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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见习记者 谭思静

7月盛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观众络绎不

绝。13 岁的初中生罗炜泽和哥哥一起，专程从老家湖南

邵阳赶来参观，想要“看一看抗美援朝战争真实的样子”。

这一念头始于去年年初，观看电影《长津湖之水门

桥》时，影片里志愿军官兵在冰天雪地里以冻土豆充饥，

却仍坚持战斗的情节让罗炜泽印象深刻。今年是抗美援

朝战争胜利 70周年，这名小军迷特意来到军博参观，想

要看一看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真正的样子。

“现在是和平年代，但我们依然要铭记抗美援朝战

争，铭记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没有他们的浴血奋

战，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罗炜泽说，长大后他想

报考国防科技大学，“要好好学习，像革命先辈一样，为祖

国作贡献。”

“我们不会忘记，是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这场

伟大胜利。”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李宛桐动情地说。3年前，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之际，李宛桐曾到军博参观。那一

次她遇到了同来观展的志愿军老兵，90多岁的老人身穿

志愿军军装，眼含泪花指着墙上的黑白照片，激动地为子

女和观众讲起当年冒着枪林弹雨，夺取敌军战旗的故事。

老兵的讲述将这个 00 后姑娘带到了志愿军将士浴

血奋战的朝鲜战场上，也让她从此对抗美援朝精神有了

不一样的理解。后来，作为学校国旗护卫队的一员，李宛

桐每次训练感到疲惫时，就会想起那些抗美援朝英雄故

事，“一想起来就又充满了力量，浑身是劲儿。先辈们为了

信仰付出生命，我们更要爱祖国、爱人民，用行动去传承

他们的精神。”

同校学生王昭则对抗美援朝那段历史有着更深的感

受。他是一名退伍老兵，大二时报名参军，服役的部队前

身就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著名的五音山阻击

战。在部队时，王昭和战友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传

承英雄精神，扛红旗争第一”。

因为参军的经历，回到学校后，历史专业的王昭在研

究生期间选择了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偏重于军史研究。课

程之外，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国防教育活动，连续 3年和同

学一起利用暑期实践寻访老兵，宣讲英雄故事。今年夏

天，适逢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周年，暑期实践的队员们

在行程中添加了辽宁丹东一站，他们打算去寻访志愿军

老兵，将老兵的故事整理宣传。“用我们的力量，让抗美援

朝精神代代相传。”王昭说。

而山东工商学院大二学生程冰欣，正行走在寻访志

愿军老兵的路上。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志愿军

老兵帮扶计划”志愿者团队的成员。7月 23日，抗美援朝

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日临近，她和团队其他成员一起来

到帮扶的志愿军老兵家中，为他们送上纪念礼包。

“他们都是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老英雄，能为他们做点事

是我的荣幸。”程冰欣认真地说。她所在的“志愿军老兵帮扶

计划”团队发起于 2016年，7年来，这个民间公益组织已寻

访到超过 5000名志愿军老兵，遍布全国 200多个城市。

每找到一名老兵，团队会为其送上一枚刻着姓名、部

队番号和全国统一编号的专属纪念章。自此后，只要老兵

有困难，当地的志愿者就会赶来帮忙。今年，他们还特意

设计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周年主题纪念章和礼品包。

志愿者曙笑华说，老兵们拿到纪念礼品都特别激动，一个

劲儿地说“感谢祖国没有忘记他们”。

“其实比起对老兵的帮助，受益更多的是我们，他们

的英雄精神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曙笑华说。加入团队

后，她寻访了上百位老兵，并记录下他们的故事。一次，一

位 90多岁的老兵用颤抖的声音告诉她，“没有新中国就

没有我们，为了保家卫国，我们什么也不怕。”曙笑华坐在

对面听着，泪流不止。

“抗美援朝精神历久弥新，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曙笑华说，就像老兵们所说，“志愿军将士为了祖国和人

民，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哪一个侵略者能战胜这支

英勇顽强的军队，能打败这个有着强大凝聚力的民族？”

抗美援朝精神同样流淌在青年官兵的血脉中。“不相

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

战胜不了的敌人！”不久前，中部战区陆军第 83集团军某

旅营区内，“杨根思连”官兵再次叫响这铿锵有力的英雄

宣言。指导员王玉恒说，在连队，抗美援朝精神和“三个不

相信”精神是一面旗帜，“官兵们在任务和训练中一次次

突破极限，绝不给老连长丢脸”。

2021 年郑州遭遇特大暴雨，“杨根思连”奉命驰援。

王玉恒记得当时情况紧急，官兵们为了转运群众，连续奋

战 10多个昼夜，人人脚上都长满水泡。而当转运船被卡

住时，连队官兵直接跳入水中推着船前进，没人在意脚底

的剧痛和已经没至胸口的洪水。

“遇到任务时，连队人人写请战书，拼劲儿和狠劲儿

跟当年一样。”王玉恒说，“作为‘英雄传人’，老连长和先

辈们的英雄血脉流淌在我们身上！”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被誉为“英雄

的王海大队”。抗美援朝战场上，在时任大队长王海带领

下，一大队官兵打出了参与空战 81次、击落击伤敌机 29
架的辉煌战绩。70多年来，“王海大队”将伟大抗美援朝

精神融入战备训练日常，当先锋、打头阵，奋飞在捍卫国

家利益的最前沿。

“传承英雄精神就是要像王海等英雄前辈一样，当祖

国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夺取胜利！”大队现任大队长

杨俊成说。

“王海大队”是空军首支整建制列装歼-20战机的作

战部队，为了尽快形成战斗力，官兵们苦练精飞，每一次飞

行训练或任务结束后，大队都会公布成绩榜单，全体飞行

员一起复盘讨论，改进战术战法。近年来，“王海大队”飞越

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对马海峡，出色完成东海防空识别

区常态化管控、南海战巡、巡航台岛等一系列重大任务。

“新装备带来作战理念的升级，未来的作战不再是单

兵对单兵的对抗，而是平台对平台、体系对体系的较量，

这就要求飞行员必须具备较强的态势分析、战场管理、判

断决策和编组指挥能力。”90后飞行员严毅恒说。去年，

他被上级抽调参与一场联合演习的作战方案制订。五天

四夜里，他除了钻研航空兵部队的战术战法，还广泛搜集

其他部队资料，并向兄弟部队请教思路，最终拿出了一套

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并在演习中得到检验。

“新一代飞行员需要‘练技’，更要‘练脑’，要勇敢与

睿智并存。”严毅恒说，“传承英雄精神，就是要苦练打赢

本领。在新时代，我们仍要做国家的底气，要做战场上的

‘王牌’！”

2020年 10月 24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一位90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前来参观展览，吸引了现

场几名年轻观众随行。当天，不少在京高校大一新生前来参观这场展览，感受课本之外更立体的抗美援朝

战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2022年 11月 28日，江苏南通科技职业学院园艺与景观工程学院的学生制作“血战长津湖”主题盆

景。本作以新中国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为蓝本创作而成。 视觉中国供图

2020年 10月 23日，北京，抗美援朝老兵吕良拉起手风琴，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白杨合唱

团、教授合唱团的师生们一起演唱他在朝鲜战场创作的曲目《抢修新线联唱（节选）》。当日，“送给最可爱

的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公益摄影展在北京举行，40余张由抗美援朝老

兵拍摄、收藏的珍贵历史照片生动再现当年志愿军的战斗和生活。3位抗美援朝老兵受邀来到展览现场，

结合展览照片讲述自己在朝鲜战场的亲身经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让抗美援朝精神代代相传
2020年 10月 17日，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内，一名少年在参观后敬礼致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7 月 18 日，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志愿军

空军战斗英雄王海曾经驾驶过

的米格-15战斗机前，小朋友们

正在聆听讲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