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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第一次见到蒋庆泉，他正站在自己的
农家小院门前，虽消瘦黝黑，但腰板挺直，声音
洪亮，一点也不像90岁高龄的老人。

1949年4月，21岁的蒋庆泉走出辽宁锦州的
大岭村，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蒋庆泉
随23军入朝作战，被分配在23军67师201团5连
担任步话机员。1953年4月18日，蒋庆泉参加了
石岘洞北山守卫战，战斗惨烈，连长、排长、班长
都阵亡了，165人的加强连最后只剩下十几人。

眼看美军就要攻上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中，蒋庆泉对着步话机大喊：“向我开炮！”由于
弹药供给出现问题，我军最终没有向蒋庆泉的
阵地开炮，他却被敌军的弹片击中了肚子，还
有一块弹片“飞”进眼睛。之后，敌人的一枚瓦
斯弹袭来，蒋庆泉失去了知觉。醒来后，他发
现自己躺在医院，成了俘虏。

被俘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蒋庆泉始终
没有屈服。敌人要给他的胳膊刺上“反共”字
样，蒋庆泉挺直腰板大喊：“那你把我的两个胳
膊砍去，如果不砍硬给我刺，我就咬舌自尽！”蒋
庆泉归国后，在家乡“隐居”半个多世纪，绝口不
提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事情。蒋庆泉说：“很多战

友都牺牲在战场上，而我还活着，还有过那段被
俘的经历，我不想给战友们抹黑。”

让蒋庆泉打开心结，萌生把自己的战斗经
历写出来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作家洪炉
曾是 23军《战地报》记者，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他将蒋庆泉的故事写成战地通讯《顽强的声
音》。后来，这篇文章被电影《英雄儿女》的编
剧和导演看到，他们又结合其他几位英雄的事
迹，在银幕上塑造了王成的形象。从战场回来
后，洪炉一直寻找着蒋庆泉的下落，但原 23军
几经改编，没有留下蒋庆泉的资料。

从 2000年开始，洪炉以《呼唤“王成”：你在
哪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王
成原型是蒋庆泉》为题，在各大媒体展开寻
找。直到那时，人们才知道，抗美援朝战争中
著名的英雄形象、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的原
型，就是在朝鲜战场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
步话机员蒋庆泉。

经媒体披露，蒋庆泉的英雄事迹为世人所
知，来自全国各地的拜访者络绎不绝，这让蒋
庆泉萌生了把自己亲历的战斗故事写出来，以
便更好地激励下一代的想法。

因被俘经历不愿提及过去

“向我开炮！”
90岁老兵的英雄往事

■肖越强 李 刚 姜玉坤

消瘦的面庞、深刻的皱纹……这是一位看起来极为普通的老人，可当你凝视他的双眼时，会发现，那是一双多么坚韧睿智的眼睛啊！
让你立刻感到，他并不普通，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很多人都看过电影《英雄儿女》，银幕上，那个大喊“向我开炮”的王成，既是父辈也是当代青年心目中的英雄。没错，前面提及的那位
老人就是“王成”的原型之一蒋庆泉，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

14年前，76岁的蒋庆泉越发感怀当年的峥嵘岁月，越发想念曾经的亲密战友。于是，这位只上过一年半学的老兵拿起笔，一边回忆一
边学习一边记录，让当年的战斗故事从笔端流出跃然纸上。这一写就是整整 14年，渐渐地，他写的故事从白山黑水传到了天涯海角，从东
海之滨传到了西北高原，被大家称为传播红色基因的“活教材”。

听说蒋庆泉要写书，家里人都有点不敢相
信。因为那一年蒋庆泉已经 76岁了，而且小时
候只上过一年半的学，后来虽说在部队学了些
文化，可也只能是勉强读懂报纸。

但一股倔劲上来的蒋庆泉是八匹马也拉
不回，他说写就写。不认识的字，老人家就学
着查《新华字典》，遇到实在不懂的词，就问家
人和邻居家的孩子，有时好不容易写了几百
字，感觉不对，又重新再写。

写了一段时间，家里人发现，蒋庆泉写的
都是关于战斗的“对仗句”，没有一个完整的故
事，而且所用“稿纸”也是五花八门，有烟盒、报
纸、信纸，还有旧挂历、孩子用过的作业本，甚
至废旧的硬纸壳。蒋庆泉的儿子赶紧给父亲
买了厚厚一摞稿纸，还托人把原 40军军史办的
同志请来，教蒋庆泉如何写回忆录。

很快，蒋庆泉又从头干起。因为上了年纪，
手总是发抖，蒋庆泉每写一个字都极其困难，写
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时间一长，由于劳累，他
的双眼视力直线下降，曾受过伤的右眼几乎失
明。家人劝他别写了，可他总是说：“再难，还有
打仗难？无论如何，我得在有生之年把那段战
斗经历写下来。”于是，他从入伍写到参加解放
战争，又从抗美援朝，写到被俘和最终回国。

写作时，蒋庆泉极为投入，有时写着写着就
激动起来。当他写到在抗美援朝参加石岘洞北
山战役，对着步话机大喊“向我开炮”那段故事
时，曾一连好多天激动得浑身发抖，写一段就偷
着抹眼泪哭一会儿。

就这样，边回忆边写，一直写了 14年，蒋庆
泉终于完成了 19万字的自传体战斗故事《从战
俘营走来》。

解开心结后用笔继续战斗

“战争非常惨烈，整座山都被炮火轰了个
底儿朝天，因为持续作战，战士手中的枪打不
响了，很多人脱掉衣服裹在枪上，誓与敌人同
归于尽……”日前，一位少校军官在辽宁省锦
州军分区搭建的“红色小讲堂”上，讲述蒋庆泉
的战斗故事，引起台下雷鸣般的掌声。连日
来，登上这个讲堂的 6名军官，共讲述了 20多
个战斗故事，其中多数都来自蒋庆泉的战斗故
事集。
“听蒋庆泉的战斗故事，就是最好的政治

教育课。”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干事赵锐感慨地
说，“蒋老英雄，就是我心中的楷模。”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

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蒋庆泉在
内的所有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
们的事迹和精神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动
力。”锦州军分区司令员张树忠介绍，每年新兵
入伍前，锦州军分区都以区县为单位，专门拿

出时间，请蒋庆泉老英雄给新兵们上课，激励
新兵苦练本领。

而像锦州军分区这样，把蒋庆泉的战斗故
事作为教材的还有不少单位。
“运用好蒋庆泉这个‘活教材’，对传承红色

基因，塑造新时代革命军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董存瑞生前所在某炮兵旅政委汪占军说，
通过现场近距离聆听蒋庆泉老英雄的战斗故
事，并在局域网上宣传蒋庆泉的先进事迹，如
今全旅官兵几乎人人都能讲上几段蒋庆泉的战
斗故事，蒋老可是官兵心中的偶像啊！
“实现强军梦，需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智

慧营养，用红色基因培育塑造官兵。”今年准备
应征入伍的大学生王一涵告诉笔者，“一声‘向
我开炮’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但蒋庆泉老前
辈那一代人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我
们后辈的心中永远鲜活，也必将激励我们年轻
人奋发有为，在新的岗位续写新的人生篇章。”

传播红色基因的“活教材”

聆听老英雄蒋庆泉的发言，当听到他高喊

“向我开炮”时，我从他闪烁着光芒的眼神里，

知道了为什么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抗美援朝战

场，他能够如此英勇无畏。我想，这是因为他

拥有信仰的力量！

信仰是源自心底的清溪，寂静无言，自然流

露于行动。老英雄曾被国民党军抓壮丁，逃跑

后，来到共产党的军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

择，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在他心里播下了信仰

的种子，并且落地生根，不断发芽壮大。在部队

的培养下，老英雄成长为一名步话机员，在朝鲜

战场他赤手空拳，直面两名美国鬼子毫不畏惧，

最后临危受命，苦守阵地，弹尽粮绝，完成了“向

我开炮”的壮举。当我为他的英雄事迹无比震

撼和感动时，老英雄却云淡风轻，仿佛自己只是

做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

退伍后，老英雄返乡当了农民。岁月更迭

中，他始终没有忘记一名共产党员所应具有的

操守和对党的忠诚信仰。习主席曾说，理想信

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

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

得“软骨病”。因此，当我们困惑迷茫时，当我

们踌躇不前时，应多想想蒋庆泉老英雄，前行

的路上也就多了几分动力与定力。

信仰在心不迷茫
■锦州市太和区人武部部长 院树峰

蒋庆泉老英雄面对诱惑不动心、面对威逼

不退缩，让我们新时代革命军人切身体会到革

命先辈的忠诚之心、赤子之情和豪壮之举。

忠诚是革命军人的底色，更是面对生死考

验、利益抉择的“有力武器”和“价值天秤”。被

俘后，蒋庆泉顶住了敌人的拷问、抵住了诱惑、

守住了红线，直至踏上回归祖国的光明大路。

这就是革命先辈对忠诚的最好诠释与最真的

践行。

“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青年官兵成长

在和平年代，虽没有经历过战火洗礼，但面对

党的决策部署，是坚决拥护支持，还是只有表

态未见行动；面对党性原则，是始终言行一致，

还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面对改革调整，是坚

持令行禁止，还是瞻前顾后自私自利，结果大

不一样。可以说，我们的言谈举止无时无刻不

在受着忠诚的考验。

“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对党忠诚是

我们的精神高地和力量源泉，是保持政治品格

的根本。品读革命先辈的戎马生涯，回忆他们

的英雄壮举，其背后始终闪现着对组织纯而又

纯的赤胆忠心，这是他们传递给我们新时代革

命军人最强的“红色基因”，我们必须接力传

承，将这份忠诚发扬光大。

最是忠诚闪光芒
■锦州市古塔区人武部政委 温 金

上图：蒋庆泉在家中撰写书稿。

下图：在辽沈战役旧址前，部队官兵聆听蒋庆泉老人讲战斗故事。

蒋庆泉的复员证

一声号角起新航！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军队党的建

设，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

教育，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培养有灵魂、有

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永葆

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近日，经中央军委

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军开

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的

意见》。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习主席在领航强军

兴军的伟大征程中，非常重视传承红色基因。

多次强调要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为我们

在强军兴军新时代赓续红色血脉、当好红军传

人指明了方向。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如果要问，在人民军队身上，什

么东西永远打不垮、冲不散、抢不走？那就是

代代传承的红色基因。

红色基因是人民军队的魂，是人民军队的

气，是人民军队的根。一个“红”字，铸就我党

我军永世传承的血脉基因；一个“红”字，打下

我党我军永不蜕变的精神底色。保证红色基

因代代传，对于保持人民军队、新时代革命军

人最为珍贵的底色和本色具有重要意义。

翻开风云激荡的历史篇章，红色基因的谱

系耀眼夺目。我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

苦难而淬火成钢，靠的是这种基因；迈步向前，

我们保持冲锋陷阵的勇气、改天换地的志气，

同样要靠红色基因的力量。

红色基因是精神的谱系、信仰的种子，凝

结着我军宝贵的品质，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防和

军队建设也进入新时代。新的形势下，继续回

答好人民军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

为了谁”等课题，新时代革命军人挑战严峻、责

任重大。

一直以来，敌对势力妄图对我军拔根去

魂，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用“政治转基因”取代

我们的“红色基因”。在价值观念多元多样

多变、思想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意识形态领域

斗争激烈的今天，红色基因必须代代相传，不

能有任何停滞。这样，我们才能在“制脑权”

的斗争中把握主动，在“固魂”与“拔根”的

“拔河赛”中夺取胜利。一方面，要敬重并读

懂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牢记“忘记历史就意

味着背叛，丢掉传统无异于自残”的告诫；另

一方面，要敬重并读懂人民军队的英雄传奇，

在无数英雄的传奇人生里，蕴藏着我军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精

神内核。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红色基因

透视着人民军队的过去，更昭示着人民军队的

未来 。我党我军的基因汇聚大忠之“红”，无

比赤诚；我党我军的基因彰显本色之“红”，无

比纯粹……对每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而言，红

色基因是根脉所在，传承红色基因，是职责所

系，必须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千帆逐春潮，奋进新时代。今天，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向世界一流军队

目标奔去。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新长征——不

闻金沙水拍，同样要闯激流险滩；未见大渡桥

横，同样要斩关夺隘……

新时代的春天生机无限，新征程的道路无

比宽广。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把红色基因融入精神血脉，把红色火种

播撒进一代代年轻官兵心中，凝聚起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辽宁省军区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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