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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 60 周年。1963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毛泽东

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迅速

掀起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此后，

每年的 3 月 5 日成为“学雷锋纪念日”。

平凡岗位献忠诚，二十二年成永

久。1960 年春季的一天，抚顺市望花区

的街道热闹非凡，人们敲锣打鼓庆祝和

平人民公社的成立。人群中，一名背着

挎包的解放军战士一路小跑来到公社，

准备将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 200 元存款

全部捐出，这个人就是雷锋。

当时一名战士每月的津贴费只有 6

元，雷锋却要一次性捐出 200 元，这令公

社领导深深为之动容，连连摆手拒绝。

在雷锋的一再坚持下，公社只好收下其

中的 100 元。同年 8 月，得知辽阳地区遭

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雷锋又将剩下

的 100 元寄给了辽阳市委。一名战士先

后捐出 200 元“巨款”，这件事引起《前进

报》编辑部的高度关注。经过多方了解，

他们才知道雷锋是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

班长。

将自己在钢铁厂和部队一点一滴节

约下来的 200 元悉数捐出，只是雷锋为

人 民 群 众 甘 做“ 螺 丝 钉 ”的 一 个 侧 影 。

1960 年 8 月，入伍不满 1 年的雷锋参加

上寺水库抢险救灾，带病连续奋战 7 天 7

夜，因表现突出，团党委为他记二等功一

次。生活中的雷锋虽然衣着朴素，但是

每当同事和战友遇到困难，他都用自己

的积蓄出手相助。此外，雷锋还十分关

心少年儿童的成长，主动担任部队驻地

小学少先队的辅导员。

1962 年 8 月 15 日，年仅 22 岁的雷锋

不幸因公殉职。雷锋所在部队的战友为

他的精神所感动，在军营里率先开展学

习雷锋的活动。之后，雷锋的事迹走出

军营。1963 年 2 月，《人民日报》《解放军

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相继发表社论、

评论和介绍雷锋事迹的文章，雷锋精神

令无数人为之感动。

倾于笔下虽为墨，洒向人间尽是

情。有关雷锋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

烈反响。毛主席仔细阅读相关文章后，

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长罗瑞卿说：“雷锋值得学习啊！

向雷锋学习，也包括我自己，我也要向雷

锋学习。”毛主席对雷锋的评价，迅速引

起中央军委和共青团中央的重视。

1963 年 2 月 9 日，解放军总政治部

向全军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开展宣传和

学习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活动。15 日，共

青团中央也作出决定，在全国青年中开

展学雷锋活动。为此，团中央机关刊物

《中国青年》的编委会计划出版一本“学

习雷锋”专辑，于是写信给毛主席并请

他题词。

谈起题词时的情形，毛主席的秘书

林克回忆道，他大概拟了 10 余个题词供

毛主席参考，包括“学习雷锋同志鲜明

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艰苦朴素

的作风”等。这些题词毛主席一个也未

采纳，而是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地题下

“ 向 雷 锋 同 志 学 习 ”7 个 苍 劲 有 力 的 大

字。林克接过字，毛主席随即说道：“学

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

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

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

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

选择题词时，毛主席没有号召大家

学习雷锋的哪个方面，而是号召大家全

面地学习雷锋这个人。可见，那个时候

毛主席就已经洞察到雷锋精神的时代精

华特征，预感到雷锋身上的恒久魅力。

雷锋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同时也是奉

献的一生，他不但具有白求恩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之心，而且具有张思德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是一位平凡英

雄，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是中华民族

优秀道德的象征。

亘古英雄魂常在，策勉后人壮歌

行。而今，距离毛主席为雷锋题词已经

过去 60 年。在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雷锋

精神像一粒种子在一代又一代官兵的灵

魂深处生根发芽。

1963 年 1 月，雷锋生前所在班被国

防部命名为“雷锋班”。60 年来，“雷锋

班”始终把雷锋精神当作传家宝，矢志不

渝传承发扬。先后开展“雷锋书屋”“爱

心字典”“雷锋存折”等活动，吸引万余热

心群众参与其中；共搭“育人榜”，指导建

立 300 余个“雷锋班组”“雷锋中队”，并

担任全国 287 所中小学校外辅导员，被

民政部和原总政治部表彰为“拥政爱民

先进单位”，被共青团中央表彰为“先进

团小组”和“全国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先进

集体”，荣立集体一等功 4 次，二等功 5

次，三等功 29 次。近年来，“雷锋班”成

员先后有 23 人次在旅以上比武中摘金

夺银；两任班长获评全军爱军精武标兵、

全军红旗车驾驶员标兵。

“穿上军装是雷锋的战友，脱下军

装是雷锋精神传人。”1997 年，560 名雷

锋生前战友及所在部队退役老兵，在河

南省邓州市自发成立“编外雷锋团”，将

温暖的种子播撒在中原大地上。他们

中间，有爱岗敬业打造 30 余公里绿色长

廊的“园林骆驼”张三明；有带领村民脱

贫致富，自己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

村支书高国建……他们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作为雷锋战友的誓言，也激励了越

来越多的群众加入“编外雷锋团”。26

年来，邓州“编外雷锋团”从最初的 560

人发展到近 2 万人，成为全国最大的学

雷锋志愿者团体。

2014 年 3 月 11 日 ，习 主 席 在 接 见

“雷锋连”时任指导员谢正谊时指出：“雷

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生动体现。”从“雷锋班”到“编外雷

锋团”，再到“中国好人”和遍布各行各业

的“雷锋班组”……60 年来，社会上涌现

出一大批学雷锋的先进典型和道德模

范，雷锋的后来者数不胜数。而今，雷锋

的事迹在祖国大地广为传颂，学雷锋活

动蓬勃开展，雷锋精神已化作社会美德

与行为规范的坐标，我们更要接续传承

雷锋精神，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

加璀璨的光芒。

纪念毛泽东主席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60周年—

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
■曹胜杰 张启元

公元前 231 年，秦国发兵攻韩，迫

使其献出宛（今河南省西南部），次年

攻 取 韩 国 都 城 新 郑（今 河 南 省 新 郑

市），俘韩王安，韩亡。秦灭韩之战为

秦灭六国之首战，由此正式揭开秦国

统一的序幕。

秦兵东进

公元前 257 年，秦国虽在邯郸之战

中大败，但未伤其根本。经过短暂休

整后，秦国再次向外扩张。相邻的韩

国此前在与秦战争中屡遭重创，如今

国狭兵弱，成为秦军重点打击的对象。

公元前 256 年，秦将摎率军攻打韩

国，先后拿下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市东

南)、负黍（今河南省登封市西南)，斩首

4 万 。 秦 昭 襄 王 去 世 后 ，秦 国 继 续 攻

韩。公元前 249 年，秦将蒙骜攻占韩国

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市西）、荥阳（今河

南省郑州市古荥镇），建立三川郡。公

元前 244 年，秦国夺取韩国 13 座城池。

到公元前 238 年，秦国已对韩国领土形

成三面包围之势，韩国大片国土丧失，

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与此同时，名义上的共主周王室

也在秦国打击下灭亡。公元前 367 年，

周王室内部发生分裂，本已十分狭小

的 周 王 畿 又 分 裂 为 西 周 、东 周 两 部

分。邯郸之战后，西周君背秦盟约，与

诸侯合纵抗秦。秦昭襄王十分恼怒，

于公元前 256 年派军进攻西周，西周君

被迫向秦国投降，与寄居在西周的周

赧王一同被带到秦国，不久周赧王去

世，无后，周王室的西周灭亡。公元前

249 年，秦国又灭东周。于是，周王室

先于六国而亡。秦灭二周使得名义上

的共主也不复存在，秦国完成统一更

加名正言顺。

建渠疲秦

在秦国东进过程中，韩国也曾采

用各种方式进行抵抗，不仅自身与秦

军展开血战，还多次加入诸侯联军合

纵抗秦，但均未扭转不利局面。成皋、

荥阳失陷后，韩国国土已十分狭促，君

臣深感亡国危机。此时，山东诸国已

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合纵以延缓秦军东

进步伐，韩国为求得生存，想出了一个

特殊的应对之策：希望秦国通过兴修

大型水利工程，大大消耗其国力，使其

无力东进。

事实上，包括秦国在内的各诸侯

国同为以农立国，农业生产是国家实

力的基础，加之当时各国连年征战，更

需要有雄厚的国力作支撑，这也正是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大力奖励耕战的

用意所在。因此，秦国十分热衷于修

建能够为其农业生产创造良好条件的

水利工程。

公 元 前 246 年 ，韩 国 派 水 工 郑 国

前往秦国，劝说秦国在关中地区兴建

一 大 型 水 利 工 程 。 关 中 地 区 降 水 偏

少，旱灾频发，盐卤地较多，农业发展

受到一定限制。郑国建议，引泾水东

注洛水，不仅可灌溉其所流经的大片

关中土地，还可对盐卤地起到改良效

果。秦国欣然接受提议，立即征集大

量人力、物力，任命郑国主持修建该水

利工程。

在施工过程中，韩国“疲秦”阴谋

败露，秦王政大怒，欲诛杀郑国。郑国

坦然承认，并指出，尽管兴建水利工程

会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秦国国力，但此

渠一旦建成，秦国将受益无穷。秦王

政是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认为郑国

说得很有道理，同时，秦国的水工技术

较为落后，在技术上也需要郑国的指

导，因此赦免了郑国，并命他继续主持

修建。经过十余年努力，全渠完工，人

称“郑国渠”。《史记》记载，此后“关中

为 沃 野 ，无 凶 年 ，秦 以 富 强 ，卒 并 诸

侯”。韩国本欲借郑国渠耗秦人力资

财，削弱秦国军队，结果适得其反，促

使秦国更加富强，为其最终统一六国

奠定经济基础。

《孙子兵法》极力强调，战争必须

要有雄厚的国力作支撑，因为战争对

武器装备、粮草及各种物资的消耗巨

大，所以一国的经济基础在相当程度

上 决 定 了 战 争 的 结 果 ，这 正 是“ 日 费

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事实上，

无论是韩国“疲秦”的初衷，还是秦国

将水利工程兴建完成的决策，都表明

他 们 已 深 刻 认 识 到 国 力 对 战 争 的 支

撑作用。

灭韩奠基

韩国的“疲秦”之策只为其换得数

年喘息，待郑国渠建成，秦军再次向韩

国发起大规模进攻，韩国彻底无力抵

挡。公元前 231 年，韩国南阳（今河南

省太行山南、黄河以北地区）代理郡守

腾主动投降并献出南阳地，秦王政加封

腾为内史。公元前 230 年，秦王政命熟

知韩国内情的内史腾率军攻韩，一举攻

克新郑，俘虏韩王安，“尽纳其地”。至

此，韩国成为山东六国中第一个被秦国

灭亡的国家。秦灭韩的成功也为其最

终实现统一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军事上，韩国兵器精良，“强弓

劲弩皆从韩出”，所铸剑戟同样锋利异

常，因此兼并韩国使秦国得以进一步

提升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兼并韩

国使秦国占据了“天下之枢”的有利态

势，彻底免除了后顾之忧。战国时期，

韩国尽管领土面积不大，但地理位置

十分重要。一方面，韩国位于魏、赵、

楚等国之间，既可作为山东诸国抵御

秦军东进的前线，又可作为秦国向东

进一步扩张的基地。同时，韩国所占

据 的 伊 阙 、成 皋 等 地 ，都 是 著 名 的 天

险，再向东面则以平原为主，几乎无险

可守。因此，韩国存则五国安，韩国灭

亡，山东诸国也难以独存。另一方面，

韩国与秦国最为临近，且两国土地犬

牙交错，因而从地理上看，韩国最能给

秦国造成伤害，这正是范雎建议“远交

近攻”的原因之一，也是秦国在鄢郢之

战后及时收兵，防止“破楚于以肥韩、

魏”的内在考量。而此时秦国灭韩，使

秦国完全免除后顾之忧，大大加速了

统一进程。

秦
灭
韩
之
战

■
于
涌
泉

抗美援朝战争中，敌我双方武器装

备对比悬殊，但志愿军毫不畏惧，凭借

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

略战术，将手中简陋武器的威力发挥到

极致，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以劣胜优的战

场奇迹。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的铁原

阻击战中，由志愿军第 63 军 188 师 563

团 8 连连长郭恩志发明的“三朵花”战

术，就让美军吃尽苦头。“三朵花”战术充

满想象力，简洁易行，充分发挥了我军的

近战优势和轻武器的作战效能。8 连官

兵运用此战术，以微小代价痛歼来犯之

敌，圆满完成迟滞敌军、掩护主力转移的

任务，为铁原阻击战的胜利作出突出贡

献。8 连因此荣获“特功第八连”称号，

连长郭恩志荣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

雄”称号。

群策群力，谋定后战。1951 年 6 月 3

日，563 团 8 连奉命担负铁原地区 255.1

高地阻击任务。受领任务后，8 连连长

郭恩志迅速带领连队干部，前往 255.1 高

地进行现地勘察。他发现，255.1 高地前

有一条丁字形公路，向南通往敌军腹地，

向东北通往我军后方，是敌进攻我纵深

的必经之路。此外，该高地的西北侧和

西南侧还各有一个高地：西北侧的 200

高地，坡度平缓，树木茂密；西南侧的无

名高地，坡陡崖深，易守难攻。

郭恩志组织官兵从对手角度思考

如何展开进攻。大家在深入分析敌军

作战企图和习惯后，认为敌军极有可能

首先攻击离公路近、利于向纵深发展进

攻的 200 高地。敌军在受挫后，应该会

投入主力进攻无名高地。当两处均攻

不下，敌军很可能气急败坏地发动全面

进攻。当然，敌军也可能同时对这两个

高 地 实 施 攻 击 ，但 主 攻 目 标 应 该 还 是

200 高地。

集智研讨后，郭恩志命第 1 排防御

无名高地，第 2 排防御 200 高地，第 3 排

部署在 255.1 高地上作为预备队。同时

要求：若敌先攻 200 高地，则第 1、第 3 排

隐蔽待机，避免因暴露目标而遭敌火力

杀伤，当敌转攻无名高地时，第 2 排以火

力支援第 1 排；若敌采取两点攻击，同时

进攻第 1 排和第 2 排阵地，则第 1、第 2 排

应密切配合实施反冲击，第 1 排在击退

敌军冲锋后，应根据命令，依托阵地以火

力杀伤敌军，或者发起阵前出击，配合

第 2 排展开反冲击。

战法创新，出敌不意。郭 恩 志 是

563 团有名的战斗英雄。国内战场的锤

炼让他对敌强我弱的情况早就习以为

常。出国作战几番交手后，他发现了美

军的进攻特点，即先炮火急袭再集团冲

锋。不善单兵作战和胶着近战是美军明

显的弱点。针对这一情况，郭恩志开创

性地提出“三朵花”战术。

“三朵花”指的是 3 个战术策略，分

别是“梅花”“一串红”和“荷花”。该战术

的第一步“梅花”，指的是连长发令后，迫

击 炮 班 首 先 开 火 ，迅 速 向 敌 军 前 、后 、

左、右各发射一枚炮弹，因为炮弹炸点看

起来酷似梅花，所以称为“梅花”战术。

这样可迫使敌军向中央猬集成团，为后

续战术策略作铺垫。第二步“一串红”指

的是事先埋伏好的重机枪班根据连长命

令，抓住敌军队形密集的宝贵战机，突

然开火，猛烈扫射，予敌重大杀伤。因为

在“梅花”战术的逼迫下，敌军已经不自

觉地聚拢起来，出敌不意的机枪扫射能

够 毙 伤 大 量 敌 军 ，所 以 被 称 为“ 一 串

红”。第三步“荷花”是指在重机枪大量

杀伤敌有生力量后，反击小组从阵地中

冲出，对残敌实施兵力突击，形成“荷花”

形状的包围圈，在近战中用手榴弹和刺

刀歼灭敌军。

密切协同，大破强敌。战斗打响后，

美军果然先进攻 200 高地，但两次冲锋

均被第 2 排击退，只能暂停进攻。接着，

美军发挥火力优势，对 8 连驻守的 3 个高

地同时实施炮火覆盖。郭恩志立即命令

全连官兵进入断崖下掩蔽，做好防护。

炮击停止后，郭恩志爬上一处断崖观察

敌情，发现美军正猫着腰沿山脚迅速向

我无名高地接近，他们企图利用烟雾弹

的掩护，突袭第 1 排。郭恩志立即带领

迫击炮班和重机枪班前出支援第 1 排。

抵达无名高地后，郭恩志召集副连

长和第 1 排排长，向他们介绍自己深思

熟虑的“三朵花”战术，并约定了协同进

攻信号：连长第一声枪响，进行“梅花”战

术，迫击炮班开火；连长第二声枪响，进

行“一串红”战术，重机枪班开火；连长第

三声枪响，进行“荷花”战术，反击小组从

阵地两侧迅猛出击，围歼敌军。大家听

完表示可以一试，随即按指示进入各自

阵地，做好战斗准备。

此时，美军已接近无名高地山脚，

展开散兵队形快速前进，距我迫击炮阵

地 只 有 60 米 左 右 。 随 着 郭 恩 志 手 枪

“ 叭 ”的 一 声 ，迫 击 炮 班 的 战 士 立 即 开

炮，山坡上接连传来 4 声巨响，4 个弹坑

形成一朵巨大的梅花形状，美军死伤 20

余人，其余的赶紧往中间躲。紧接着，

又是一声枪响传来，重机枪手根据此前

的 约 定 ，向 敌 群 猛 扫 ，美 军 倒 下 一 大

片。为避开机枪扫射，美军分成左右两

路 ，继 续 向 前 冲 击 。 郭 恩 志 见 时 机 成

熟，再次扣响扳机。副连长迅速带领两

个反击小组从两翼出击，断敌后路，如

“荷花”一样，将美军“围”了起来。正面

防御的部队顺势发起冲锋，与副连长带

领的反击小组给美军来了个前后夹击，

一举全歼这股进攻之敌。8 连官兵用此

方法与敌鏖战，美军连连碰壁，猛攻 3 天

都未能攻破阵地。

“三朵花”战术
——轻武器密切协同创造战争奇迹

■张 翚 白海慧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

弩是古代冷兵器的一种，由弓、

弩臂、弩机三部分组成，是在对弓箭

进一步改进的基础上产生的。《说文

解字》称弩为“弓有臂者”，即弩是一

种带有发射装置的弓箭，利用机械

动力将箭发射出去，因此相较于普

通的弓箭，弩射击距离更远、杀伤力

更强、命中率也更高，其缺点在于装

填速度较慢。

战国时期，弩已被普遍使用，《孙

膑兵法》中便多次提到弩。《史记》记

载，马陵之战中，魏军在马陵道遭遇

埋伏，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败。

此后弩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改进，相传

诸葛亮曾发明“诸葛连弩”，此外还包

括威力更大的床弩。在冷兵器时代，

弩一直是守城战、伏击战及步兵克制

骑兵的重要武器。

弩

相关链接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郭恩志郭恩志（（左四左四））和战士们交流学习和战士们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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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晚期的漆木弩战国中晚期的漆木弩，，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