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采访中，您用 10 天时间与李

延 年 面 对 面 交 流 ，深 入 挖 掘 了 他 并 不

为人熟知的英雄事迹。能谈谈剧中的

李延年与您实际接触的李延年有什么

不同吗？

江永红：李延年被授予“共和国勋

章”前，很少有人知晓这位战斗英雄的

事迹，包括我，对他也很“陌生”。1999

年，我为《共和国英雄谱》一书撰稿时，

就在志愿军英雄名录上看到李延年的

名字，可惜没能找到他的事迹，只好把

他列在最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英

雄模范存录》之中，而事迹阙如。2019

年的这次采访，我好好地弥补了上次的

遗憾。

为什么李延年会被授予“共和国勋

章”？我想战功是首要因素。奔赴朝鲜

前，李延年曾在解放战争、湘西剿匪中立

功受奖。抗美援朝战场上，因为在 346.6

高地战斗中的突出表现，他被志愿军总

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记特等功。

这是什么样的荣誉？在抗美援朝

战 场 ，像 李 延 年 这 样 荣 立 特 等 功 并 获

“一级英雄”称号的，全军共有 40 余名，

但 大 都 是 像 孙 占 元 、邱 少 云 一 样 的 烈

士 。 李 延 年 的 可 贵 之 处 ，在 于 身 上 英

雄 的 光 环 没 有 随 岁 月 流 逝 而 暗 淡 ，他

始终保持着军人本色和赤子之心。从

朝鲜回国后，他一直在基层部队，担任

师政治部副主任时还深入边境作战一

线鼓舞士气、传授战斗经验，荣立三等

功 。 据 我 所 知 ，志 愿 军 一 级 英 雄 在 边

境 作 战 中 立 功 的 ，李 延 年 是 全 军 唯 一

一人。

李延年给我详细讲述过 346.6 高地

那场战斗，真实的战场比电视剧里更加

严酷。当时，美军出动大量飞机和炮群

对 346.6 高地进行轰炸，炮火一次比一次

猛，兵力一次比一次多，燃烧弹和毒气弹

都用上了。346.6 高地的 5 个山头，原本

长有很多高大乔木。在猛烈的炮火覆盖

后，山上的植被无影无踪，只有烧焦的树

干冒着黑烟，潮湿的泥土变成厚厚一层

粉末，一抬脚就抛出一道烟尘。在两夜

一天里，李延年带领官兵构筑工事、英勇

战斗，先后共整顿五次组织，所在连（含

加强）203 人只剩下 40 余人，歼灭美军

600 余人，守住了阵地。

李延年讲得最多的是战士的故事。

战斗残酷，夜间不能睡觉，必须抓紧时间

修工事。1 班有个战士叫滕桂桥，修工

事时累得靠着壕壁呼呼大睡。李延年听

到呼噜声，拧耳朵捏鼻子才把他叫醒，批

评了一通。战斗中，滕桂桥非常勇敢。

敌人发起第 5 次进攻时，一班打得只剩

下他一个人。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投完

了，滕桂桥从尘土中刨出爆破筒，拉开引

信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李延年

目睹了滕桂桥的壮举，既为他骄傲，又感

到歉疚。

还 有 10 班 副 班 长 邓 克 洪 ，在 收 集

敌 人 武 器 弹 药 时 不 幸 负 了 重 伤 ，被 战

友抬回来。李延年赶过去看他。他在

担 架 上 醒 过 来 ，从 口 袋 里 掏 出 15 万 元

（旧 币），对 战 友 们 说 ：“ 请 代 我 把 它 交

给 党 支 部 ，算 是 永 久 党 费 。 我 不 能 参

战了，希望你们好好地打，把美国侵略

者消灭光。”

谈到滕桂桥、邓克洪这些战士，李延

年总是未语泪先流。

熟悉的战场，“陌生”的英雄

记者：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也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最大政治

优势。有观众说，从《能文能武李延年》

中，真正理解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

上”等政治原则对人民军队发展的影

响。对此您怎么看？

江永红：这一点毋庸置疑。不夸张

地说，换了任何一支别的军队，都很难

守住 346.6 高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军队，才能创造这个奇迹。

这场战斗的胜利，依靠的也不是李

延年个人的力量，而是党组织的力量。

李延年先后共整顿五次组织，把阵地上

4 个连队的干部战士重新整编，召开紧

急干部会议，提议组成临时党支部，自荐

为召集人，“如果我牺牲，由机炮连指导

员王荣宝接替”，用统一指挥把打散的官

兵重新“攥指成拳”。官兵对李延年的信

任，来自于对他代表的党组织的信任，来

自于对“党指挥枪”的坚决执行。

回顾我军的历史，三湾改编确立

“支部建在连上”的根本原则，是人民军

队最伟大的创举之一。在此之前的军

队，胜利的时候好说，一旦遇到困难很

容易散掉。“支部建在连上”，让党的领

导真正“直达基层、直达士兵”，让这支

军队在指挥员牺牲、建制打散甚至官兵

受伤被俘时，不会溃不成军，仍可以成

立党组织，重新投入战斗。

记者：《能文能武李延年》讲述的是

70 年前的一场战斗，描绘的是革命战

争年代一名基层政治干部的形象。战

争年代，是不是有很多“李延年”式的政

治干部？

江永红：人民军队建军之初，大多

数政治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讲不出大道

理。他们如何带领官兵打胜仗？靠的

就是不怕死，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吃苦

的事、危险的事、要命的事先上。

有位老首长曾经对我说，革命战争

年代，基层干部中指导员牺牲的很多。

长征中，红二军团第 6 师 18 团是一支战

斗力很强的部队，一路攻城拔点、斩关夺

隘，屡次担负重要任务。该团 4 任团政

委，两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两人身负重

伤。这些政治干部的能力素质，他们获

得的信任，都是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奋力

拼杀得来的。邓小平同志在 1978 年全

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就讲过：“政治干部更

要强调以身作则，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

就是这样。那时，你打仗不勇敢，怕死，

你不同战士心连心，不联系实际，不联系

群众，做政治工作就没有人听。”

政治干部懂打仗、敢打仗、善打仗，

一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战争年代我军

政治工作阵地在前线、在堑壕、在行军路

上，政治工作者上马能带兵打仗、下马会

宣传鼓动，政治工作自然有威信有威力。

只有共产党的军队，能守住这个高地

记者：新修订的《军队政治工作条

例》提出，政治委员、政治教导员、政治

指导员和本单位军事主官同为单位首

长、同为指挥员。您如何看待新时代

我军对政治干部的素质要求？

江永红：战争没有军政之分，不论

军事干部还是政治干部，都要能打仗、

打胜仗。前面提到过，既会做思想工

作又会指挥打仗，是我军政治干部的

优良传统。政治干部为战是本分，务

战是天职。因为到了战场上，牺牲不

是目的，胜利才是目的。

《能文能武李延年》如今受到广泛关

注，与其说是一种追捧，不如说是一种期

盼。政治工作聚焦战斗力，才有生命力。

新时代政治干部也要像李延年一样，军政

并重、军政兼通，敢于担当、善于攻坚。

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不应该存

在“军事主官不在位，训练受影响；政

治主官不在位，政治教育受影响”的现

象。军政分工不分家，过硬的军事素

质，是带兵打仗的“资格证”，也是开展

政治工作的“通行证”。

记者：您 认 为 ，新 时 代 的 人 民 军

队，如何培养出更多的“李延年”？

江永红：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太

好回答，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信息化战争对各级指挥员提出了

更 高 的 要 求 。 但 战 争 既 是 武 器 的 对

垒，更是人与人的较量。有些人认为，

随着战争形态不断变化，未来打的可

能是“不见面的战争”，按下按钮就完

成 了 作 战 。 我 个 人 不 赞 同 这 样 的 看

法。现代战争尽管信息化、智能化特

征凸显，但人的作用并未弱化，除了战

争筹划和战局协调，仍有可能短兵相

接、近距交战。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打赢现代战

争，我们不仅要多培养“李延年”式的

基层指挥员，还要培养出更多超越“李

延年”的人才。

“李延年”现象，与其说是一种追捧，不如说是一种期盼

（从左至右）1952年，李延年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荣誉称号、记特等功的通报；1952年，李延年获得

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证书；1979年，李延年任广西军区独立师政治部副主任时获得的三

等功证书。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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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年表情严肃，眼神里，透着军人

的刚毅。

这是在已公开的多数照片里，他留

给人们的印象。

记者看到的一张合影里，他笑容可

掬。合影的对象，是解放军报原副总编

辑、军旅作家江永红。合影的时间，是

2019年 12月 24日。

那是一次长达 10天、相谈甚欢的采

访结束后，战友间的留念。

为了撰写一部反映李延年人生经历

的书稿，江永红赴广西南宁，对李延年及

其亲属和老战友进行了为期 1个多月的

采访。与李延年朝夕相处 10天，江永红

走进了英雄的内心世界。

江永红在书稿中回忆，当时虽是冬

天，广西军区南宁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

的营院里树木郁郁葱葱，能欣赏到三角

梅盛开的花朵，闻到桂花温润的芳香。

离休后，李延年已在这里生活了 30

余年。

那天，换上那身最爱的 65 式军装，

佩戴习主席亲自颁授的“共和国勋章”，

不苟言笑的李延年露出了微笑。

照 片 的 一 角 ，一 盆 仙 人 掌 格 外 醒

目 。“ 我 最 爱 养 三 角 梅 和 仙 人 掌 。 为

啥？它们有战士的性格。三角梅的生

命力旺盛，开得姹紫嫣红，给人以温暖、

奔放的感觉；仙人掌适应恶劣环境，寓

意顽强……”李延年说，1992 年 10 月，

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代表团成

员访问朝鲜，把我国的红色三角梅作为

礼物带到朝鲜，也把朝鲜的三角梅带回

国内。

每到三角梅绽放的季节，李延年的

思绪总会穿越时光，回到朝鲜半岛的临

津江畔。那里有他一直不愿提及、始终

耸立心中的 346.6 高地，那里有他终生

难忘的两夜一天，那里有他的 7 连他的

兵。

近日，在电视剧《功勋》热播、开篇单

元剧《能文能武李延年》引起热议之际，

记者采访了江永红。

记者：在您看来，李延年是一位怎样

的政治干部？

江永红：第一是有担当，关键时刻敢

于承担责任，压得住阵脚。

当年，第 47 军奉命赴湘西剿匪，时

任 418 团 3 营 7 连 副 指 导 员 的 李 延 年 ，

带 着 7 连 进 驻 湖 南 怀 化 会 同 县 。 1950

年 6 月，大批土匪围攻会同县，连长要

求正在连山乡部署防御的李延年立即

支援。李延年陷入两难：不去支援，县

城丢了，会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去支

援，就可能丢了连山，连山可是剿匪部

队的重要粮仓。李延年决定用炮火支

援县城、威慑土匪。果如李延年所料，

炮火一响，土匪就四散逃开，县城之围

被解。

第二是有本事，能指挥打仗，能巩固

部队。

李延年 1945 年在吉林长春入伍，经

历过残酷复杂的斗争形势，深知部队纯

洁巩固的重要性，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做

思想工作。当时部队刚进入朝鲜，途经

兔山面一个村庄，有 50 多座新坟。李延

年便将官兵带到坟前开展思想教育，请

当地群众讲述村里男性几乎被残杀殆尽

的悲惨经历。很多战士流下眼泪，高喊

“为朝鲜人民报仇”。

李 延 年 还 善 于 指 挥 ，打 仗 很 动 脑

子。奔赴 346.6 高地前，李延年观察到

山 前 有 一 片 坡 度 平 缓 、纵 深 约 300 米

的 开 阔 地 ，猜 测 敌 人 肯 定 会 用 炮 火 严

密 封 锁 。 出 发 前 ，李 延 年 要 求 战 士 们

反 复 练 习 用 炮 弹 坑 隐 蔽 、逐 坑 跃 进 的

战 术 ，带 领 7 连 以 较 小 的 伤 亡 代 价 通

过 这 片 炮 火 封 锁 区 。 战 斗 中 ，李 延 年

根据战场变化不断调整战术。敌人的

前 4 次进攻，都是正面强攻，等到了第

5 次 ，改 为 正 面 进 攻 与 迂 回 包 抄 相 结

合 的 战 术 。 李 延 年 早 早 料 到 这 一 点 ，

及 时 调 整 部 署 ，派 机 炮 连 指 导 员 王 荣

宝 带 3 个 班 在 侧 翼 防 守 ，给 美 军 当 头

痛击。

第三是作表率，冲锋在前，模范作用

好。

李延年有很高的军事天赋，打枪投

弹样样在行。行军时，他总是帮战士背

东西，身上常是两个背包三杆枪。战士

们听见他那句“不要怕，跟着我”，心里就

踏实。他的连队 75%是“解放战士”，在

1950 年开赴湘西剿匪途中，没有出现一

个逃兵。

剿匪时，李延年带领 1 个步兵排和

1 个炮兵排共 50 余人，加上当地农民自

卫队 100 多人，挡住了 2000 多名土匪的

进攻。连山之战，他们共打死、打伤土

匪 340 人，仅牺牲 1 人、负伤 2 人。战斗

前，李延年总是周密部署。危险时刻，

李延年总是冲锋在前，不让战士作无谓

的牺牲。

再回头说 346.6 高地。兄弟部队接

防后，李延年带部队回撤，按惯例走在全

连的后面。当时天刚蒙蒙亮，通信员突

然发现李延年的后背有一大片血迹，提

醒他包扎一下。李延年凭经验判断，应

该是被炮弹碎片崩了一下。他对通信员

说：“别声张，我没事。我们在这里打了

两夜一天，美国兵要不给我留个纪念，也

不够意思吧？”采访的时候，他脱下上衣

给我看了美军给他留下的这个纪念，一

个不大的伤疤。

李延年本人不太愿意提及 346.6 高

地的那场战斗。他带着部队凯旋后不

久被提拔为 3 营副政治教导员，但他高

兴不起来。他总是念叨牺牲了的战友，

还说：“如果不是各种情况凑巧，也轮不

到我出头。”

“牺牲了那么多人，而我们还活着！”

对他的这句话，我印象深刻。

电视剧《功勋》的单元剧《能文能

武李延年》，真实还原了志愿军官兵在

抗美援朝战场与敌人斗智斗勇的英雄

事迹，将指导员李延年英勇善战、文武

双全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不少官

兵观看后表示，在李延年身上看到了

指导员的好样子。陆军第 79 集团军

官兵在讨论中，梳理了指导员“好样

子”的 4 个关键词。

关键词一：情理交融

能说“动情话”，会讲“朴实理”

指导员杨光：李延年以处理战士

小安东临阵脱逃事件为契机开展教

育，用二妞的故事抓住每名官兵的情

感触点，一步步阐释这场战争与个人、

与家国之间的内在联系，激发全连官

兵的战斗热情。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

作，也要注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

官兵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在情感上产

生共振，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想法“装进

别人的脑袋”。

排长赵万里：“可能到了和平来临

的时刻，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

个幸福的场景了”。这是剧中李延年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军人上战场

意味着随时为国捐躯，但军人的牺牲

换来的是祖国的和平和人民的安宁。

李延年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但讲

出了官兵的心声，每名军人听后都会

感同身受。

关键词二：严爱相济

既得“讲原则”，还要“掏心窝”

中士马骥：无论是“开小差”的小

安 东 ，还 是 被 戏 称“ 老 落 后 ”的 罗 厚

财，李延年的选择都是信任他们、帮

助他们，甚至顶住压力、甘冒风险带

领几名“解放战士”铲除汉奸，用实际

行动还他们清白，证明“尊重和信任

也 是 战 斗 力 ”。 作 为 连 队 的“ 党 代

表”，指导员如同官兵的“领路人”，要

用贴心、知心、暖心的方式，帮大家纠

偏正向，争取进步。

指导员张书铭：团结就是力量，但

团结并非一团和气，既要坚持原则，也

要互相关心。应像李延年一样，既敢

于批评、及时纠正，又各取所长，充分

调动每名官兵的主观能动性，把大家

紧紧团结起来，把连队凝聚成强有力

的战斗集体。

关键词三：文武双全

既练“笔杆子”，也练“枪杆子”

上士胡仲钦：召开作战会议，李延

年从全局出发准确分析作战要点；战

斗中，他组织部署狙击小组，利用地形

隐蔽反击。在他的灵活指挥下，坚守

阵地的官兵抱着必死决心，击退敌人

一次次进攻。优秀指导员首先是一名

合格指挥员，指导员的威信不仅在于

思想好、作风正，还要会打仗、打胜仗，

才能带领官兵完成一项项任务，取得

一个个胜利。

指导员寇伟：作为一线带兵人，我

们要像李延年那样，站起来能讲、坐下

来能写、上战场能打，既要把政治工作

当本职，也要把指挥打仗当本分，做到

“笔杆子”和“枪杆子”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

关键词四：率先垂范

敢说“让我来”，叫响“跟我上”

四级军士长武林：在阵地上构筑工

事，李延年带着战士一起干，累倒在战

壕里；阵地上缺水，他让战士们先喝，自

己排在最后……类似这样的故事，在我

军的历史上数不胜数。率先垂范是我

党我军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是官兵冲

锋陷阵最有力的号召。对基层战士来

说，朝夕相处的指导员是值得信赖的主

心骨，举手投足都会形成示范效应。政

治干部的威信不是在台上讲出来的，而

是以身作则干出来的。

指导员李志峰：“不亲冒矢石，则

将士不用命。”李延年身先士卒，激发

了战士视死如归的战斗血性，最终成

功通过炮火封锁区。群雁高飞头雁

领。要想当好领头雁，就要做到危险

我先上、苦累我先干，用自身的模范行

动形成良好的表率和示范效应，立身

为旗树威立信。正所谓“让有理想的

人讲理想，守纪律的人讲纪律，有自我

牺牲精神的人讲牺牲精神，最有说服

力，最有感染力”。

（本报特约记者海洋，通讯员陈

松、苟文曦整理）

（题图摄影：本报记者陈典宏，版

式设计：扈 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