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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追忆““长津湖长津湖””赓续报国志赓续报国志

日前，电影 《长津湖》 正在全国
各大院线热映。该片以抗美援朝战争
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一段
波 澜 壮 阔 的 历 史 。 在 极 寒 严 酷 环 境
下，东线作战部队凭着钢铁意志和英
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扭转战场态势，
为长津湖战役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影
片英勇悲壮的情节，让观众集体“破
防”。电影中全国战斗英雄杨根思抱起
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片段，更是
让不少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回 顾 那 段 抗 美 援 朝 的 峥 嵘 岁 月 ，
英雄的故事永远被我们所铭记。1950
年 11 月，杨根思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赴朝鲜作战。在长津湖战役中，杨根
思所在的三连奉命扼守 1071 高地东南
屏障小高岭。11 月 29 日拂晓，随着一
阵阵刺耳的飞机引擎声响起，美军疯

狂地向小高岭阵地发起猛攻。
面 对 二 战 太 平 洋 战 场 上 的 “ 王

牌”师——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
杨根思在给全连作动员时，提出了振
聋发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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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铮铮誓言。他带
领官兵持续打退敌人的 8 次进攻。上
午 10 时许，阵地上只剩下杨根思和两
名重伤员。生死时刻，他命令两名重
伤员带着重机枪撤离阵地。增援部队
未赶到，美军发起第 9 次进攻，杨根
思 抱 起 最 后 一 个 炸 药 包 ， 拉 响 导 火
索，冲入敌群。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
的巨响，杨根思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28 岁。他用生命和鲜血守住了阵地。
战后，志愿军总部为杨根思追记特等
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其生前

所在的三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这
是全军唯一一个以英雄连长名字命名
的红军连队。

《长津湖》 不仅感动了普通观众，
还感动了很多军人以及亲历过抗美援
朝的老兵。日前，驻许某合成旅杨根
思连官兵观影后高声呐喊连魂，重温

“三个不相信”精神。
“看到老连长牺牲的片段，我真的

绷不住了。”杨根思连战士、19 岁的赵
俊杰深有感触地说，“电影 《长津湖》
向我们展现了长津湖战役的残酷和壮
烈，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中，志愿军战
士 们 以 顽 强 意 志 雕 刻 不 朽 的 胜 利 丰
碑，也正是在这部电影里我终于明白
了什么叫前赴后继，那不单单是军人
对于命令的服从，也是中华民族以不
屈的灵魂凝结民族之魂的体现。前有

老 连 长 坚 守 阵 地 ， 我 们 作 为 ‘ 后 来
者’、新时代杨根思精神传人，要苦练
杀敌本领，传承英雄血脉，发扬老连
长‘三个不相信’精神，在强军兴军
的路上阔步前行。”

“长津湖战役中，由于赶赴朝鲜太
仓 促 ， 中 国 各 部 队 3 天 没 吃 到 粮 食 ，
弹药也不能及时供给，冬季物资也不
能及时补充。那些冲在最前面的士兵
们，明知道自己是在赴死却没有丝毫
犹豫。杨根思，为了祖国，毅然决然
地抱起炸药包冲进敌群。他们不知道
战斗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他们只知道
为 了 自 己 的 祖 国 ， 为 了 自 己 的 后 辈
们，直面枪口心甘情愿冲在最前面。
身为杨根思精神的传人，我清楚地认
识到，他们的伟大远比我们所认识的
要更加伟大。‘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

所含的精神力量将一直指引着我砥砺
前行，让老连长的精神绽放新时代的
光芒！”杨根思连班长闻乐动情地说。

“当我们在影院里再次喊响‘三
个不相信’精神时，所有人都齐刷刷
地看向我们。或许他们不知道我们为
什么激动，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怒吼，
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流泪。没错，我
们是杨根思连的战士，是新时代杨根
思精神的传人。在 《长津湖》 中再一
次看见老连长，我们连每个人心中无
不感慨激昂。老连长带领三排所有人
员，顽强阻挡了美军的 8 次进攻，并
在第 9 次进攻时与敌同归于尽，用生
命和鲜血坚守了‘人在阵地在’的铮
铮誓言。老连长是我连的丰碑，更是
我军的典范。虽然现在世界和平，但
是我们要瞄准强敌，练兵备战，为祖

国统一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杨根思
连战士孙甜玮坚定地说。

对 历 史 最 好 的 传 承 是 践 行 。 如
今，在驻许杨根思部队史馆、杨根思
广场、杨根思连荣誉室等场所，我们
都可以看到杨根思怒目圆睁、怀抱炸
药包、纵身跃入敌群的塑像，其英雄
豪气震撼人心。有越来越多的许昌市
民走进杨根思部队史馆，深入了解英
雄辉煌壮烈的一生，重温峥嵘岁月，
汲取奋进力量。

英雄的崇高品质和可贵精神是一
笔宝贵的财富。今天，学习践行“三
个不相信”精神成为杨根思部队驻地
许 昌 的 风 尚 。 许 昌 市 在 “ 三 个 不 相
信”精神的激励下，爬过一个个坡，
迈过一道道坎，交出一份份闪亮的成
绩单。

杨根思连：传承英雄遗志 续写英雄史诗
本报记者 付家宝

连日来，电影《长津湖》持续热映，再现了 71 年前发生在朝鲜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度严酷环境下坚守阵地、奋勇杀敌的
感人故事，体现了志愿军战士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尤其是剧中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连长的杨根思抱起最后一个炸药包，拉响导火索，冲入敌群，用生命和
鲜血守卫阵地的英雄壮举，给我市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国庆假期，以《长津湖》为代表的红色影片引发观影热潮。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让观众在光影的独特魅力中点燃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日前，本报组织采访了 4 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和部分驻许某合成旅杨根思连官兵，聆听他们讲述那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和观影后的感受，重温峥嵘

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激发全市上下的爱国热情，激励全市干部群众弘扬“三个不相信”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珍惜当下幸福生活，继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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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俺是咬破手指，按下血书，报名
入 伍 的 ，第 二 年 随 部 队 奔 赴 朝 鲜 作
战。”10 月 15 日，在襄城县一小区，抗
美援朝战士李书恩家中，说起几十年

前的往事，老人记忆清晰，深情满怀。
86 岁的李书恩，衣着朴素，精神矍

铄，眉宇之间，仍可见军人神采。1950
年，15 岁的他参军入伍，次年出朝作
战，曾荣立二等功，4 年之后，回到家
乡。

那时候，由于音信全无，很多人以
为李书恩牺牲了，组织上甚至把烈士
证明寄到其家中。

从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至最后一
战，从战争胜利到帮助朝鲜人民重建
家园，作为第三批入朝作战战士，李书
恩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

“朝鲜气温低至零下三四十度，战
士 们 穿 着 厚 棉 衣 ，还 是 冻 得 全 身 哆
嗦。”李书恩回忆说，部队行军时，走一
个钟头就歇一小会儿，然而，休息几分
钟后，连长就大声喊话，让大家“站起
来，搓下手、跺跺脚”，担心有人太累睡
过去，睡过去后，可能就醒不过来了。

李书恩说，第一批入朝作战的战
士穿着单衣，到了鸭绿江边，才换上厚

衣服，但是，由于军需物资紧缺，有人
有棉袄没棉裤，还有的有棉裤没棉袄，
很少有人都穿上棉袄棉裤的。

在朝作战期间，李书恩和战友们
埋伏在山头上，由于气温异常寒冷，战
友之间不许拽耳朵、拧鼻子，为啥？因
为耳朵一拽，鼻子一拧，就掉了。“手枪
用厚布包住，否则，枪把像磁铁一样粘
手，‘刺啦’一声，皮肉就粘掉了。”李书
恩说。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中 ，襄 城 县 有
1473 名战士赴朝参战，牺牲 68 名，李
书恩为幸存者之一。但是，残酷战争
也给老人留下一生伤痛，腰椎里现在
还有无法取出的弹片，仍然隐隐作痛。

“那场大仗真是牺牲不少人啊，太
残酷了，很多人永远留在了朝鲜！”想
起牺牲的战友，李书恩红了眼眶。

几十年后，李书恩又把三儿子李
崇光，送到了军队。父子两代人用满
腔赤诚和爱国之心，捍卫和平，保家卫
国！

李书恩：按下血手印赴朝参战
本报记者 冯子建

在市区杨庄街中段，一处普通院
落里，住着一位年逾八旬的抗美援朝
老兵。老人叫李梅生，祖籍湖南澧
县，戎马倥偬数十年，后来，转业到

许昌工作、生活。
10 月 14 日，在李梅生家里，老

人回忆起抗美援朝往事，记忆犹新。
“俺家兄弟姊妹多，家境贫寒。”

李梅生说，后来，在亲戚帮助下，他
到一家印刷作坊当学徒，学习印刷技
术。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1952 年冬天，16 岁的李梅生响
应祖国号召，毅然离开印刷作坊，和
战友们一起，带上干粮，肩扛枪支，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 在 朝 鲜 战 场 上 ， 生 活 十 分 艰
苦，战士们都是吃炒面、干粮，喝河
水。”李梅生说，由于作战需要，他
和一位老乡一起，被组织安排到后期
保障岗位，负责部队日常军需供应。
有一次，李梅生和战友们背着粮食，
冒着敌人的炮弹，走了几十里崎岖山
路，才将粮食运到前线战场。

1953 年春天，组织上把李梅生调
到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所在连队，担
任后勤保障兵。在黄继光英雄连队，

李梅生和其他后勤保障兵一起，十分
珍惜在英雄连队服役的珍贵机缘，时
时处处以黄继光为榜样，努力完成各
项后勤保障工作，以实际行动为英雄
连队增光添彩。

当年 7 月，《朝鲜停战协定》 签
订，不久，志愿军战士陆续回国。次
年 5 月，李梅生和战友们一起，回到
祖国，受到全国人民热烈欢迎。

后来，李梅生转业到许昌一家大
型国有企业，从事企业党务工作，几
十年来，多次被评为先进党务工作
者、优秀共产党员。

弹指一挥间，70 年过去。如今，
每逢“八一”等重大节日，85 岁的李
梅生总会拿出珍藏的泛黄照片，深情
回忆抗美援朝的难忘岁月，缅怀那些
永远留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

“在黄继光英雄连队服役，是我
一辈子的荣耀。”李梅生说，今天可
以告慰战友们，中国已是国泰民安，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老百姓的生活
更是一天比一天好！

抗美援朝老兵李梅生——

“俺在黄继光英雄连服役”
本报记者 冯子建

10 月 15 日，秋雨飘落，89 岁的
抗战老兵高敦复坐在位于市区望田路
毓秀新村的家中，戴着老花镜认真看
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方写着“第

三军医大学化训班结业留影”几个繁
体 字 ， 落 款 为 “1952 年 8 月 24 日 ”。

“这张照片拍摄于我入朝的前几天。”
看着照片上一个个年轻的脸庞，老人
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段半个多世纪前的
岁月。

高敦复，河南许昌人，祖籍山东
日照，1945 年进入山东省军区第三军
分区卫生处成为一名卫生员，曾先后
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战争等。“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
争打响，社会上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热
潮，时至今日，街道游行宣传活动的
场 景 仍 历 历 在 目 。” 虽 已 是 耄 耋 之
年，但说起往事，老人逻辑清晰，表
达清楚，“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和使命
感，我坚决要求入朝。”在高敦复的
坚持下，1950 年年底，他和另外两名
医护人员辗转来到当时的辽宁锦西

（今葫芦岛） 四十五陆军医院任化验
科主任。

在锦西的两年间，高敦复仍时刻

想着入朝。1952 年夏天，为搜集美国
细菌战证据，他报名参加了“反对美
帝细菌战志愿军调查队”。在长春第
三军医大学接受数月培训后，1952 年
9 月，他和其他 30 多名同志分成两个
调查小组进入朝鲜。

“我们的任务就是沿着鸭绿江查
找细菌战痕迹，走访沿途村落查看是
否有聚集性传染病等，然后把找到的
样本固定下来。”高敦复说，当时，
战争仍在持续，他们每天工作时都要
小心头顶盘旋的敌机和身边随时可能
出现的特务和美军。就这样，他们在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沿着鸭绿江走了
100 多公里，并将搜集到的标本安全
交到了当时的丹东细菌研究所。

1955 年年底，由于身体原因，高敦
复转业来到许昌，并在此定居。“虽然
我入朝时间不长，也没有到一线参战，
但是我深知那段岁月的艰苦与不易。
能够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我感觉
很自豪。”高敦复深情地说。

高敦复：沿鸭绿江畔寻找细菌战痕迹
本报记者 张辉

“来，快坐下。”10 月 14 日，在建安
区五女店镇周店社区一个农家小院的

二层平台上，90 岁的周书歧老人热情
地招呼记者落座。由于年事已高，他
的听力不是很好，与人交流略显困难，
好在有周店社区党支部书记周国刚的
帮助，老人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渐渐
清晰起来。

周 书 歧 老 人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许 昌
人，小学毕业后因家贫辍学，19 岁时参
军。由于他念过小学，具有一定文化
基础，进入部队后便做了警卫员。“我
时常随身携带望远镜、指南针和军用
地图等，当时的军用地图好像手风琴
一样，呈折叠样式，用起来十分方便。”
时间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周书歧
老人对一些细节仍记忆犹新。

1954 年，周书歧老人随部队前往
朝鲜。“1953 年 7 月，中美双方虽已签
订《朝鲜停战协定》，但以美国为首的
联 合 国 军 并 没 有 死 心 ，还 不 时 搞 破
坏。为彻底消灭侵入朝鲜的敌对势
力，并帮助朝鲜军队恢复基础设施，

1954 年，我们在河南确山集训了一段
时间后便前往了朝鲜平壤。”周书岐老
人回忆，在平壤，他们一边帮助朝鲜军
队建设营房，一边加紧训练，以应对随
时可能出现的敌情。“我们主要练习匍
匐前进、炮弹射击等，时刻准备投入战
斗，同时还学习朝鲜话。”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得到了以苏
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支持与
配合。如今，老人仍清晰地记得他们
学习使用的武器中就有著名的苏联喀
秋莎火箭炮。“这种炮弹既能连发，又
能齐发，威力很大。”训练之余，他们利
用国内运来的建材帮助朝鲜军队建设
营房。四年后，周书岐跟随部队回国。

采访结束时，老人拿出一张装在
镜框里的照片，照片上，身着军装的青
年眉目清秀，眼神清澈。“这是我在部
队时拍摄的照片。”老人说，“如今，我
们这批人都已经老了，但我们的国家
大有希望，祝福祖国越来越好。”

周书歧：为投入战斗时刻准备着
本报记者 张辉

李书恩

高敦复

李梅生

周书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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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10 月 19 日 ，
中 国 人 民 志
愿军雄赳赳、
气 昂 昂 跨 过
鸭绿江。

新华社发
（黎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