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4 2019年7月14日 星期日

孙占元1925年生，河南林
县人。1946 年参加中国人民
解放军。1948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51 年参加中国人民
志愿军赴朝作战，历任班长、排
长。他作战勇敢，机智顽强，先
后 5 次立功。他关心爱护战
士，行军中经常帮助别人扛枪、
背米袋，宿营时及时为战友们
补衣服、钉鞋带，还常常用自己
不多的津贴为战士们购买日用

品或救济有困难的家庭，深受同志们的喜爱和尊敬。
1952年10月14日，在朝鲜上甘岭战役中，敌军约6个营的

兵力攻占了志愿军防守的597.9和537.7高地。孙占元率领突
击排对597.9高地2号阵地实施反击，接近2号阵地时，他的双
腿被敌炮弹炸断。战士们劝他撤离阵地，他坚定地说：“我是共
产党员，是指挥员，不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决不离开自己的岗
位。”他以坚强的意志，来回爬行指挥，用机枪掩护战士易才学爆
破，摧毁 3 个火力点。突击排攻上 2 号阵地，继续向纵深发展
时，敌人突然从阵地侧后反扑过来，数名战友牺牲。他利用已攻
占的碉堡，架起缴获的两挺机枪轮番射击，接连打退敌人两次冲
击，毙伤敌80余人。敌人再次发起攻击，在战友相继伤亡、弹药
告罄的情况下，他忍着巨大伤痛，艰难爬行，从敌人尸体上解下
手雷继续战斗。当敌军拥上阵地时，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雷，与
敌同归于尽，年仅27岁。

孙占元牺牲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
追授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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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
级国旗勋章。

如今，孙占元烈士纪念馆内设置了贫寒
童年、踊跃参军、屡建奇功、壮烈牺牲四个
板块，展现孙占元烈士一生的光辉历程，有
70 余件实物，包括图片、组画、模型等，并
制作了孙占元烈士在生命最后一刻与敌
人殊死同归的壮烈场景。纪念馆歌颂了
孙占元为了打开冲锋的道路与敌
人同归于尽的英雄壮举，同时展
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主
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

文/新华社记者 王 烁
（据新华社电）

邱少云：烈火中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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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邱少云出生在铜梁县关溅乡
玉屏村邱家沟（今少云镇少云村）一个贫苦
家庭，194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5 个月后，在“雄赳赳，气昂昂，跨
过鸭绿江”的战歌激励下，邱少云参加
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2年10月，邱少云所在部队担
负攻击金化以西“联合国军”前哨阵地
391高地作战任务。为缩短进攻距离，
便于突然发起攻击，11日夜，部队组织
500余人在敌阵地前沿的草丛中潜伏，
邱少云正是其中一员。

12日12时左右，美军盲目发射燃

烧弹，一发落在了邱少云的潜伏点附
近，草丛立即燃烧起来，火势迅速蔓延
到他身上。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沟，
只要他后退几步，就势一翻，就可在泥
水里将火苗扑灭。但为了不暴露目标，
确保全体潜伏人员的安全和攻击任务
的完成，他放弃自救，咬紧牙关，任凭烈
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30多分钟，直
至壮烈牺牲，年仅26岁。

邱少云牺牲后，反击部队在其伟大
献身精神鼓舞下，当晚胜利攻占了391
高地，全歼美军1个加强连。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邱少云牺
牲的朝鲜391高地，筑立起一座高高的
石壁，上面镌刻着一行鲜艳夺目的红漆
大字：“为整体、为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
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为纪念邱少云烈士，有关方面还在他
的家乡铜梁区凤山之巅建设了邱少云烈
士纪念馆，全馆共陈列国家二、三级文物
37件，烈士遗物20余件。近年来，纪念馆
年均接待观众40余万人次，已成为爱国
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

文/新华社记者 周闻韬
（据新华社电）

黄继光，四川省中江县人。1931
年生，1951 年 3 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
军。作战勇敢，立三等功1次。

上甘岭战役，于 1952 年 10 月打
响。黄继光所在营 10 月 19 日夜奉命
夺取上甘岭西侧 597.9 高地。部队接
连攻占3个阵地后受阻，连续组织3次
爆破均未奏效。时近拂晓，再不拿下高
地将贻误整个战机。关键时刻，时任通
信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
任务，率两名战士攻坚。

黄继光所部的钟仁杰、李继德、万
福来等人，均目睹了黄继光牺牲的壮
烈一幕：

黄继光等人在距敌火力点不到50
米的地方被敌人发现，照明弹、探照灯
使整个山坡变成了白天，无数条机枪喷
射出来的火舌，扫向他们隐蔽的地方，
三人相继倒了下去。

距敌火力点只有不到10米了！黄
继光用右臂撑住身体，扔出手雷，可惜
敌机枪只略一停顿。钟仁杰命令全力
吸引敌人火力，黄继光顽强机警地爬到
了碉堡下，那里是敌人射不到的死角。

这时，只见黄继光猛地站起来，身
子向上突地一挺，奋力向碉堡扑了上
去，用胸膛堵住了冒着火舌的枪口！

战后，黄继光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
号，同时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
章、一级国旗勋章。黄继光烈士遗体安
息于沈阳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陵园。

黄继光牺牲后，黄妈妈邓芳芝又将
一朵大红花戴在小儿子黄继恕胸前，黄
家先后有十余人参军入伍……

文/新华社记者 谢 佼
（据新华社电）

黄继光：舍身堵枪口

李湘，原名李秀里，1915年出生于江
西永新龙源口镇泮中村一个农民家庭。

1930 年 8 月，李秀里报名参加红
军，1931 年 1 月调到红九师二十五团
当司号员，随部队进入湖南。朱德到二
十五团检查工作时，说“秀里”的名字太
俗气，便指地为名，为他改名李湘。李
湘在当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9
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红九师二
十五团三连排长、连政治指导员。

1934年10月21日，李湘随红一方
面军开始长征，其间虽数次在战斗中负
伤，但经过短暂的休养之后，李湘仍赶
上队伍，最终成功到达延安。

1951 年初，李湘奉命率领志愿军
第六十七军赴朝作战。4月，他带领作
战处长、侦察参谋和通信电台，先于部
队两个多月入朝。

1951 年 9 月 21 日，美军向第六十
七军阵地发起步兵、飞机、大炮、坦克同
时进攻，李湘指挥部队勇猛回击，歼敌
1000 余人；10 月 13 日，敌军以 4 个师
的兵力向李湘、旷伏兆指挥防守的金城
南 27 公里阵地大举进攻，六十七军全
体官兵在李湘的指挥下，依托阵地顽强
阻击，创造了3天歼灭敌军17000多人
的最高纪录。

1952 年，在敌军发动“春季攻势”
前夕，李湘病倒了。为指挥战事，他依
旧奋战在战斗前线，放弃了到后方医院
医治的机会。此后，李湘的病情迅速恶
化，由细菌感染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
炎，因医疗条件限制，于 1952 年 7 月 8
日去世，年仅37岁。李湘去世后，金日
成称赞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授予他一级国旗
勋章。

文/新华社记者 林 浩
（据新华社电）

李湘：身经百战 不辱使命

伍先华，1927 年出生于四川省遂
宁市安居区东禅镇，自幼家贫。1949
年12月，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
8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
3 月，伍先华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
抗美援朝前线。

在1951 年4 月至 6 月进行的抗美
援朝第五次战役中，伍先华冒着敌人疯
狂的扫射和轰炸，把受伤的班长背下阵
地，又返回战场痛击敌人，打退敌人三
次反冲击，荣立三等功。同年 8 月，他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伍先华所在部队向北转移，

他调到连部照料重病的连长，不久升任
二连一排三班班长。

1952 年 9 月 29 日下午 5 时，官岱
里反击战打响。伍先华领着班里党员
战士宣誓：“在党需要的时候，愿献出自
己的生命！”然后，伍先华指挥全班分两
个爆破组冲向目标。在连续炸毁了几
个地堡后，正面进攻部队仍被敌人机枪
扫射压住不能前进，爆破组也有很大伤
亡。当此紧急关头，伍先华抱起一捆
10 公斤的炸药包冲向敌人，即使中途
中弹倒地，仍冒着枪林弹雨爬到敌人火
力点，最后拉燃导火线冲进坑道，炸死
敌人40余人，扫除了部队前进的障碍，
为官岱里反击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伍先华壮烈牺牲时，年仅25岁。

1952 年 11 月 2 日，志愿军政治部
给伍先华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
爆破英雄”称号。

1953 年 6 月 25 日，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追授伍先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英雄”称号，并授其金星奖章和一级国
旗勋章。 文/新华社记者 高健钧

（据新华社电）

伍先华：爆破英雄 冲锋向前

杨春增，1929 年出生于河北省沙
河县（今沙河市），1945年10月参加中
国人民解放军，任某部机要科通信员。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3月
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1952年8月5日，杨春增所在的志
愿军第35师第104团第4连，向守卫在
江原道金城座首洞东南无名高地的南
朝鲜军首都师第 26 团第 11 连发起进
攻，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志愿军勇士们
突破南朝鲜军防线，攻占高地，全歼守
军一个排，敌军不断进行反扑。

次日拂晓，敌军火炮猛烈轰炸我军阵

地，阵地上土石乱飞。敌军发动数次反扑
都被我军打退后，发起了集团冲锋。杨春
增从容不迫命令炮兵集中优势火力向敌
开炮，从早晨激战到下午3时，打退数倍于
己的敌军十余次反扑，毙伤敌200余人。

黄昏时刻，我军伤亡严重，阵地上
仅存杨春增、卫生员两人和一颗手雷。
此时，百余名敌兵再次蜂拥而至。紧急
关头，杨春增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他抱
起手雷，奋勇冲入敌群，只听一声巨响，
烟柱腾起处，杨春增与敌人同归于尽。

阵地保住了，杨春增却壮烈牺牲
了。在杨春增英勇献身精神的激励下，
第4连与敌军反复争夺4天，打退敌军
近30次反扑，毙伤俘敌600余人。

1952 年 11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
导机关为杨春增追记特等功，追授“中
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中国共
产党模范党员”等称号。1953年6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
议常任委员会追授杨春增为“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

文/新华社记者 李继伟
（据新华社电）

杨春增：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

倪祥明，1925 年出生在河南省杞
县泥沟乡聂寨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
母早逝，由姐姐抚养长大。1949 年参
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参加中国
人民志愿军，是志愿军第 39 军 115 师
343 团 3 营 7 连 4 班副班长，赴朝鲜参
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2 年 7 月 22 日，在朝鲜黄海北
道涟川郡老秃山战斗中，倪祥明与战友
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子弹打光了，就
投掷一颗颗手榴弹。在固守阵地上的
洞口时，倪祥明手中剩下最后一颗手榴
弹。为了不让敌人接近洞口，他纵身一

跃，提起手榴弹扑向敌人，被5个美军
围住。倪祥明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
席万岁”，紧接着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
归于尽，时年27岁。

1952 年 9 月 5 日，根据倪祥明生
前的请求，他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
员。同年 9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领导机关决定追记他特等功，同时授
予“一级英雄”光荣称号。倪祥明烈士
生前所在的4 班，也被命名为“一级英
雄班”。

为纪念倪祥明烈士，1954年2月，
杞县人民政府在杞县城隍庙内建成纪
念碑亭一座，亭基六角形，周长20米，
高 1 米许，南北两面各修石阶 3 级，上
筑六角形亭，高8米。亭中央竖纪念碑
一座，高3米，三棱形，上端3面各嵌五
角红星，正面刻“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
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倪祥明烈士纪念
碑”，另两面刻烈士事迹和修建单位名
称，1986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9月迁水东烈士陵园。

文/新华社记者 王 烁
（据新华社电）

倪祥明：无名高地上的英雄

在重庆市渝中区菜园坝火车站附近的两
路口建兴正街的人行梯道中间，矗立着一座
醒目的纪念碑，碑上刻有“模范人民警察张国
富纪念碑”几个大字。烈士张国富，是新中国
成立后公安部授予“模范人民警察”这一光荣
称号的第一人。

张国富，中共党员，1918 年 3 月生于浦
江县治平乡张官村。1938年，他经同乡介绍
到广西融县“四一”兵工厂当工人，后随厂迁
至重庆。1949年，重庆解放后，张国富调至
重庆市公安局第四分局黄沙溪派出所（现属
渝中区管辖）任事务员、治安民警。

1952年6月2日下午5时，张国富沿成渝
铁路去鹅公岩执行公务，行至新黄村附近时，
正值一列火车从菜园坝方向驶来。他突然看
见一个10岁左右的拾柴小孩正在铁轨上迎面
走来，而列车飞快逼近，处境十分危险。

张国富急忙挥手大喊：“小孩快下来，火
车来了！”然而小孩毫不知情，继续在枕木上
行走。待小孩发现火车时，火车已近在眼前，
被吓得不知所措。火车风驰电掣般驶来，千
钧一发之际，张国富不顾一切地飞跑过去，猛
地将小孩提上了人行道。

小孩安全获救了，而张国富刚跨出铁轨，
却被疾驰而至的火车风势卷倒在地，头部被
火车撞伤，终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壮烈牺
牲，时年仅33岁。

张国富牺牲后，获救儿童王钰鑫和他的
母亲马素贞一道，来到张国富墓碑前献花。
王钰鑫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张国富叔叔为
救我牺牲了，我要好好学习，为国争光，用实
际行动来报答张国富叔叔。”

1952年11月30日，为表彰张国富同志英勇献身的精神，中
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签署命令，追认张国富同志为革
命烈士，并授予“模范人民警察”光荣称号。张国富烈士是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个获得公安部授予的这一光荣称号的警察，也是
重庆市公安民警中涌现出来的第一位全国性的英雄模范人物。

过去几十年里，市民群众一直没有忘记张国富烈士，并且在
城市建设过程中也对其墓地、纪念碑加以妥善保护。张国富烈
士墓和烈士纪念碑原分处两地，烈士墓位于黄沙溪大平街，烈士
纪念碑处于两路口建兴正街。因市区规划，烈士墓后被划入拆
迁范围，2005年，当地经与烈士亲属会谈，达成搬迁烈士墓的决
定，实现了烈士墓、碑合一。

如今，纪念碑已经成为当地缅怀公安英烈、弘扬公安队伍正
气的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当地警察都会前往张国富烈士纪念
碑前敬献花圈，并举行“缅怀革命先烈”的宣誓活动，市民群众也
纷纷自发到这里祭扫，缅怀长眠于此的模范人民警察张国富。

文/新华社记者 许舜达
（据新华社电）

孙占元：意志坚强 作战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