第八颗炮弹终于在敌
人的碉堡上开了花！

到中午12点，已打掉了五个敌碉堡。但
一个意外出现了——— 送话机震坏了，观测
点与团部失联。刘建华和李保江反复尝试
修理都没修好，决定耐心等到天黑返回团
部。他们返回途中正好遇上了焦急万分的
团部派来接应的同志，他们带着新的送话
机迅速回到掩护坑。天还没亮，大炮又开
始“发言”了，敌人的碉堡一个一个飞上
了天。

“这样一直打到下午两点钟，我又写
了纸条给保江，叫他发出这样的一个战
果：‘帽子二十二全掉了，叫驴无食正在
吃草，王八一个正在吸烟。’（每次战斗
都使用临时规定的暗语联系，比如‘叫
驴’是美国鬼子等）团指挥部的命令马上
回来：今天晚上等你们准备开饭！”

当刘建华和李保江回到了自己的阵地
时，“我们的步兵，立刻发起冲锋，七分
钟内攻上了老秃山的主峰，避守在山头上
的敌人都做了俘虏！”

战斗结束后，刘建华被评为二级战斗
英雄。

党端看点
视频

噪听樊素珍老

人讲述抗美援

朝故事

图①：1952年，在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在炮火支援下，攻上537 . 7高地北山。 图②：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欢庆战斗胜利（资料照片）。（□新
华社发） 图③：1952年冬，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司令部电台报务员于惠涛（右一）与王国恩（右三）、孔繁新（右四）在朝鲜香枫洞。（□于岸青 供图） 图④：1954年1
月，大众日报刊发特派记者程浩采写的《英雄的报告》和《朝鲜中线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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