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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属于奋不顾身的人，光荣属于前仆后继的人。
70载岁月洗礼，历史的记忆从未褪色——70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

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山东省国防教育办公室联合省内媒体策划推出“致敬最可爱的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山东籍

英模人物传记”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回望中国人民志愿军用生命捍卫民族尊严的如虹征途，我们将更加懂得祖国
的含义、和平的珍贵，也更知肩上的重任——对伟大精神的最好传承，就是书写新的辉煌。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
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
开鲜花……”每当这首感人肺腑的《英雄
赞歌》响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奋不顾身、舍
生忘死、慷慨奉献、奋勇杀敌的画面就会
浮现人们的脑海。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
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
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

“钢多气少”。他们中有的冒着枪林弹雨
勇敢冲锋，有的顶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
有的手握爆破筒冲入敌群……“王牌飞行
员”王海不仅自己击落数架敌机，还率队
空战 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 29架；“用脑
子打仗的排长”卜广德，夜袭敌营，迂回炸
掉敌炮兵阵地；威震敌胆的于泮宫带领全
排连续奋战 30多个小时，打退敌人 13次
进攻，毙伤敌150余人，战至全排仅剩下45
发子弹、10枚手榴弹英勇突围……英雄们
说：“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
的和平，我们不能后退一步！”这种血性令
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

1943年 1月，莒县籍战斗英模曹玉海
怀着国仇家恨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在一次
反扫荡战斗中负伤后，被安排回家养伤。

休养期间，当听说起义后归八路军建制的
东北军某师在他家乡驻扎时，曹玉海坚决
要求重返前线打鬼子，经批准第二次入
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参
加了横山战斗、东北剿匪、保卫四平、三下
江南、辽西会战、解放天津等战役，立战功
7次，荣获“滨海抗日模范”“战斗模范”等
荣誉称号。1949年，曹玉海在随军南下解
放江南时身负重伤，被留在武汉治疗，后
被安排到地方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奉命北上的某师路
过武汉时，曹玉海找到老部队，要求重返部
队保家卫国。经过组织批准，曹玉海走向
抗美援朝前线，并担任志愿军某部营长。
在朝鲜战场上，我军与敌进行了五次战役，
曹玉海参加了前四次。第一次战役，在月
峰山守卫战中，曹玉海率1个连出其不意歼
敌120多人；在第二次战役中，他指挥所在
营两个连全歼敌 1个营，毙伤敌 700余人；
第三次战役中，他带领全营突破敌号称“钢
铁防线”的阵地，深入敌腹地40公里，歼灭
美军330余人；在第四次战役中，营队奉命
坚守武甲山、莺子峰一带阵地，曹玉海指挥
全营连续打退敌人6次进攻，在敌人第7次
进攻时，他不幸中弹牺牲。之后，曹玉海被
追授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他任

营长的一营获“英雄部队”称号，并记集体
一等功、授予“攻守兼备”锦旗一面。

荣成籍连长周厚刚先后参加了泰安
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
上海战役等，1950年参加志愿军入朝作
战。1951年 6月 22日，敌军调 8架轰炸机
对 785高地轮番轰炸持续 3个多小时，还
集中上百门火炮对 785高地进行 3个多小
时的掘地式轰击。轰炸过后，敌人以两个
营的兵力分 4路再次向 785高地进攻。当
他们走到半山腰时，周厚刚率领战士奇迹
般地出现，拦住他们的去路。原来，在敌
狂轰滥炸和猛烈炮击之时，周厚刚已组织
战士全部藏到山头的断崖下，利用飞机、
重炮的死角躲过这场袭击，并成功将敌军
赶下阵地。1951年6月26日，在完成任务
奉命撤出 785高地时，周厚刚因触雷不幸
牺牲，后被追记特等功，并授予志愿军“一
级英雄”称号。

据最新数据显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有 19.7万余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
民、为了和平献出宝贵生命，其中就有2.5万
多名齐鲁儿女。在众多抗美援朝英模中，被
授予各种荣誉称号的山东籍将士有800多
人，而在被授予志愿军“一级英雄”“一级模
范”称号的54人中，山东籍官兵就有15人。

勋章镌刻不朽传奇

“一条扁担两头弯，千里迢迢来支前。
一头挑的是干粮，一头挑的是炮弹。干粮
送给同志吃，送上炮弹打坏蛋……”战争年
代，这首民谣在齐鲁大地口口相传。

山东省作为革命老区，尚武报国、拥军
支前的红色血脉源远流长。“最后一碗米送
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
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
去上战场”，是当时山东人民群众至真至诚
拥军报国的真实写照。据统计，革命战争
年代，山东2000万青壮年中有近百万人参
军参战，在册烈士 22万多名；抗日战争时
期，建成全国唯一以一省范围为主体的山
东抗日根据地，伤亡人数600余万；解放战
争时期，数百万解放军将士中山东籍官兵
约占三分之一。胶东革命根据地创办的胶
东育儿所，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用她们的
乳汁秘密养育了 1223名革命后代。陈毅
元帅曾深情地回忆：“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
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
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1950年，当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山东就开
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全省人民
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磅礴力量被极大地激
发出来。

保家卫国守土有责，齐鲁儿女踊跃报

名参军。1950年 11月，山东分局发出《关
于参军运动的指示》，提出完成7万人的征
兵任务，最后有 7.1万人应征入伍。1953
年1月，全省又征新兵5.26万人。

一时间，全省广大工人、农民、机关干
部、青年学生纷纷递交决心书、申请书，踊
跃报名入伍，再现解放战争时期父送子、
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劳
动模范段广钧把两个儿子送到志愿军部
队；沂蒙山区的一位宋大娘，把唯一的儿
子送上抗美援朝前线；平原县刘宝中的 3
个儿子都是民兵，争着报名参加志愿军，
他 一 次 就 把 两 个 儿 子 送 上 朝 鲜 战 场 。
1951年初，在济南市历城区召开的参军动
员大会上，农民任廷奎放下手里的营生，
成为志愿军的一员，他参军 9天就进入朝
鲜，入朝后一路夜间急行军，辗转 17天奔
赴前线。据统计，1950年至 1953年，山东
共有28万人参军入伍。

与此同时，广大青年学生、工人还积
极响应号召，主动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
校，积极参与各类训练活动。1950年12月
3日，《大众日报》登载了团中央号召青年
团员参加军事干校的消息，20多天时间，
山东就有 12000多名青年报名。1951年 7
月1日，一份《半年来山东抗美援朝运动的
报告》档案记录：青年学生组织参加军事

干校，报名超预定；全省 3批参加军事干
校，报名人数4500余人。

抗美援朝战场烽烟滚滚，齐鲁大地支
前轰轰烈烈，前方与后方爱国热情被空前
激发。1950年 12月 17日，山东首批抗美
援朝支前大队128人，分成两个队，由济南
乘车北上朝鲜。此后，全省成千上万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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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
山东铁路员工和汽车司机，克服难以想象
的困难，与全国其他支前群众密切配合，
将大批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建
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在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山东就有约10万青壮
年随军入朝，负责运送弹药、物资和伤员
等工作，有力地保障了前线。

在某种意义上，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仅
打击了朝鲜战场上的敌人、保卫了新中
国，也是一场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塑造了
民众社会心理，使全民有了浓厚的国家概
念。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山东，从学龄
儿童到古稀老人，纷纷加入捐献运动中。
截至1952年5月31日，山东省共捐款2954
亿元（旧 人民币），占全国捐款总数的
5.3%，真正绘就了一幅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的壮美画卷。

支前壮歌传唱不歇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正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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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强调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
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
扬。

几十年来，抗美援朝精神在齐鲁大
地深深扎根，带有红色印记的传统文化
不断积淀。山东先后建成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156家，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
52家，省级国防教育基地 93家。据了
解，山东省将建设鲁中、滨海、胶东、渤
海、鲁南和冀鲁豫边区（山东部分）等重
点革命旧址示范片区，实施百年党史文
物保护展示工程、革命旧址集中连片保
护利用工程、革命旧址保护展示示范工
程、民族文物主题展览精品工程、革命文
物宣传传播工程和红色旅游品牌打造工
程等 7项重大工程。通过这些红色地
标，让人们感受到轰轰烈烈的时代脉动，
在重温历史中引发思考、接受洗礼。

为更好立起导向、树起标杆，山东
省还广泛开展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建
设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评选
活动，启动实施“经典战例、红色故事、
英模人物”山东革命传统资源挖掘工
程，组织文艺战线热情高涨地奏响红色
旋律，大力讴歌民族英雄、诉说家国情
怀。

正是在抗美援朝精神感召下，山东
各项工作和建设得到飞速发展，特别是
尚武拥军氛围愈加浓厚、成效更加明
显。作为兵员大省的山东，2017年和
2019年，征兵“五率”考核两次夺得全国
第一，2020年征兵工作再攀新高：大学
生征兵征集比例突破 90%，近 3万名大
学生新兵携笔从戎。邹城市钢山街道
后八里沟村是山东一个普通的村落，但
15年来，村里先后有 46名优秀青年入
伍，有 50余人次立功受奖。近年来，该
村企业共为退伍军人提供就业岗位200
多个，村支书宋伟被评为“全国模范退
役军人”。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全国双拥模范城
（县）评选中，山东有20个市县被评为全
国双拥模范城（县），数量居全国之首。

进入新时代，齐鲁儿女自觉在党的
旗帜下行动，积极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自
觉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
骨，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
量，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
性，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
慧，发出了掷地有声、勇于担当、言出必
行的山东声音，谱写了“走在前列、全面
开创”的新篇章。

这是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人民
英雄的由衷致敬，这是向那段战火纷
飞、艰苦卓绝的光辉岁月的由衷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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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之光精神之光，，烛照前进的方向烛照前进的方向
——齐鲁大地弘扬抗美援朝精神纪事

■郭振芳 林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