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志愿军老战士正在欣赏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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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

胜利60多年来 ，在

中国共产党坚强领

导下， 中国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历史

巨变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 ，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 、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

“今天，我们正

站在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胜利在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前景光

明。前进道路不会一

帆风顺。” 在纪念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大会上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我们要

铭记抗美援朝战争

的艰辛历程和伟大

胜利 ， 敢于斗争 、

善于斗争 ，知难而

进 、坚韧向前，把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不断

推向前进。

以正义之师行

正义之举。70年前，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高举保卫和

平、 反抗侵略的正

义旗帜， 同朝鲜人

民和军队一道 ，舍

生忘死、浴血奋战，

赢得了抗美援朝战

争伟大胜利。 经此

一战， 中国人民粉

碎了侵略者陈兵国

门、 进而将新中国

扼杀在摇篮之中的

图谋， 彻底扫除了

近代以来任人宰

割、 仰人鼻息的百

年耻辱， 奠定了新

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人民军队在战争中

学习战争，取得了重要军事经验，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

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这一战，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世人，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站在世

界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

然会碰得头破血流。“鉴往事，知来者。”铭记伟大胜利，推进

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把党锻造得更加坚

强有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必须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

力；必须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把人民军队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必须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的这“五个必须”，

是抗美援朝战争给予我们的深刻历史启示，对于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再次证明， 没有任何一支政

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

惜流血牺牲，不懈努力奋斗，团结凝聚亿万群众不断走向

胜利。前进道路上，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自我

革命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

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一

定能够使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 最坚强的主心骨。

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就一定能够激发

出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不断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精彩华章。“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当前，我国将进

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机遇新挑战，只要我们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

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就一定能够实现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不断创造让世界惊叹的更大奇迹。 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只要我们与时俱进加强国防和军

队建设，向着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阔步前行，就一定能

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中

华民族历来秉持“亲仁善邻”的理念，只要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一定

能够迎来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

面对前进道路上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必胜信念，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克服一切

艰难险阻，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载10月25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弘扬伟大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激励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

一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引，铭记伟大胜利，增强斗争本领，继承和弘

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

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

展、进步的史册上！”在大会现场，习近平总书

记的话语令91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史信云心

潮澎湃，岁月的变迁从未改变老人那颗红心。

“感谢党中央和总书记对我们的关爱，感

谢党和人民授予的荣誉。”胸前佩戴着“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纪念

章， 曾作为志愿军野战医疗队成员奔赴朝鲜

战场的李淑民老人， 回忆起现场聆听总书记

重要讲话时的情景， 仍难掩激动。“总书记用

三个‘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向老一辈革命家、

志愿军将士、 英雄烈士以及所有为这场战争

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致敬， 令我不禁回想起

在战争中壮烈牺牲的战友们。我百感交集，愈

发觉得在和平年代更要铭记这来之不易的伟

大胜利。”李淑民说。

540余张照片、1900余件文物……走进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

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上，一件件展品，记

录了那场气与钢的生死较量。“参观展览，让我

对于这段历史有了更加丰富的感性认识。”来

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青年干部董舒骅说，“观

展归来，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

对志愿军锻造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有了更为

深刻的理解。 我要将这种精神融入工作之中，

勇于创新、善于创造，努力提升履职能力。”

苍松翠柏中， 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里一片肃穆。 中国中车沈阳机车车辆有限

公司的钟九辉来到黄继光烈士墓前， 三鞠躬

后献上一束白菊。“我的父亲钟仁杰当年是机

枪排长，负责用机枪压制敌军火力，掩护黄继

光前进。父亲去世后，我每年都会来这里替他

看一看老战友，缅怀英雄。”钟九辉说。

“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号召弘扬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作为志愿军战士的后代，我们义

不容辞。”钟九辉表示，自己虽然只是一个工

人，但平凡的岗位更加需要默默坚守，在和平年

代努力做到平凡而不平庸， 让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

“身为一线扶贫干部，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

是巩固好脱贫成果，保持决战状态，为下一阶段

的乡村振兴打好基础、做好准备。”贵州省从江

县加勉乡党翁村驻村第一书记杨雪园一边说，

一边忙着走村入户开展收入核算工作。“历经艰

难险阻，英勇的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攻下了一

个个阵地。面对脱贫重任，在深贫‘堡垒’面前，

我们扶贫干部也要响应总书记号召，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攻下扶贫路上的 ‘松骨峰 ’和 ‘上甘

岭’，夺取脱贫攻坚战的最后胜利。”杨雪园话语

坚定。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志愿军老战士孙景坤徐振明
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 中央宣传部以云发布的

方式，向全社会宣传发布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孙景坤、

徐振明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

孙景坤是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山城村农民，现

年96岁。他先后经历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

海南岛等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在战争年

代，他冲锋陷阵、英勇顽强，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负伤回国

后又坚持重返战场，用热血青春诠释了革命战士的赤胆忠

心，曾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多次，被授予抗美援朝一级

战士荣誉勋章等荣誉称号，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英雄

报告团成员， 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在和平年代，他深藏功名、淡泊名利，几十年如一日扎根乡

村，用执着坚守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徐振明是吉林省通化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所首任所

长，现年95岁。他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0年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转战大江南北，经历战斗无数，留下累

累弹伤，从“娃娃八路”成长为“战斗英雄”，为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保家卫国舍生忘死、英勇战斗，曾荣立多次战功。

他退伍不褪色，转业到杨靖宇烈士陵园工作，父子两代默

默付出，守护英雄陵墓60余年，身体力行保护革命遗迹、讲

述英雄故事，弘扬革命文化、赓续红色血脉，教育了无数青

少年，感动了广大社会群众，2017年被评为“中国好人”。

1800余件展品再现不畏强敌的英雄赞歌
上海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新馆启用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

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雄壮有力、充

满昂扬斗志的歌声回荡在上海中国人民志

愿军纪念广场上空， 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

了那段峥嵘岁月。7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人民的重托、 民族的

期望，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昨天上午9时30分，上海中国人民志愿

军纪念馆新馆在奉贤区永福园正式开馆。

经过多年搜罗、收集，上海中国人民志愿军

纪念馆新馆收藏了当年反映抗美援朝时事

新闻的各类报纸、实物、文学资料、史料、图

片等共计1800多件展品。

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将军、志愿军老兵、

现役军人、 学校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

等300余人来到新馆启用现场。当雄壮的音

乐声响起，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并向这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

士默哀。 佩戴着鲜艳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

则一一迈步向前， 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老战士代表敬献鲜花。

一对石膏脚模勾勒出
气壮山河的英雄场景

一提起抗美援朝战争， 许多人眼前会

浮现出这样一幕场景：鸭绿江面白雪皑皑，巨

龙般的志愿军队伍徒步通过架设在冰凌上的

简易浮桥。彼时，水位开始下降，志愿军战士

要在封冻的冰面上铺设土石、木板。正值解放

初期，战士们大多都只穿两条单裤，脚穿黄球

鞋，不仅要经受严寒、饥饿，还要行军打仗，许

多战士的双脚因此被冻坏。

展品中， 一对石膏脚模吸引了众多参观

者的注意。原来，为了让这些被冻坏双脚的战

士们正常行走， 国家专门为其定期制作矫形

皮鞋，而石膏脚模正是为制作皮鞋所用。时光

磨砺之下，石膏脚模已有了许多破损之处。但

正是这些历史留下的痕迹， 不禁让观者更想

去了解、倾听那段硝烟纷飞的峥嵘岁月。

记者了解到， 这对石膏脚模的主人是第

一批参战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六军八十

八师二六二团二连政治指导员梁皓东。 据梁

皓东的女儿回忆，父亲身高有一米七八，但眼

前这双石膏脚模却只有36码。 这是因为梁皓

东在战场上双脚被冻坏， 自此双脚也有了破

损，缺少了抓地力。

在石膏脚模另一侧， 还有一条保存了70

年之久的军用毛毯， 同样是梁皓东之物。据

悉， 这条毛毯是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与敌军作战时缴获的战利品。 梁皓东负伤

回国时躺在担架上， 战友正是用这条毛毯帮

他盖住负伤的双脚送行……梁皓东的女儿

说：“父亲始终记挂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

们，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镇馆之宝 ”生动还原空
军史上一段传奇

在开馆仪式现场， 记者还捕捉到了一个

特殊身影———原志愿军飞行员韩德彩。 时光

倒回至1953年 ， 年仅20岁的韩德彩驾驶米

格-15，将美国空军 “双料王牌飞行员 ”哈罗

德·费席尔击落。人们将此次胜利称为“中国

空军史上的一段传奇”。

上海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新馆内的

“镇馆之宝”正是一幅记录这场特殊空战的油

画作品。画面上，两架战斗机在云霄中翻飞。

画布下方，还有两名飞行员的肖像和签名。

这幅油画的捐赠者正是米格-15战斗机

的驾驶者、抗美援朝二级战斗英雄、原南京军

区空军副司令员韩德彩中将。1997年，费席尔

随美国飞虎队旅行团来华访问， 曾经的对手

“相逢一笑泯恩仇”，互相敬礼、握手、拥抱，相

谈甚欢， 共同回忆了当年那场空战并从此成

为朋友。此后，费席尔曾多次看望韩德彩，并

邀请美国一名画家精心绘制， 将当年自己被

韩德彩击落的场景逼真复原。 得知上海要建

立志愿军纪念馆后， 韩德彩便将这幅极具历

史意义的礼物交付纪念馆保管。 在纪念馆负

责人看来，空战图油画在纪念馆展出，不止记

录了两位传奇飞行员的故事，更是一种信任、

一种托付。

民间自发筹建，只为给老
兵“最后的军营”

有些特别的是， 上海中国人民志愿军纪

念馆及其新馆是目前本市唯一纯民间筹建的

志愿军纪念馆。 创办方并非志愿军老战士家

属，而是一家从事殡葬的民营企业。为何甘愿

自掏腰包，甚至不惜费时费力多方寻找展品？

上海永福园董事长、 上海中国人民志愿军纪

念馆馆长徐渭岳说，这源自他的“军人情结”。

徐渭岳是奉贤区本地人，从小就对军营十

分向往。然而，由于当年体检未能达标，他的军

营梦就此留下了遗憾。此后，他一步步奋斗打

拼，将企业做成了当年上海市“百强企业”，随

后便在奉贤区奉城镇创建了永福陵园。

一次偶然的机会， 徐渭岳发现， 来自南

汇、奉贤地区的上海籍志愿军战士特别多。这

些长眠在异国他乡的英勇战士自此成了他心

里一道过不去的坎。最终，他决定为他们打造

一座“最后的兵营”，斥资3亿元在永福园建造

了5个纪念馆，其中一个就是上海中国人民志

愿军纪念馆。

2012年建馆至今，短短八年内，纪念馆收

到来自志愿军老兵及其家属的各类捐赠。每

一件珍贵展品都牵连着一段故事。 这些展品

既生动还原了那场战争，也让旁观者、后来人

更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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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当年 ，

为了让被冻坏

双脚的战士们

正常行走， 国

家专门为他们

定期制作矫形

皮鞋， 石膏脚

模正是为制作

皮鞋所用。

▲现场展出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连环画。 （均采访对象供图）

制图：冯晓瑜

这座桥“炸不烂”，因为“最可爱的人”用血肉筑起
（上接第一版）年轻人一心证明自己，想扛枪

上战场， 用战功来替战友赢回再也得不到的

勋章。所以，听到上级命令他们协助工兵连殿

后的任务时 ， 年轻人下意识的反应是拒

绝———他想冲在最前。

高炮班的段落，是一对师徒“过招”。桥不

远处有两门炮，一明一暗，明炮点负责牵制空

中敌机，暗炮点主要任务是隐蔽、后发制人。

吴京与张译饰演的班长关磊和连长张飞亦师

亦友，为了两处炮位的执守，他们争执不下，

看似“夺权”，实则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值得

玩味的是，电影里的张飞在关磊反衬下，格外

谨小慎微。 可暗扣《三国演义》里桃园结义的

关张两兄弟，影片后半程，张飞与关磊并肩拼

出了电影里最血性的一幕。

另一个天空的视角， 美军飞行员驾驶侦

察机“丧门神”穿梭往来，希尔就是其中之一。

起初，他和伙伴对志愿军满是不屑，在武器装

备尤其是空中战机绝对制霸的美军眼里，志

愿军不过是“黄蚂蚁”。 但转变在几个小时内

发生。 B26、?弹炮、水中延时炸弹、B29 燃烧

弹……他们投下的炮弹威力一次赛过一次，

可桥奇迹般地一次次被修复。

三个不同空间，三重视角，发生在一个夜

晚的故事被“重复”了三次，其实不过是跟着

不同心境，反复审视各人的信念与抉择。于步

兵，主题词关乎大局、成长；于高炮班，焦点落

在牺牲；而跟随美军视角，观众更可以直观感

受什么叫遇水架桥、逢山开路，什么叫明知不

可能而为之，什么叫血肉筑就钢铁长城？中国

人民志愿军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作人梯”

的壮举就是！

《金刚川》的英文名是“牺牲”。 管虎说：

“中国人之所以能在板门店谈判，凭的不是武

器装备，凭的是勇气和牺牲。”拍《金刚川》，就

是为了以小见大，刀刻斧凿出“舍生忘死、向

死而生”的英雄雕塑，唤醒“中国人骨子里留

下的血性和不灭的风骨”。

许多年轻人的影评都在讲祖
辈故事， 跨越时空的精神之桥悄
然延展

《上甘岭》《英雄儿女》……以抗美援朝为

题材的电影始终是中国大银幕上重要的一部

分。硝烟已散，为什么这段历史有必要反复回

眸？ 郭帆说：“为了长眠的英雄。 ”

在 B站的《金刚川》预告片下，热评之一这

样写道：“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丹东凤城

人，虽然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但亲人当年牺

牲在了朝鲜战场上。 所以，看到片尾筑起的人

桥，眼泪奔涌而出；再到后来的第七批在韩中

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安葬，眼泪更是

止不住地流。 听着《英雄赞歌》看完字幕，突然

懂了我儿时爸爸为什么最爱哼唱这首歌。 ”

在微博、猫眼、淘票票、微信公众号等各大

平台，年轻人的影评虽遣词不同，却都有类似的

与人生相关的表述：“我姥爷”“我爷爷” ……年

轻人们说， 是无数英勇的先辈们用他们的血肉

之躯，筑成了这片土地的砖瓦城墙。敌人枪炮再

残酷，都抵不过那集结成军的万众一心。看完电

影， 许多年轻的心灵更加理解了中国如今能屹

立世界之林的根本在哪里。

互联网平台将散落在天南海北的英雄后人

链接到一起，他们的讲述让同龄人看见：原来，英

雄不只是我们从小在课本上读到的杨根思、黄继

光……英雄也是许许多多平凡人，他们在家国民

族需要之时挺身而出。 他们的讲述更让人明白：

祖辈的风骨、血性，早已深深融入了我们的血脉，

在今天和平的天空下支撑起壮志凌云的青春。

从这一层面说，《金刚川》 不仅在片中筑起

了“炸不烂”的桥，致敬了英雄，也在过去与当下

直至更远的未来之间，搭起一座“桥”，为伟大的

抗美援朝精神永续传承、世代发扬，尽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