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抗美援朝英模部队

中国青年报军事部投稿邮箱：
junshibu@vip.126.com

□ 刘 璐

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后，科技部派工作组对他进行考核，确

定第二天上午谈话。医院机关考虑这是件

大事，就取消了他原定第二天的手术。吴

孟超知道后，坚持手术不能推迟。

次日下午谈话时，吴孟超解释：“手

术 的 病 人 是 一 位 河 南 农 民 ，60 多 岁 了 ，

病得很重，家里又穷，乡亲们凑了钱才来

上海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实

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

考核组的同志听了非常感动。

直到去年 1 月宣布退休前，时年 96 岁

高 龄 的 吴 孟 超 一 直 没 有 放 下 手 中 的 手 术

刀。从医 77 年，他主刀完成了 1.6 万多台

肝 胆 手 术 ， 成 功 救 治 了 1.6 万 余 名 患 者 。

2005 年 ， 吴 孟 超 荣 获 国 家 最 高 科 学 技 术

奖，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

誉 称 号 ，2010 年 还 被 评 为 “ 感 动 中 国 十

大年度人物”。

但当一部以他为原型拍摄的传记电影

计 划 在 全 国 上 映 时 ， 制 片 方 请 他 题 写 片

名 ， 这 位 声 名 远 播 的 “ 中 国 肝 脏 外 科 之

父”没有选择准备好的大词，而是挥笔写

下了“我是医生”这个朴素的名字。

“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还没有扔

进太平洋，我还要继续同肝癌斗争。”在

院 士 退 休 座 谈 会 上 ， 精 神 矍 铄 的 吴 孟 超

说，“虽然退休了，但只要组织需要，只

要病人需要，我随时可以进入战位，投入

战斗！”

一

2018 年 ， 在 央 视 《朗 读 者》 节 目 录

制 现 场 ， 吴 孟 超 见 到 了 曾 经 的 病 人 王 甜

甜。已经步入婚姻殿堂的王甜甜一见到吴

孟超，眼里就泛起激动的泪花。“吴爷爷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她说。

14 年 前 ， 刚 从 北 京 外 国 语 大 学 毕 业

的王甜甜发现腹部一天天长大，到医院检

查后发现，肝上长了个巨大的海绵状血管

瘤，位于中肝叶，严重压迫第一、二、三

肝门，去多家医院看后医生都束手无策。

有好心人建议他们去找吴孟超。强烈

的生存欲望让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上

海，吴孟超组织了多次专家会诊，最后决

定“不做肝移植，就用手术切除肿瘤”。

9 月 24 日 ， 吴 孟 超 主 刀 为 王 甜 甜 进

行了 10 个小时的手术，成功切除了足有

排 球 大 小 的 瘤 子 ， 把 她 从 死 神 手 里 抢 了

回来。

康复以后，王甜甜到一所学校当上外

语教师。5 年后，她和男朋友选择在 9 月

24 日“获得再生”这一天，携手走上婚

礼的红地毯。

这 已 不 是 吴 孟 超 第 一 次 勇 闯 禁 区 。

1983 年 春 天 ， 一 对 来 自 浙 江 的 渔 民 夫

妇，抱着 4 个月大的女婴找到吴孟超，苦

苦哀求“救救我们的孩子”。吴孟超为女

婴检查后诊断为肝母细胞瘤。

这是一种肝脏恶性肿瘤，多发于 3 岁

以下儿童。由于婴儿体质差，血管细小且

脆 弱 ， 长 了 这 种 肿 瘤 相 当 于 被 判 了 “ 死

刑”。吴孟超和同事经过多次会诊，制订

了细致的手术方案，他亲自主刀，为女婴

切除了重达 600 克的肿瘤。

孩子很快康复，出院时身体各项指标

全部正常，体重增加了 1 公斤。23 年后，

这个名叫朱丽娜的女婴成为一名护士，她

说，“是吴老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要

像他那样关心护理好别人的生命”。

2007 年 的 冬 天 ， 江 西 病 人 赵 国 庆 找

到吴孟超求治。在此之前，这位被肝硬化

和肝癌折磨的患者因病情复杂，被多家医

院拒之门外。吴孟超亲切地拉着他，轻轻

拍着他的肩膀，还用自己的额头贴着赵国

庆的额头试体温。这个被其他医院放弃治

疗的中年汉子激动得潸然泪下。

吴孟超两次组织会诊，并亲自主刀，

历时 6 个小时，成功为他实施了手术。当

时有好心人劝他，这么复杂的手术不要亲

自上了，万一失败会晚节不保。吴孟超却

说 ：“ 我 不 怕 手 术 失 败 ， 更 不 怕 晚 节 不

保 。 想 方 设 法 为 病 人 解 决 问 题 才 是 我 的

‘晚节’。”

“为医之道，德为先。”吴孟超常说，

“从医这么多年，我时时记着老师裘法祖

教授讲过的一句话，‘医术有高有低，医

德最是要紧’。”

很 多 患 者 为 了 感 谢 吴 孟 超 的 救 命 之

恩 ， 要 请 他 吃 饭 ， 给 他 送 来 土 特 产 、 红

包、金戒指，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曾有一

位病人冯爱辉被诊断出巨块型肝癌，她和

丈夫王兵跑遍了老家的医院，都说“手术

难度极大，病人有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

后来经人介绍，他们来到上海。吴孟

超亲自主刀，用了 3 个多小时成功为她切

除了近 3 公斤重的肝细胞腺瘤。

出院时，王兵抑制不住内心激动说：

“吴老，我已经打听过，送给您锦旗的太

多了，都没地方挂；您对钱财名利又十分

淡薄。我也不知道如何感谢您，俗话说，

‘ 男 儿 膝 下 有 黄 金 ’， 我 就 送 点 黄 金 给

您 。” 他 说 着 流 泪 给 吴 孟 超 跪 下 了 。 此

后，王兵一家每年都把吴孟超为冯爱辉开

刀这一天定为庆贺的日子。

二

“今天，我又挨‘熊’了。”在肝胆外

科，经常会听到吴孟超的学生乐呵呵地诉

说自己的“糗事”。吴孟超从不“熊”病

人，一般不“熊”护士，但对自己的学生

却非常严厉。然而时间长了，大家发现了

其中的“奥秘”：越是喜欢的学生，吴孟

超要求越是严格。

严以群是吴孟超带出来的博士生，从

1984 年 跟 随 吴 孟 超 至 今 ， 他 挨 的 “ 熊 ”

可 不 少 。 早 年 他 担 任 吴 孟 超 的 协 理 医

生 ， 他 的 一 位 研 究 生 同 学 在 医 院 实 习 ，

找 到 他 希 望 帮 病 人 开 一 种 药 ， 当 时 这 名

同 学 没 有 处 方 权 ， 有 处 方 权 的 严 以 群就

帮了同学的忙。

这件事被医院的督察组知道了，要在

全院通报。吴孟超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严

以群，并责令他写出书面检讨，自己却跑

到院领导那里求情，“小伙子还年轻，这

么早给他一个处分，会打消他的积极性”。

严 以 群 将 3000 字 的 检 讨 书 交 来 ， 吴

孟 超 看 后 又 还 给 他 说 ：“ 写 检 讨 只 是 形

式，目的是让你反思错误、改正缺点。留

在我这里是废纸一张，放在你那里却可以

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犯类似错误。”严

以群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将检讨书用夹

子夹好，挂在墙上醒目的位置，不时警醒

自己。

杨甲梅也是吴孟超的学生。看到他虚

心诚实，认真好学，吴孟超就把肝移植的

担 子 压 到 了 杨 甲 梅 的 肩 上 。1993 年 ， 吴

孟超安排杨甲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国

外大学考察学习。

杨甲梅到外国后，很快就以他练就的

“吴氏刀法”，令国外同行钦佩不已。学习

期限快到了，外方希望杨甲梅留下来，并

许以优厚待遇。杨甲梅想到老师的殷切嘱

托，便义无反顾地谢绝了对方的挽留，表

明了回国服务的决心。

学 生 沈 锋 也 是 由 吴 孟 超 介 绍 ，1992
年赴国外专门从事肝癌免疫方面的学习研

究 。“ 你 回 国 时 ， 我 到 机 场 迎 接 。” 临 行

前，吴孟超对沈锋说。

沈 锋 学 成 按 期 回 国 ， 吴 孟 超 非 常 高

兴。沈锋乘坐的航班早上 6 点半到上海，

吴 孟 超 5 点 10 分 就 早 早 起 床 登 车 直 奔 机

场 。 沈 锋 下 了 飞 机 看 到 老 师 真 的 来 接 他

了，急忙走过去紧紧握住老师的手，激动

得说不出话来。

沈 锋 1994 年 回 国 后 ， 很 快 取 得 了 多

项高等级科研成果。1996 年，年仅 34 岁

的他被评为原总后勤部“科技新星”。

三

医学研究表明，中国是肝癌的高发国

家 ， 世 界 上 每 年 新 发 肝 癌 患 者 约 62 万

人，中国人占到 55%。吴孟超曾说，“我

的梦想就是将‘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

平 洋 去 ”。 获 得 国 家 最 高 科 学 技 术 奖 后 ，

吴孟超将国家和部队奖励的 600 万元全部

捐出，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

用于扶持肝胆外科领域的青年才俊。

上世纪 50 年代初，吴孟超开始向肝

脏外科领域进军，一位国外知名专家看到

他们是在两间破房子的简陋条件下进行研

究时下断言，“中国肝脏外科要赶上我们

的水平，起码要二三十年。”

吴孟超憋着一股劲儿，带领“三人小

组”首次提出肝脏结构“五叶四段”解剖

理论，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

成 功 完 成 世 界 上 第 一 台 人 体 中 肝 叶 切 除

术。仅用 7 年时间，就将中国的肝脏外科

提升至世界水平。

但吴孟超深知，“只会做手术的医生

只能算开刀匠”，一台手术只能救治一个

病人，要从根本上解决肝癌问题，必须在

基础研究上不断突破。

“肝癌的基础研究与临床治疗就像一

个人的两条腿，两者结合才能彻底解决这

一世界难题。”他说。

1993 年 5 月 ，“ 东 方 肝 胆 外 科 医 院 ”

和 “ 东 方 肝 胆 外 科 研 究 所 ” 成 立 。 坚 持

“两条腿走路”的吴孟超目标是，把东方

肝胆外科医院建成世界上一流的肝胆外科

专科医院，把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建成世

界一流的肝癌研究中心。

医院设立了病理、生化、免疫等研究

室，并相继成立肿瘤免疫、肝脏移植及内

镜培训 3 个中心。1996 年，医院又建立了

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中美合

作肿瘤免疫和生物治疗中心等 4 个后来在

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基础研究实验室。

2000 年 以 来 ， 吴 孟 超 又 带 领 团 队 建

立起世界上最大的肝癌样本库，肝癌介入

疗法、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等

方法也相继应用于临床。吴孟超和他的团

队经过长期努力，使肝脏外科手术死亡率

降低为 0.30%，肝癌术后 5 年总体生存率

为 53.6% ， 小 肝 癌 术 后 5 年 生 存 率 达 到

79.8%。

2015 年 ， 一 位 肝 癌 晚 期 病 人 找 到 吴

孟超时，肿瘤已经发生多处转移，不能进

行手术。专家会诊后认为，病人存活可能

不会超过半年。综合评估病人的病情后，

吴孟超建议进行免疫靶向治疗。这种打破

常规的做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病人

不但肿瘤得到有效控制，各项身体指标也

逐渐好转。5 年过去了，这位病人还健康

地活着。

研究和攻克肝癌，仅靠一家医院是不

够 的 ， 必 须 向 它 发 起 “ 集 团 式 进 攻 ”。

2006 年春天，吴孟超联合其他 6 位院士向

国 务 院 提 交 了 “ 集 成 式 研 究 乙 型 肝 炎 肝

癌 ” 的 建 议 案 ， 被 列 入 国 家 科 技 重 大 专

项。如今，由他主持建成的国家肝癌科学

中心已经屹立在上海安亭，成为亚洲最大

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

2019 年 1 月，97 岁的吴孟超响应国家

院士制度改革的号召，带头光荣退休了，

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下临床进病房，一有

空就阅读最新的学术文献资料，“肝癌是

我 今 生 最 大 的 敌 人 。” 他 说 ，“ 我 活 着 一

天，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

苍 生 大 医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吴孟超

□ 田 亮 王天林

“六盘村‘活了’！下一个 5 年，生活

一 定 会 更 好 ！” 听 着 新 闻 里 关 于 “ 十 四

五”规划的报道，回想着村子脱贫摘帽的

经历，六盘村党支部副书记李运波激动得

眼眶湿润了。

六盘村是火箭军某旅驻地的一个省级

贫困村，村内有 127 家农户。5 年前，这

个山村垃圾遍地，道路破烂不堪，大多数

村民的生计只靠几亩旱田，“建档立卡的

特困户就占三成”。

如今，在该旅连续 5 年帮扶下，六盘

村村容得到了治理，村路实现了硬化，村

民当起了养殖、种植专业户，还纷纷做起

电商，农产品声名在外，不仅提前实现脱

贫摘帽，村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办实事

“火箭军来了！”5 年前，六盘村被确定

为火箭军某旅定点帮扶对象。该旅数台工

程机械缓缓开进村子，开始清理堆积如山

的垃圾，疏通堵塞的排水沟渠⋯⋯官兵们

甩开膀子，把村里多年累积的生活垃圾全

部清理干净，几名战士还帮村里更换了老

旧的供电线路，整理好了凌乱的架空电缆。

“从那时起，六盘村一天一个样。”村民

们感慨说。

“ 首 先 从 老 百 姓 亟 须 解 决 的 问 题 入

手。”旅政委傅春权围着村子转了一圈，看

着村内的土路直皱眉。

村民刘荣虎说：“‘六盘’祖祖辈辈都是

土路，一下雨根本没法下脚。”

在该旅协调下，不到一周施工队就开

进村里，一条 3 公里的硬化村路很快修通。

在通往农田的路口，他们又修筑起一座石

桥，“方便农机通行，解决排水问题”。

以往，六盘村没有集体产业，年轻人大

多外出打工。“大伙儿看不到希望，都往外

‘跑’。可文化不高，‘外面’也挣不到啥钱。”

村干部说，这样的恶性循环一直在持续，村

子很难富裕起来。

“有了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这一

切，该旅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们派

出骨干，与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调研，历时

近 1 个月，设计出“引进来+走出去”的脱贫

策略，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没多久，在该旅扶贫专款支持下，村里

引入了养殖合作社，特色生态种植园也建

设 完 成 。该 旅 还 多 方 面 协 调 ， 组 织 村 民

“走出去”学习养殖、种植技术，请来驻

地农业专家实地培训农业知识。此外，该

旅还按“同质同价、互利互惠”原则，与

村里签订了 《农副产品供应协议》 ，村民

种植的果蔬直达官兵餐桌。

这 5 年，该旅先后投入资金百余万元，

解决了六盘村数十个难事、难题，刘荣虎逢

人便激动地说，“火箭军是能办实事的！”

引新风

年近七旬的村聘用会计刑立伏怎么也

想不到，自己这么大年纪，依然可以通过努

力，加入党组织。

“扶贫先扶志，致富先治心。”该旅领导

说，对于像六盘村这样长期贫困的村子，调

动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他们从帮建党

支部入手，号召村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村

内党员数量由 18 人增加至 23 人。

扶贫与扶志结合，让村民思想观念很

快发生变化。

看着自家养殖场的羊逐渐长大，村民

刘长国不禁感叹：“要是早几年干养殖，日

子早就过好了。”

过去，刘长国一家一直靠种玉米维持

生计，在部队及村干部鼓励下，他开始尝试

养羊。眼瞅自家养殖场越来越好，他又有了

新计划，“争取明年再增加 200 只羊。”

“ 让 老 百 姓 出 大 力 气 简 单 ，换 思 想 挺

难。”李运波说，六盘村村民世代守着农田，

靠天吃饭已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

为了改变这样的思想观念，该旅骨干

和村干部挨家做工作、逐人拉家常，鼓励带

动村民加入扶贫项目。该旅还多方协调，帮

助村里种植、养殖基地打通了“种、养、育、

订、运、销”链路。

慢慢地，“头脑活泛”的一批村民尝

到了甜头，“全体农户就都有了信心，开

始跟着干。”

如 今 ， 村 里 “ 坐 墙 根 晒 太 阳 ” 的 少

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多了。村民张

学 忠 承 包 土 地 ， 因 地 制 宜 种 植 天 麻 脱 了

贫；刘玉山学习养殖技术，成了远近知名

的梅花鹿养殖专业户⋯⋯

有了这些基础，一些村民开始尝试做

电 商 ， 把 生 意 做 到 了 网 上 ，2018 年 还 跻

身“省百个电商村”。

修筑文化广场、制作扶贫宣传墙、援建

农家书屋、开展“1+1”爱心助学、70 余名干

部担任孩子的编外辅导员⋯⋯随着该旅系

列“精神文明扶贫工程”亮相，六盘村新风

徐徐，自信洋溢在村民们的脸上。

注真情

“陶大爷，我们来看您啦，最近身体

咋样？”去年春节，该旅保卫科科长孙旭

来到六盘村复员老兵陶以顺家，送去节日

的问候。

年近九旬的陶以顺是一位抗美援朝老

兵 ，1960 年 复 员 返 乡 。 老 人 独 自 居 住 ，

该旅经常会派骨干看望，帮老人解决生活

上的困难。

该旅官兵还与村内的孤寡老人、特困

户结成帮扶对子，“家里有大小事情，一个

电话这些兵娃就到”。

村里张大娘患有严重高血压，给她的

生活带来很大困扰，家里儿女生活困难，照

顾老人心有余力不足。该旅军医周敬人得

知情况后，专门针对她的情况制订了治疗

方法，使她的病情得到很大缓解。

周敬人说，他们会定期到村里巡诊，了

解村民身体状况，为村民免费送药，制订健

康档案管理表。疫情防控期间，防疫物资匮乏，

他们还专程为村里送去了一批防疫物资。

其 他 诸 如 清 理 街 道 、 干 农 活 等 “ 小

事”，在该旅官兵眼里“都跟给自己家干

活儿一样，能多干就多干点。”上等兵李

佳俊 2019 年入伍，已连续坚持为村民义

务理发 1 年多。

5 年来，该旅官兵帮村民修农机，开展

送文化进村活动，利用野战文化器材为村

民放电影，与六盘村村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那次巡诊结束，陶以顺眼含热泪站在

村口久久不愿离开，他说，“这些兵跟我们

当年当兵时一样，都是真心为了老百姓的

好战士啊。”

在 六 盘 村 ，很 多 孩 子 都 有 一 个 梦 想 ，

“长大了当解放军”。有人问他们为啥，他

们说：“解放军最受人尊敬。”笑容挂在他

们充满童真的脸上，那么灿烂，就像六盘

村的未来一样希望无限。

六盘村“活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
通讯员 杨 凯 益西平措

“ 雄 赳 赳 ， 气 昂 昂 ， 跨 过 鸭 绿 江 ！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10 月

24 日上午，雄壮有力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战歌》回荡在西藏军区某旅营区上空。

当天，该旅隆重举办纪念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主题活动，

并邀请到 3 位志愿军后代代表参加此次

活动。

该旅作为西藏军区唯一一支参加过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部队，前身为中国

人民志愿军 50 军 149 师。抗美援朝第四

次 战 役 中 ，149 师 447 团 奉 命 坚 守 白 云

山，连续打退美军对白云山阵地发动的

10 余次进攻，歼敌 1400 余人，成功守护

汉江防线咽喉要道。战后，志愿军总部授

予 447 团“白云山团”荣誉称号。

2019 年 10 月 1 日，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上，“白云山团”战旗光荣地

接受了祖国和人民检阅。

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该部历经

4 次换防，最后驻防雪域高原。70 年来，

“英勇、顽强、鏖战、坚守”的“白云山团”

精神一直激励着该旅官兵扎根高原，守

好祖国的边防线。

“‘白云山团’精神永不磨灭。”该旅

政委戴志国说，“我们要高举‘白云山团’

这面伟大的旗帜，用青春和热血让它永

远高高飘扬在雪域之巅。”

今年 8 月，该旅在海拔 5600 米的雪

域高原组织跨昼夜侦察演练，在高寒缺

氧 的 恶 劣 环 境 中 ，官 兵 们 攀 雪 山 、渡 冰

湖，挑战心理和生理极限，连贯展开引导

打击、敌后破袭等一系列战术课目。

参训队伍行进在“雪山无人区”，冰

裂 、暗 沟 、雪 崩 等 时 刻 威 胁 着 官 兵 的 安

全。队员们很快被一道 80 多米高、山势

陡峭的自然崖壁挡住了去路，为了按时

到达指定地域，官兵们果断采取索降的

方式通过。侦察分队队长马乾叮嘱队员

们说：“各队注意！马上就要冲顶雪山了，

队员之间要严格保持好间距，看清脚下，

防止掉进冰裂缝，防止发生雪崩！”

几年前，马乾亲眼目睹了雪山的威

力。他随登山队进行训练，刚出发不久，

脚下一条不起眼的雪缝突然一震，经验

丰富的领队嘶吼着大喊，雪崩了！只见前

面队员由垂直站立的状态变为“一帧一

帧”向后倾斜，超过 45 度后轰然倒地，10
名队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随着雪崩向山

脚跌落，好在雪崩点落差不大，队员们滚

了几十米就停住了。回想起这惊险一幕，

他至今心有余悸。

翻过陡峭的崖壁后，面前是一片湖

泊，武装泅渡训练随即展开。高原湖泊河

流大多是融雪水，水温很低。队长马乾制

订了详细可行的训练方案，带领官兵们

一举攻克了高原湖泊武装泅渡、水面射

击、重装渡水等多个训练难题。

官兵们勇敢无畏的精神与当年抗美

援朝战场上的先辈们何其相似。在该旅

军史馆，一座座英模人物雕像、一张张老

照片、一件件锈迹斑斑的战利品，讲述

着“白云山团”官兵在朝鲜战场上浴血

奋战的故事。1951 年 1 月至 3 月，在汉

江 南 北 两 岸 50 个 昼 夜 的 防 御 作 战 中 ，

美军自恃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

化装备，用猛烈的炮火逐点进攻。447
团官兵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天寒

地 冻 的 环 境 里 依 托 临 时 构 筑 的 简 单 工

事，用刺刀、枪托、铁锹、十字镐、石

块作武器，与美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终

于打退了美军猛烈进攻，守住了白云山

主峰，打出了国威、军威。

旅政委戴志国介绍，在该旅，新任

职的干部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过“历史

关 ”， 必 须 讲 得 清 “ 白 云 山 团 ” 历 史 。

新 战 士 来 报 到 第 一 天 ， 都 要 参 观 旅 史

馆、荣誉室。

去年，该旅开展“寻根红色血脉，

对 话 老 革 命 、 激 励 新 一 代 ” 主 题 活

动，安排官兵代表走访慰问 16 名“白

云 山 团 ” 老 兵 。 把 老 兵 们 的 感 人 事 迹

和 战 斗 经 历 录 制 成 视 频 ， 让 年 轻 官 兵

从 老 英 雄 身 上 感 受 战 斗 豪 情 ， 从 而在

全旅形成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

雄的浓厚氛围。

2015 年 ， 跨 区 实 兵 演 练 任 务 中 ，

该旅官兵从高原转战平原，历经 7 天 6
夜的长途跋涉抵达演练地，未作休息立

即投入“作战”。

某高地是此次演习的决胜点，蓝军

在高地前沿设置大量的铁丝网、混合雷

场等障碍物。“就是爬，也要爬到前沿

去！”该旅二营官兵在被导调员裁定只

剩 8 人的情况下，硬是以全程匍匐前进

的姿态破除近千米铁丝网障碍，成功占

领某高地。

10 月 24 日，受邀参加完旅里举办

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 70 周年主题活动，“白云山团”首任

团长之子张志辉说，“这里的每一名战

士，浑身都充满朝气和斗志。在他们的

眼 睛 里 ， 我 看 到 了 战 天 斗 地 的 血 性 胆

魄、不惧艰险的壮志豪情，他们是当之

无愧的‘白云山团’精神传人。”

让“白云山团”
战旗高高飘扬在
雪域之巅

正在做手术的吴孟超。

军装是吴孟超最喜欢的衣服。 本文图片均由曹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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