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一豪言壮语出现在著名影片《英雄儿女》中。该片中，英雄王成双手紧握爆破筒，纵身冲向敌群。

该片主人公王成的原型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该片是杨根思在朝鲜战场小高岭战斗中英勇壮举

的真实再现。

杨根思用生命践行“人在阵地在”的誓言后，“杨根思连”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一个以连长名字命名的英雄连队。杨根

思的“三不相信”精神已成为这支连队的军魂。

日前，驻许某部“杨根思连”的杨根思入选“最美奋斗者”建议人选名单。杨根思身上体现的“三不相信”精神如同闪耀的

明星，在新时代激励着无数人奋勇前行。

壮 歌 长 颂 英 雄 魂
本报记者 朱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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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记者走进驻许某部“杨
根思连”荣誉室，犹如置身血火交迸的历
史长河，被杨根思的英雄事迹和他所取
得的一项项荣誉深深震撼。

1922 年 11 月，杨根思出生在江苏泰
兴五官乡羊货郎店一个贫农家庭，父亲
被地主逼死，母亲生病含恨死去，他与哥
哥靠讨饭生活，饱尝人间冷暖。后来，兄
弟两人到上海林记地毯厂当学徒工，饱
受资本家剥削和欺压。

1942 年 3 月，杨根思回到阔别八年
的故乡，童年的伙伴、乡农会主任兼乡基
干队队长马海山前往看望他时说：“根
思，你回来得好，如今我们这里有新四军
了。”得知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
日武装，是穷人的大救星，杨根思开始对
加入新四军充满期待。

新四军主力部队四处转战，一时间
无法找到。杨根思在马海山的劝说下，参
加了乡基干队。杨根思身背大刀，怀揣手
榴弹，割电线、扒公路、送情报……他矫
健的身影活跃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敌人
据点周围，生活揭开新的一页。

1944 年新年刚过，一天夜里，杨根思
和基干队队员受命袭扰伪军燕头据点。
在据点大门拉开的一瞬间，杨根思敏捷

地扔出手榴弹。在敌人慌乱之际，基干队
队员迅速埋好地雷，伪军被炸得血肉横
飞。

1944 年 2 月，杨根思正式加入新四
军，成为老 1 团 1 营 3 连的一名战士。在多
次战斗中，他奋勇当先，屡立战功，被评
为团“战斗模范”。

一 天 晚 上 ，杨 根 思 问 班 长 吴 春 林 ：
“班长，党员是什么样的人？”

“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吴春林告诉杨根思，“一个共产党员，心
是红的，骨头是硬的，不为个人，遵守党
的纪律，不怕牺牲，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
终生！”

“班长，”杨根思说，“我心里早就想
入党，就怕不合格。”

1945 年 10 月下旬，杨根思所在的苏
浙军区第 4 纵队 10 支队奉命改编为新四
军第 1 纵队 1 旅 1 团。改编后，部队在旅长
廖政国的带领下撤离江南继续北上。11
月份，部队到达江苏涟水，此时的杨根思
已经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从
一个具有朴素阶级感情的战士，自觉地
向着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个目标前进。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党支部批准了杨
根思的入党申请。从此，他的人生翻开了

新的篇章。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军分兵数路大

举围攻我解放区，鲁南大地上空战云密
布。10 月 13 日夜，秋风卷着霏霏细雨在
空中飘洒，道路变得泥泞不堪。9 班战士
杨根思跟随连队来到枣庄，在艰难渡过
一条小河后，接近了郭里集敌人的前沿
阵地。此次战斗中，我军首次使用一种新
式炸弹——拉雷。其头部浑圆，尾部插一
木柄，重达 12 公斤，状似一颗巨型手榴
弹，威力巨大。

担任首爆任务的杨根思先后两次在
敌碉堡前放置拉雷，但由于导火索受潮
都未能起爆。第三次，杨根思将拉雷用衣
服包好，再次潜至敌碉堡下。他猛拉导火
索，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敌碉堡被炸得
粉碎。

在 战 斗 结 束 后 的“ 庆 功 授 奖 大 会 ”
上，团首长宣读了团党委的“嘉奖令”，授
予杨根思“爆破大王”荣誉称号。

1947 年 1 月，已是 9 班副班长的杨根
思随部队攻至临沂至枣庄线上的重镇
——齐村。守敌是整编第 51 师 113 旅旅
部率 337 团两个营和一个辎重营、一个山
炮连。为死守齐村，敌军构筑了由鹿砦、
战壕、围墙、碉堡、暗堡等组成的层层工

事。在这场攻坚战中，杨根思利用炸药包
巧施计谋，震慑住敌人一个排，创下单人
俘获敌人最多的纪录。战后评功，杨根思
被授予“华东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48 年 11 月，淮海战役打响。12 月
15 日黄昏，担任 3 连 3 排排长的杨根思所
在团奉命攻击夏砦之敌。杨根思带领所
在排在打退敌一个加强连的进攻后，遭
到敌人三面火力反扑。杨根思带领战士
们激战 6 个小时，打退了敌人进攻。战后，
杨根思被授予“华东三级人民英雄”荣誉
称号。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
杨根思所在的 1 团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 3 野战军第 9 兵团第 20 军 58 师 172
团。

1949 年 3 月，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紧张进行着，在杨根思的带动下，3 排的
战士人人学会了泅水，还涌现出能够驾
驶船只的能手。1949 年 4 月 21 日，杨根思
和战友们渡过长江，向南勇猛追击。在向
上海进军的路上，杨根思被提拔为连队
的副连长。

杨根思浴血奋战，为新中国的成立
作出了突出贡献，1950 年 9 月被提拔为
连长，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

金秋时节，记者步入杨根思生前所
在部队——驻许某部的旅史馆抗美援朝
展区，重温了属于英雄的光辉时刻……

1950 年 9 月，杨根思作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 3 野战军的战斗英雄，光荣出席
了首届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
会，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
切接见。同年 11 月，杨根思率领连队跨过
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

11 月 25 日，第二次战役打响，杨根
思奉命率连队 3 排坚守朝鲜东线长津湖
下碣隅里外围制高点 1071.1 高地东南小
高岭阵地。

11 月 29 日拂晓，天下起大雪，气温
降到零下 40℃，杨根思带领战士迎着扑
面的寒风踏上小高岭。杨根思环视小高
岭的地形后，更加清楚地知道了扼守小

高岭的重要性。
“美陆战第 1 师已被兄弟部队团团围

住，拼死想从这条公路向南突围。我们要
像一把尖刀一样扎在这里，坚决守住小
高岭，决不后退半步！”杨根思指着小高
岭下的公路对战士们说，“在革命战士面
前，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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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黎明的到来，雪下得越来越大。
积雪覆盖的小高岭并不险峻，而且没有
可以利用的工事。杨根思带领战士挖了
一些简易的散兵坑。

突然，一阵阵沉重的飞机发动机声
闷雷似的由远而近。11 架 F-86 型敌机出
现在 1071.1 高地和小高岭上空。几乎在
同一时间，敌人向小高岭发起了猛烈的

炮击。在尖锐的呼啸声中，炮弹像雨点似
的砸向小高岭。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小高岭上铁片、树枝、石头、黄土、白雪四
处飞溅……瞬息之间，似乎要冻结的空
气变得灼热起来，原来白雪覆盖的小高
岭被烧成了一片焦黑，许多战士被掩埋
在了土石之中。

接下来，美军对小高岭发起一次又
一次的猛烈冲击。战至上午 10 时，美陆战
第 1 师已连续发起 8 次疯狂冲击，整个阵
地硝烟弥漫，弹痕累累。此时，小高岭上
只剩下杨根思和重机枪排排长，弹药也
即将耗尽。满脸血迹、浑身伤痕的杨根思
命令重机枪排排长带着重机枪撤回主
峰，留下自己一个人坚守阵地。

美军本以为会势如破竹，没有想到
这个弹丸之地成了拦路的顽石，让他们

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恼羞成怒的美军
集中飞机、大炮对这个小小的阵地进行
狂轰滥炸，每分钟都有数十发炮弹落在
小高岭阵地。烈火升腾，烟缠雾绕，铁片
飞溅，泥土翻卷。紧接着，40 多名美军发
起第 9次冲锋。

杨根思面对蜂拥而上的敌人，猛然
从弹坑里跃起身，抱着一个 10 公斤重的
炸药包屹立在小高岭上，怒视敌群，猛地
拉下导火索并冲向敌群，在一声轰响中
与敌人同归于尽……

杨根思牺牲后，志愿军领导机关给
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他“特级战斗英雄”
称号，并命名他生前所在连队为“杨根思
连”。朝鲜最高国务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
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
号、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特级战士英雄”杨根思怀抱炸药包
纵身跃入敌群的情景，已经成为一个时
代的红色经典，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
中。

在杨根思遗留的笔记本里写着这样
三句话：“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
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
不了的敌人。”从此，“三不相信”成为“杨
根思连”的“连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英
雄连队的官兵奋勇前行，攻坚克难。

在“杨根思连”，新干部到任、新战士
入伍，都要组织观看《杨根思》《英雄儿
女》《101 高地》等电影；每次执行重大任
务，参加重要演训活动，“杨根思连”都要
举行以弘扬“三不相信”精神为主题的宣
誓仪式，激励士气，鼓舞斗志。

2015 年 6 月，在朱日和机场附近的
通道上，一队身着迷彩服、全副武装的官
兵正奋力向前奔跑。沿途，“三不相信”
被他们反复喊响。现场采访的陆军政治
工作部宣传局干事王俊康至今还记着当
时的场景，他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杨根

思连”的官兵，太震撼了，能看出他们经
过长途奔袭体力已耗至极限，但仍然保
持队形，向前奔跑。

他们从远在中原腹地的营区拉响警
报，到完成航空输送后，2 个多小时奔袭
25 公里到达集结地域，比预定时间提前
了 2 个小时。随后，他们又第一时间直插
蓝军指挥所。这一场红蓝实兵对抗，他
们创造了机动距离最远、抵达现场最快、
夺点控要最迅速等多项第一。

在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部队中，“杨
根思连”官兵同样令人敬佩。2016 年 7
月 10 日，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在 1 号难
民营执行警戒封控任务时，一枚火箭弹
击中 4 号哨位附近的 105 号步战车，导致
下士李磊和四级军士长杨树朋牺牲，5 名
战士受伤。他们用鲜血诠释了直面生死
的铁血担当、践行了“人在阵地在”的铮
铮誓言、奏响了“三不相信”的时代强音。

“三不相信”的英雄宣言响彻连队的
战斗征程，“三不相信”的精神基因深植
代代官兵的血脉，淬炼忠诚品格和钢筋

铁骨，成为这支英雄连队百战百胜的制
胜“密码”。

“这次‘老连长’杨根思入选‘最美奋
斗者’建议人选名单，是他在新时期荣获
的又一个全国性荣誉。作为他的接班
人，我为‘老连长’感到自豪。”近日，在得
知杨根思入选“最美奋斗者”建议人选名
单后，驻许某部“杨根思连”连长李照隆
高兴地说，该连官兵将继承和发扬“老连
长”提出的“三不相信”精神，苦练杀敌本
领，争做人民军队新时代的“奋斗者”。

在驻许某部，成为“杨根思连”的一
名士兵是很多战士最向往的事。“作为

‘老连长’的传承人，我的内心感到无比
自豪。我将把‘三不相信’精神发扬光
大。”杨根思连杨根思班战士王张贺道出
了心里话。

“杨根思入选‘最美奋斗者’建议人
选 名 单 ，是 对 他 光 辉 一 生 的 肯 定 和 赞
美。‘三不相信’英雄宣言是他留给后人
的精神财富。”魏都区北大街道办事处杨
根思双拥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彩伦说，该

社区在工作中传承杨根思的“三不相信”
精神，不断创新服务内容，竭尽所能为军
人、军属解难题、办实事，继续擦亮许昌
市“全国双拥模范城”的奖牌。

“‘杨根思连’一直都是尖刀连、排头
兵，‘三不相信’精神的激励作用十分明
显。‘杨根思连’先后 7 次被授予荣誉称
号，荣立一等功 4 次、二等功 9 次、三等功
23 次。”“杨根思连”所在旅政委练伟说，
该连的战斗精神影响到了整个旅的官
兵，该旅官兵形成了枕戈待旦、时刻备战
的浓厚氛围。

今天，时代变了，装备发展了，从部
队铿锵前进的强军步伐中，我们依然能
听到历史的回声；从官兵燃烧如火的战
斗激情中，我们能看到“三不相信”精神
的时代升华。

辉煌已成为昨天，新的强军征程还
在继续，接过英雄的“接力棒”，“杨根思
连”的官兵们早已收拾好行囊，向着新的
目标迈进。

英雄足迹 血战沙场固长城

英雄壮歌 血染战旗扬国威

英雄精神 红色基因代代传

中国人民志愿军 20军军长张翼翔向 172团 3连授旗。
（资料图片）

杨根思抱着炸药包冲向敌群的雕像。朱庆安 摄

“杨根思连”副连长张允航（右一）在连队荣誉室为战士们讲述
“老连长”的英勇事迹。 朱庆安 摄

400米障碍训练场上，战士们正在进行训练。朱庆安 摄

杨根思（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