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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弟，1919年生于天津市北仓镇北仓
村，14 岁开始便帮工种地补贴家用，做过电
工、架子工等。

1949年3月，杨连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铁道兵。在抢修北宁线滦河与安山大桥
时，杨连弟创造了“在跌落的钢梁下搭枕木
垛，用短钢轨代替起重工具移梁”的办法，保
证了大桥的及时修复。

1949 年 8 月，杨连弟参加了陇海铁路 8
号桥的抢修工作。该桥高45米，是当时全国
最高铁路桥。大桥被炸毁后，因施工难度极
大，先前工程队耗费较长时间未能修复。

面对无法攀爬的桥墩，杨连弟琢磨出用
铁钩绑杆子登高的办法，他带领18名战士在
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条件下冒险登高
作业。

前后耗时 4 个小时，9 月 4 日下午 1 点，
杨连弟成功登上8号桥2号桥墩。他所创造
的“单面云梯”施工法，为大桥提前修复奠定
了基础。当年10月18日，8号桥顺利通车，
比预定计划提早了12天，杨连弟荣立大功一
次，并被授予“登高英雄”称号。

1950年杨连弟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被
编入铁道兵团 1 师 1 团 1 连，当年 11 月赴朝
参战。在鸭绿江、大同江、沸流江、龙津江、清
川江、百岭川等铁路桥梁的抢修任务中，杨连
弟均做出了贡献。1951年3月，杨连弟光荣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5月15日，杨连弟在抢修清川江大桥时，被一颗定
时炸弹的弹片击中头部，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3岁。

杨连弟牺牲后，被授予“特等功臣”“一级英雄”“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等称号。陇海铁路8号桥被命名为“杨连弟
桥”，他所在连队被命名为“杨连弟连”。

文/新华社记者 郭方达
（据新华社电）

冯剑平，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蔚县，1932年考入宣化中学，
求学期间接受马列主义，投身革命。1935年7月，冯剑平与进
步同学秘密组织抗日同盟军，发动学生呼应北平，声援北平一二
九学生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正式成立。1940年冯剑
平调任平西挺进军九团任敌工股长。1943年，调任平西分区蔚
涿宣工委任敌工部长。1944年成立蔚涿宣联合县，
任联合县敌工部长。冯剑平作战机智勇敢，善于做
统战敌工工作，经常深入敌人内部作瓦解土匪、
联庄、伪大乡职员的工作，在开辟蔚县东北
山、西北山抗日游击区根据地的斗争中，身先
士卒，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4 年 12
月，调任冀察区十三地委任敌工部长。

解放战争中，任察哈尔省军区政治部联
络部副部长，后在68军政治部任敌工部副部
长。

1951 年，冯剑平赴朝鲜作战，任二十
兵团保卫部副部长。1952 年 3 月 13
日，冯剑平不幸遇难，以身殉职，时
年39岁。

英雄故去，但他为国为民戎
马一生的英雄主义精神在生他养
他的热土上继续传承发扬着。
文/新华社记者 李继伟

（据新华社电）

杨宝山，1919 年出生于敦化市大石头镇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幼年丧父，长期过着流浪生活。1945 年，日本侵略者投降
后，他参加了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英勇善战，屡立战
功，于1948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3月，杨宝山随部队赴朝鲜作战，承担防守临津江
东岸的任务。时任连长的杨宝山按照上级部署，于同年9月率
连队坚守天德山阵地。

10月1日，敌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天德山发起了
总攻。当天，连队官兵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毙伤敌人300多
人。3日，战斗更加激烈，敌人轮番进攻，又数次被打退。敌人
在天德山阵地上倾泻了几万发炮弹，整个地表被炸成了焦土。
但是，杨宝山和他的战友们依然顽强抗击。

此时，一股敌人从侧翼向天德山阵地攻来。杨宝山接到营
长命令：一定要把这股敌人消灭掉。他摘下耳机，砸烂手表，撕
毁文件和日记，把身边仅有的20多名伤员组织起来，决心与敌
人拼到底。但弹药已经全部用完，只有少量反坦克手雷。当敌
人冲到阵地前时，杨宝山左手抱起一块大石头，右手握着一颗
手雷，从隐蔽处冲向敌人。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杨宝山壮烈
牺牲，年仅32岁。

杨宝山以热血和生命捍卫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人使命，
发扬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了表彰这支英雄连
队和领导这个连的英雄连长，经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批准，给
杨宝山所在的5连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威震天德山英雄连”
的光荣称号；给连长杨宝山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一级战斗英
雄”的光荣称号。1952年10月5日，杨宝山所在部队又追授他
自由独立二级勋章一枚。 文/新华社记者 薛钦峰

（据新华社电）

高成山，1922 年生，河北省易县
人。1940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
年6月参加八路军，历任通信员、班长、
排长、政治指导员、连长等职。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作战勇敢，多次
立功。

1951 年 6 月，高成山参加中国人
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任志愿军第 68 军
204师612团1连连长。

同年10月，高成山奉命率全连坚守
朝鲜平安南道金化郡938.2高地。他向
团长表示：“战到一人一枪，绝不后退一
步！”进入阵地后，他立即组织抢修工事，
熟悉地形，配置火力，进行战前准备。

10月15日至19日的5天4夜间，
原本松林茂密的 938.2 高地被炮火打

成了一座秃山，山坡上的弹坑一个挨着
一个，整个阵地都被敌人打翻了，全连
伤亡严重，高成山的指挥所位置也换了
好几次。面对敌人的三面包围、炮火封
锁，他沉着指挥，积极争取主动，先后组
织了7次较大的反击，打退敌人大小百
余次进攻，毙伤敌1800余人，使敌军始
终无法接近阵地，创造了阻击作战的
范例。

激战4天后，高成山率领的1连仅
剩不到20人，依然继续顽强坚守，一直
坚持到增援部队接应，阵地寸土未失，
保障了由汉江东岸到鱼隐山广大地区
新战线的建立。19 日，高成山在战斗
中英勇牺牲，时年29岁。

1952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

“一级英雄”称号，所在连荣立集体特
等功。

受高成山战斗事迹的影响，侄子高
振芬 1977 年也光荣入伍参军，三年后
退伍回乡务农。他常和孩子们说：“你
爷爷为国捐躯，值！那时生活那么艰苦
都过来了，我们现在还怕什么。只要有
两只手，就能过上好日子。”

文/新华社记者 白明山
（据新华社电）

高成山：敢打敢拼硬骨头

罗盛教，1931 年出生在湖南省新
化县松山乡桐梓村马龙坳一个普通农
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1 岁才上小
学。他以顽强刻苦的精神，晚上挑灯苦
学到深夜，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省
立第九师范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罗盛教报名参军，
被送到湘西军政干校学习。1950年罗
盛教被调到某部文书训练班学习，之后
又被分配到47军141师直属侦察连任
文书，参加湘西剿匪斗争。

1951年，罗盛教响应党的号召，加
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并随部队奔赴朝鲜。

1952 年 1 月 2 日，新年伊始，正是
朝鲜半岛冰天雪地的时节。罗盛教一
大早便来到了附近的冰河边，准备练习

投弹。就在这时，河面上突然传来几位
朝鲜少年急促的哭喊声。罗盛教听不
懂朝鲜语，但当他看到朝鲜少年的手势
和破裂的冰面时，立即明白了一切。他
一边奔向冰窟，一边脱下棉衣，纵身跳
进了冰冷刺骨的河水中。

冒着零下 20 摄氏度的严寒，罗盛
教沉着冷静，很快便摸索到了落水的那
位朝鲜少年，并成功将他托出了水面。
可是，由于冰窟边缘的冰面太薄，承受
不了落水少年的体重，两人又跌落到了
水中。一次，两次，三次……少年三次
被托出水面，但三次都没能上岸。这
时，罗盛教的体力已消耗殆尽，四肢变
得麻木而僵硬，但他仍顽强地再一次沉
到水底，再一次找到孩子，并再一次将
他顶出了水面……这位得救的孩子就
是后来朝鲜军中的高级指挥官崔莹。
然而罗盛教却再也没能爬上来。

找到罗盛教烈士的遗体后，朝鲜石
田里人民异常悲痛。石田里人民委员
会在罗盛教牺牲的地方竖起了一块木
牌，上面写着：“生长在朝鲜土地上的人
民，都应该永远记着我们的友人罗盛教
同志，学习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文/新华社记者 谢 樱
（据新华社电）

罗盛教：献身救童留英名

汤景仲，1917 年生，字升堂，山东
寿光市孙家集街道汤家庄人。1937
年，日寇侵入寿光境内，全县爱国青年
纷纷寻求抗日报国之路。汤景仲到当
地牛头镇参加了武装起义，任国民革命
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分队
长。之后，他随部队转战，屡立战功。
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汤景仲作战英勇，文武兼备。抗日
战争时期，在鲁中南坚持游击战争，历
经临朐五井战斗、数次反扫荡斗争、西
高庄战斗等。解放战争时期，汤景仲率
部从山东进军东北，参加解放东北的战
斗。1947年，任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8

师 22 团团长，率部参加了三保临江及
1947年夏、秋、冬季战役。在通化龙爪
沟门战斗中，率领部队抗击敌人，奋战
七昼夜，从侧面背后袭击敌人，行动果
敢，出奇制胜，与友军配合，歼敌一个整
团，缴获军用物资若干。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汤景仲继续发
扬人民军队指挥员的优良传统。每次
战斗他都是亲临前线，英勇顽强，屡建
奇功。1950年10月19日，汤景仲协助
师首长率 118 师指战员从丹东渡江进
入朝鲜境内。25 日，部队在北镇两水
洞与敌人遭遇。他奉命从左翼进攻，部
署兵力，将所属354团设伏，形成布袋
口阵势，命353团配合围歼，待敌人进
入伏击圈内，展开激战，战斗到中午，将
敌人全部击溃。

1952 年 4 月下旬，汤景仲所在部
队奉调换防。换防后，汤景仲与师长罗
春生到新防地检查工事过程中，5月12
日在涟川新寺洞，不幸遭敌人飞机空
袭，壮烈牺牲，时年35岁。汤景仲牺牲
后，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文/新华社记者 张志龙
（据新华社电）

汤景仲：文武兼备指挥员

罗春生，1916 年出生于江西省吉
安县油田镇盘田村。1930年3月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江西独立3师独
立团当战士，8月调红一军团1师2团，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通信员、
班长、排长、保卫局科员，红2师第5团
特派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
和长征。

1950年10月19日，时任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40军120师师长的罗春生奉
命率部入朝参战。温井战斗中，他指挥
部队，担任切断敌人退路的艰巨任务，
获得了辉煌战果，在连续战斗中又以猛
插围攻的迅速动作打击了美军。后来，

他指挥部队由北向南，历经五次战役，
追歼敌人直至汉江南岸。

1951年8月，罗春生调任118师师
长。1952年5月，罗春生率领118师重
返三八线，接替第 64 军 192 师防务。
5月15日，罗春生在涟川前线新寺洞与
192 师交接防务时，突遭敌机空袭，身
负重伤，经全力抢救无效后牺牲，年仅
36岁。

1952 年 4 月，罗春生和同参加抗
美援朝的侄子（继子）罗伟取得联系时，
曾满怀期待地对罗伟说：“等打赢这场
仗，我就回家乡去看望父老乡亲。”牺牲
后，回家乡看看成为他未完成的夙愿。
1954 年 1 月，罗春生烈士的遗骸由朝
鲜新宫洞移葬回祖国。

罗伟的儿子罗惠诚退休后，发挥余
热，经常向村里的孩子们讲述先辈参加
长征和抗美援朝战争英勇杀敌的事迹，
勉励孩子们继承先烈遗志，珍惜革命前
辈流血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同时用爷
爷和父亲的事迹激励自己和家人，做一
个忠于党、忠于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人。

文/新华社记者 高一伟
（据新华社电）

罗春生：英勇事迹勉后人

吴国璋，1918 年生于安徽省金寨
县。由于家境贫寒，他幼年帮过工讨过
饭，7岁时就下地干活，9岁给地主家放
牛，经常挨打受饿。1929年，商南地区

（今属金寨境内）的农民革命运动搞得
轰轰烈烈，吴国璋也参加了儿童团，组
织儿童集会游行，宣传苏维埃政府的政
策主张；带领儿童团员站岗放哨、化装
侦察敌情，为红军、游击队和苏维埃政
府传递情报；给红军家属打柴、挑水。

1930年10月，吴国璋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193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1934年，随红25军参加长
征。途中双脚严重冻伤，以惊人的毅力

坚持行军打仗，到达陕北，被誉为“长征
中的小英雄”。1935 年 12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吴国璋
率领游击队奔赴山西，开展敌后游击
战，后到冀鲁豫军区任职，先后任营长、
团政治部主任、团长，率部粉碎日寇多
次“扫荡”“清剿”，被誉为“百战百胜的
吴团长”，冀鲁豫军区授予他“战斗模
范”光荣称号。

1945 年 9 月，吴国璋奉命从山东
菏泽出发，挺进东北，先后任东北民主
联军 2 纵 5 师参谋长、师长，参加长春
阻击战、大洼反击战、三打靠山屯及大
黑林子追歼战、昌图攻坚战等数十次战
斗，此后又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
宝战役等战役。

1950 年，吴国璋参加中国人民志
愿军，任志愿军第 39 军副军长。参加
了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1951年10
月，美军集结大批机群对志愿军阵地狂
轰滥炸，吴国璋在阵地前沿遭弹片击成
重伤，不幸牺牲，年仅33岁。

文/新华社记者 鲍晓菁
（据新华社电）

吴国璋：何惜热血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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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宝山：英雄威震天德山

冯剑平：戎马一生为人民

贠宝山，1930 年出生在河南省安
阳市东郊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
加入共青团。1950年10月，参加中国
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参加了第一、第
二、第三、第四次战役和1951年夏秋季
阵地防御作战，担任卫生员的他，多次
冒着密集的炮火奋勇抢救伤员。

1951年9月7日，贠宝山所在的部
队奉命向朝鲜江原道铁原郡中马山发起
攻击，贠宝山跟随突击排行动。在抢救
伤员的过程中，他的胳膊和腿先后负伤，
副连长让他撤下去休息，他说：“我是卫
生员，前线需要我。”坚持不下火线。在

抢救伤员时腹部又受了重伤，肠子流了
出来，他忍痛把肠子塞进腹内，一手捂着
肚子，一手拿着救急水壶，艰难地向前爬
行。水壶被子弹打了个洞，仅剩的一点
止痛救急水他舍不得喝要留给战友。他
忍着剧痛爬上山去又救护了3名伤员。
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年仅21岁。

贠宝山牺牲后，根据他生前的志
愿，1951 年 12 月 2 日所在部队党委追
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2年6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决定
为贠宝山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英
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一级战
士荣誉勋章。

中共安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范
淑云说：“贠宝山烈士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中涌现出来的一级英雄，是安阳人民
的骄傲。他为祖国、为人民忠于职守、
英勇顽强、舍己为人、不怕牺牲的精神，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英名和事迹
不仅记录在中朝两国的国史、军史里，
更是永远铭记在热爱和平的人民心
中。” 文/新华社记者 张浩然

（据新华社电）

贠宝山：舍己救人卫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