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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英模部队巡礼

中国青年报军事部投稿邮箱：junshibu@vip.126.com

□ 孙启龙

子夜时分，祁连山麓，战车轰鸣，第 77
集团军某旅合成营红蓝对抗演练进入白热化

阶段。一番捉对厮杀，蓝军顶住了红军首轮

进攻，并利用地形优势，将红军阻挡在前沿

阵地。

进攻受阻，红军所属装甲步兵一连主动

请缨出战。这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铁血

连队，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向蓝军前沿阵

地逼近。

一连前身是 1928 年 1 月组建于江西省莲

花县的“莲花赤卫队”。 1951 年，连队在中

国人民志愿军第 47 军步兵第 139 师第 415 团

编成内，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于 9 月奉命

强攻 338.1 高地，全歼美“王牌”骑一师一

个加强连，创造了志愿军第 47 军入朝作战

以来强攻敌阵的首战胜利，后被志愿军总部

授予“二级英雄连”荣誉称号，并荣立集体

一等功。

岁月的沉淀让战旗愈发火红，72年风雨征

程，无论编制怎么调整、环境怎么变化、任务怎

么转换，跨越时空的抗美援朝精神，始终根植于

一茬茬儿官兵的血脉，淬炼忠诚品格，锻造钢筋

铁骨，引领着一连官兵继续向胜利前进。

烽火当年

“营长，蓝军火力配置很强，又占据了有利

地形，仅凭一连，能攻进去吗？要不要再给他们

补充点兵力。”看着红军指挥员杜小林把攻坚任

务交给一连，一旁的侦察参谋李寰有点担心。

“我了解一连，肯定没问题！”营长杜小林眼

睛死死盯着屏幕，果断否定了李寰的提议。

敢说此话，杜小林是有底气的。他的底气来

自于一连在朝鲜战场那场漂亮的强攻 338.1高
地进攻战斗，以及近年来一连转换为装甲步兵

连后的战斗力底数。

1951 年，抗美援朝战争在经过 5 次战役的

较量后，敌我双方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的战略

相持局面。根据志愿军总部“选择敌军比较突出

的连、排阵地进行反击”的命令，第 47军军长曹

里怀决定主动出击，对美军占领的 338.1高地强

攻，这一重任自然就落在了善打硬仗恶仗的第

139师 415团 1连身上。

338.1 高地俯瞰交通要道，地势险要、易守

难攻，美军骑一师一个加强连在此据守。这支部

队是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一支王牌

部队，参加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技术装备

先进、士兵训练有素，是美军中的“常胜师”。

为打好这场攻坚战，一连所属第 415 团团

长李洪杰带领一连班以上战斗骨干果断前出，

秘密潜伏到距敌阵地 150 米的前沿侦察敌情，

并制订了详细的作战方案。

9月 6日 19时 30分，战斗正式打响。这次任

务的尖刀班是一连七班，班长马忠庆在战斗前

就立下誓言，“哪怕 338.1高地是座铁山，我也要

坚决打上去。”

一阵炮击后，一连对驻守在 338.1 高地的

美军发起猛烈冲击，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向前

冲锋。马忠庆冲在最前面，他带领七班越过第

一道铁丝网后不久，就被第二道 1.3 米高的屋

脊形铁丝网拦住。此前，两名爆破员已在战斗

中负伤。情急之下，战士吴振松用牙咬手掰、枪

砸刀劈，强行把铁丝网弄开一个大口子。

马忠庆看准时机，将手榴弹投向美军阵地

前沿，利用爆炸烟幕的掩护，带领尖刀班钻过铁

丝网，迅速向美军的重机枪碉堡快速冲击。

冲锋中，七班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毫

无畏惧。一番激战之后，七班迅速冲上了 338.1
高地，一连后续官兵也从正面攻了上来，与美军

展开白刃格斗，大家英勇奋战，直至全部消灭了

敌人。

激战 1小时 10分钟，一连全歼美骑一师一

个加强连 120余人，俘虏 12人，缴获大量武器装

备，赢得了 47军入朝以来强攻美军阵地的首战

胜利。战后，一连也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英

雄连”荣誉称号。

2019年 10月 1日，“二级英雄连”战旗在国

庆 70周年阅兵式上通过天安门，光荣接受了党

和人民的检阅。

血脉传承

凡在一连待过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

只要是一连的兵，入门就得熟记连史。对于这一

点，去年年底刚担任一连连长的王增继深有体

会。

履新之前，王增继专门参观了一连连史馆，

还借来了连史，扎扎实实读了一周。可没想到，

上任当天就被几名战士来了个“下马威”。

“连长，你知道‘二级英雄连’战旗背后

的故事吗？”“战斗英雄马忠庆生平还有那些事

迹……”再次参观连史馆，几名战士不按常理

出牌，让王增继尴尬不已。

第一天到连队就“丢了面子”，王增继认

为是战士们觉得他年轻，故意刁难他。但接下

来的几天，他看到的事情，让他彻底改变了这

个看法。

上政治教育课，无论列兵还是士官，都能上

台把连史讲得头头是道；外单位来队参观，解说

员提醒大家，进入连史馆着装要整齐，不能大声

喧哗；打扫连史馆，几名战士用的是专门的打扫

工具，擦拭文物也都是轻拿轻放……

看出了王增继的疑惑，指导员林宝军告诉

他，红色基因的血脉赓续离不开日常潜移默化

的养成熏陶，多年来，连队形成了很多不成文

的传统。例如：每逢队列集会，连歌总是必唱

曲目；新兵入伍，班长都会讲强攻 338.1阵地

的故事；每年战斗纪念日，连队会开展主题纪念

活动……

此后，王增继一有时间就学传统、研连史。

他发现，70多年来，无论在炮火硝烟的战场，还

是在抢险救灾一线；无论面临生死考验，还是面

对得失选择，一连官兵始终保持着敢打敢拼的

抗美援朝精神，用青春、热血和生命把“二级英

雄连”的战旗高高擎起。

在一次边境作战任务中，一连官兵英勇顽

强、不怕牺牲，坚守阵地 100 多天，扛住了敌人

98 次偷袭和袭扰，圆满完成任务，被原成都军

区授予“坚守英雄连”荣誉称号。

1994年，一连官兵与兄弟单位一起将 40余
吨重的电缆硬生生扛上了华山，结束了华山无

动力电的历史。

2000年，一连官兵奋战 5个月，圆满完成西

安护城河清淤任务。

2005年，时任一连连长许武勤参加原兰州

军区组织的比武竞赛，在首轮不占优势的情况

下实现逆转，最终夺得军官教练员金牌，被评为

“岗位练兵、岗位成才十大标兵”。

几十年来，传承抗美援朝精神，已成为连

队官兵融化在内心深处的行动自觉，一茬茬儿

官兵用实际行动为“二级英雄连”战旗增添新

的荣光。

某次比武中，中士李强左手虎口被履带板

夹裂，鲜血染红了手掌。他咬牙坚持，继续向前

冲锋。比武结束后，李强左手缝了整整 6针。但

他却说：“我们是一连的兵，只有为一连增光添

彩的义务，没有给一连抹黑丢脸的权利。”

“马忠庆率领其余战友继续冲锋，连续端

掉了敌人的 7个隐蔽部……”1个多月后，一

连组织开展连战术综合演练，训练间隙，大家

围坐在王增继的周围，听他讲“尖刀英雄”马

忠庆敢打敢拼的战斗故事，讲到精彩之处，官

兵们掌声如潮。

磨砺刀锋

随着 国 防 和 军 队 改 革 不 断 深 入 推 进 ，

一连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考验： 2017 年，连

队由装步营体制下的装甲步兵连，转变为

合成营体制下的装甲步兵连，列装了某新型

步兵战车。

潘兴涛是第一个钻进驾驶舱的一连战士，

他摸着操纵杆，脸上满满都是“幸福感”。

一连官兵都和潘兴涛一样跃跃欲试。然而，

现实却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新型步兵战车装

备了更先进的火控系统，信息化、智能化程度更

高，这些都对官兵们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一次训练，一辆战车突然“趴窝”。潘兴涛带

着几名战士，把电路、油路、底盘、火控系统检查

了个遍，硬是没找到问题所在，无奈只能求助工

厂师傅。几天后，工厂师傅从外地赶来，10分钟

就发现了问题症结所在，原来是控制盒上的一

处电路板线头松动。

“就算崩了牙，我们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那一刻，潘兴涛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

掌握新装备。

和潘兴涛一样，一连官兵暗自和新装备较

上了劲。大家从武器性能、战技指标、战术运用

等内容入手，逐条理论背、逐个课目学、逐个动

作练。三级军士长胡岗印为弄清新装备维修问

题，一天给厂家师傅、兄弟单位打十几个电话咨

询问题。时任指导员方贤松实装操作比较弱，他

就主动向瞄准手、上等兵雷雨生拜师请教。盛夏

时节，步战车里温度常常达到 40 多摄氏度，方

贤松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不久后，旅里组织新装备实兵实弹战术演

习，一连官兵不出意外打出了优异成绩。正当大

家为取得的新成绩感到自豪时，时任营长黄长

军又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一连在演习中猛打猛冲，没有注意与营属

各兵种之间配合……嘴上天天喊着‘合成’，脑

子还停留在旧体制。”复盘检讨，黄长军对一连

的批评丝毫不留情面。

“想想先辈比比咱，有啥苦来怕啥难！没有

咱一连过不去的坎儿！”晚点名，时任连长周杰

把连队官兵带到了连史馆，一边重温强攻 338.1
阵地的战斗故事，一边给大家鼓劲加油。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一连官兵很快调

整好心态，积极投入日常训练当中。他们立足

自身实际，将理论探索与训练实践、装备运用

等多方面结合起来，按照合成营作战进程，把

多个行动“合”在一起练。针对难点问题集中攻

关，探索建立了“抓实自训打基础，抓好分训强

模块，抓牢联训练体系”分级训练模式，被旅里

推广。

一年后，旅里组织合成营对抗演练，一连

与营属各兵种配合紧密、火力运用合理、战术

运用适当，最终帮助所属营取得总评第一的好

成绩。

精神之火永不熄，擎旗自有后来人。今年夏

天，一连远赴雪域高原参加野营驻训，官兵们在

海拔 4300多米的地方战天斗地。看着连队战士

们一个个青春的脸庞，连长王增继仿佛穿越到

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耳边响起歌曲《山河已无

恙》的动人旋律，“茫茫冰原、高高山岗上，到处

都把他们的故事轻轻传唱……”

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
——记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二级英雄连”

□ 吴忠范 张大鹏 黄永文 瞿 良

连日来，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官兵持续奋

战在抗洪抢险救灾一线，他们第一时间打通

灾区通信“生命线”，全力投入通信抢修、道路

清淤、人员搜救任务，用青春热血守护着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月 5 日，一个视频冲上了互联网热

搜。视频中，北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一名被

洪水困住的老太太，在获救后向女儿打去电

话。电话那头的女儿泣不成声，老太太却安

慰她说：“闺女，你别哭，解放军在这儿呢，

你们就放心吧。”

一句“解放军在这呢”，在人民群众心里

筑起了一道最坚实的堤坝。帮助老人恢复对

外联络的，正是该部二级上士胡同文。去年，

他刚刚被评为“四有”优秀士兵。

“派作风最过硬的官兵、技术最精湛的骨

干去。”在抗洪抢险任务前期准备阶段，该部

党委迅即达成共识。工程师陈曦是大台街道

任务分队的指挥员，他先后参加过抗洪抢险、

国庆阅兵等重大任务，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接到前出任务时，他正在开展极端条件下应

急机动通信保障相关课题研究。

雁翅镇任务分队指挥员安博宁和任务分

队成员二级上士张兴旺、胡同文，3人先后参

加 2017年沙场阅兵、2019年国庆阅兵通信保

障任务，实现了“零失误、零差错”的目标。这

一次，他们又并肩战斗在抗洪抢险救灾的任

务一线。

截至目前，该部官兵分别坚守在妙峰山、

王平、流村等 15个乡镇，先后帮助 200余个行

政村、4000余名群众建立对外通信联络。

“解放军来了，我们就放心了！”官兵都

说，老乡们的这句话让他们印象最为深刻。

“这是老百姓给我们的荣誉。”该部某技术保

障室主任陈学说，“每一次回味，都备感温暖，

心中充满力量。”

8 月 3 日 16 时左右，陈学带领官兵按照

预定计划抵达了任务地点门头沟区清水镇，

并顺利完成通信节点开设任务。

镇上的居民告诉官兵，距离清水镇很远

的地方有一个老椴木沟村，村里有 20余户村

民，多为留守老人，目前通信中断、道路受阻，急缺食物和药品。

得到消息后，陈学立即组织 5人救援小组徒步前往老椴木沟村。

救援小组人均背负 20多公斤重的物资，跋涉 30多公里山路，冒着塌

方、泥石流的风险，历经 7个小时，挺进老椴木沟村。

当大家浑身泥泞抵达村口时，一位 70多岁的老人激动得泪眼婆

娑、颤颤巍巍地说：“解放军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中士薛志雷清楚地记得那一幕：“我感觉特别自豪，那一刻，我更

深切地体会到‘人民子弟兵’这个称谓的分量。”

不同的任务岗位，同样的使命担当。8 月 1 日 20 时 30 分，该团 4
名官兵出发赶赴落坡岭执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战前动员时，任务分

队指挥员杨艳东的问话令队员们备感振奋：“我们背的不仅是物资，

更是老百姓的希望。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务？”

“能！能！能！”任务分队成员齐声回答。

队伍出发后，任务的困难程度远超想象。洪水冲毁了沿途的道

路，最险的路段，身背物资的官兵徒手抓着岩壁上的防护网一点点向

前挪，背后就是滚滚山洪。

经过近 10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抵达了任务地点。“解放

军来了，我们有救了。”看到几名救援队员，乡亲们握着他们的手激动

得热泪盈眶。

来不及休整，官兵快速完成了天线架设、开机校准等操作，成功

与外界建立通信。

当时，由内蒙古乌海西开往北京丰台的 K396次列车被迫滞留门

头沟区落坡岭站。“迅速帮忙！”接到命令，杨艳东带领分队成员马不停

蹄投入新的任务，他们帮助运送物资、转移群众、设立便民电话亭……

连续奋战 30多个小时，4名官兵基本上没有合过眼，先后为受困

群众提供 10部对外联络电话，让受困群众向家里报平安，累计话务

量 967次。

哪里有灾情，人民子弟兵就冲向哪里。“被困群众急需转移！”8
月 7日，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台街道雨量增大，附近的庄户村可能发生

次生灾害。接到救援命令，该部任务分队迅速赶往相关地域，跋山涉

水将大山深处的 10余名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天灾损毁了道路、中断了通信，却阻断不了人民子弟兵和人民群

众的血脉联结。当任务完成准备离开时，顺利转移到安全区域的受灾

群众拉着官兵的手，久久不愿意放开，不住地说着感谢的话。

前几天，陈曦带领 5名队员从潭柘寺前往大台街道执行任务，原

定的行军道路被洪水冲断。正在大家不知所措时，大台街道居民石明

经过，自告奋勇带路。

“多亏了石大哥，不然我们不可能那么快赶到这里。”讲起那天惊

心动魄的场景，陈曦感慨不已，“抗洪抢险救灾中，我们在一线筑起堤

坝，人民群众在我们背后筑起靠山。”

“有子弟兵在，咱心里踏实哩！”越来越多的群众自发来到救灾一线，

他们有的推着自家小推车帮忙运沙袋，有的送来水果和饭菜……这一

军民携手、众志成城的场景，让救灾一线官兵备受鼓舞。

道路清淤全面展开，通信信号逐步恢复，主要道路恢复通行……

大雨停歇，天空放晴，受灾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正一步步恢复正常，

官兵们仍然奋战在第一线，用实际行动叫响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群众安全重于泰山，不获全胜不收兵”的铿锵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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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敏文

近日，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
大、新西兰、法国和日本等7国在印太地
区展开代号“机动卫士-2023”的联合军
演。此次军演由美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主
办，以史上最大规模、首次在美国本土外
举行等特点引人注目。

美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于 1992 年 6
月 1 日由原军事空运司令部和战略空军
司令部改编而成，是美空军下属九大一
级司令部之一。“机动卫士”军演是两年
一度的例行军演，始于 2017 年，此前已
经进行三次，分别是 2017 年、2019 年、
2021 年，“机动卫士-2023”为该军演的
第四次。

对于“机动卫士-2023”联合军演，
具有美国军方背景的《星条旗报》特意提
到是在“与中国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举行
的。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全面继承其前任
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印太战略”，其发布
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都将中
国定位为“地缘政治对手”“既有能力又
有意愿的美国利益挑战者”。

具体负责“机动卫士-2023”联合军
演组织策划的美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其
司令迈克·米尼汉之前曾声称“与中国的
冲突不可避免”，而且认为“到 2025 年，
中美两国会因台海问题爆发高烈度的军事

冲突，中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美军必
须现在就做好开战准备”。

当前，北约与亚太勾连日益紧密。北
约介入亚太地区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将
亚太国家纳入北约组织，如邀请韩国、日
本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并成为北约伙伴
国，北约还声称要在东京设立联络处；另
一条是在亚太建立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
如已经建立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
对话”机制，美、英、澳“奥库斯”军事
联盟。

7 月 12 日，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与韩
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领导人
举行会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
北约通过“量身定制的”伙伴关系计划加
强与四国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在亚太地区
除“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奥库斯”等
军事联盟外，又构建了一个日、韩、澳、
新四边军事联盟基础框架，也是亚太军事
联盟的进一步拓展。

“机动卫士-2023”联合军演举行之
际，美国国内新的美军参联会主席人选正
在听证。参联会主席是美军最高军职，现
任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任期将满，今年

5 月，拜登已正式提名空军参谋长查尔
斯·布朗接任参联会主席。

查尔斯·布朗有工程师工作背景，担
任空军参谋长前曾在美国欧洲司令部、非
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和印太司令部的7
个岗位上任职，他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步
步紧逼的挑战”，认为美国“要么加速变
化，要么接受失败”。

查尔斯·布朗是美空军空中机动司令
部司令迈克·米尼汉的直接上级，如果说
国会听证是对查尔斯·布朗的“室内考
核”，那么，“机动卫士-2023”联合军演
就是这一考核的“现地考场”。

“机动卫士-2023”联演由美空军空
中机动司令部主导，参演7个国家出动运
输机和加油机超过 70 架，包括 C-17、
C-130J、A400M等型号的运输机和KC-46
加油机等，参演总兵力达1.5万人，演习
区域从澳大利亚北部延伸至美国夏威
夷，跨越距离超过 4500 公里。仔细考察

“机动卫士-2023”联合军演，“兵力投
送”“敏捷作战”“紧密协同”等都是其重
要内容。

兵力火力投送是战场对抗的重要行

动，现代战争中，战场环境更加复杂凶
险，面临的挑战也更多。美国空中机动司
令部自组建以来，力量不断充实，目前拥
有近5万名军人和大约500架运输机、加
油机。美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迈
克·米尼汉作战意识堪称“狂热”，以他
为主导，催生了美国空军的“快速龙”
计划，即让美国空军的战略运输机群，
比如C-17战略运输机直接携带导弹发射
托盘，使得美军运输机既具有战略运输
能力，也具有导弹发射能力。

“机动卫士-2023”聚焦冲突背景下
的紧急运输支援，包括远程空运、空中加
油、航空医疗后送、全球机动支援和人道
主义救援等。迈克·米尼汉表示，“现在
联合部队的成功需要一支有能力、一体化
的机动空军，‘机动卫士-2023’把机动
作战计划和战区内作战计划整合，以扩展
的空军机动能力满足作战需求，保护美国
与盟友、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

2015年9月，美空军发布《空军未来
作战概念 2035》，提出“敏捷作战”概
念。在印太地区，敏捷作战的含义就是，
当对手的导弹攻击从“毛毛细雨”变成

“倾盆大雨”时，美空军仍有能力完成既
定的起飞、编组和打击任务。

“机动卫士-2023”通过周密计划和
分散实施，演练了美军“敏捷作战”概念
所要求的战场运输和兵力投送。通过此次
演习，美空军计划进一步扩大敏捷作战概
念应用范围，全面整合美国及其盟友的空
中运输力量，实现在印太地区发生冲突情
况下的广泛支援与合作。

演练盟友之间的紧密协同，也是此次
演习的重要目的之一。负责“机动卫士-
2023”联合演习计划制定的杰克·帕克
中校表示：各国的参演力量都有机会磨
练包括空运、空中加油、空中医疗后
送、全球空中机动支持系统、指挥与控
制以及人道主义救援等技能的机会，增
强在复杂的作战环境中执行各种任务的
协作、协同能力。

纵观“机动卫士-2023”联演的全过
程，演习体现出以下 3 个特点。首先是
计划周密。作为两年一度的例行演习，

“机动卫士-2023”联合军演的计划早在
2022 年春季就已经开始。整个计划的制
定花费了 1 年时间，预想到了可能遭遇

的各种意外与风险，并制定了相应的应
对措施。

其 次 是 规 模 空 前 。“ 机 动 卫 士 -
2023”联演参演兵力、演习范围都是历次
之最。“机动卫士”例行演习的第一次、
第二次，在美国华盛顿州周边地区举行，
第三次扩大到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等
地。此次演习中，美军以关岛基地作为前
沿枢纽，演习区域涵盖美国夏威夷、日
本、澳大利亚等地的机场，首次将演习区
域拓展至美国本土之外。

最后是假想敌明确。军事演习一般都
有假想敌，但为了避免冒犯他国造成不必
要的麻烦，在和平时期和非战争条件下的
军事演习，都会刻意淡化或隐瞒假想
敌。然而，“机动卫士-2023”却主动明
确了假想敌。7月17日，《星条旗报》表
示，美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迈克
尔·米尼汉明确表示，该演习是检验美
国空军“能否在潜在冲突中击败中国”的
关键测试。

然而，用一次主要检验兵力投送能力
的联合军演，作为“‘能否在潜在冲突中
击败中国’的关键测试”，迈克尔·米尼
汉显然是拉虎皮做大旗，即使不是文不对
题，也至少是千斤问题四两答案，轻重无
法匹配。但是，“机动卫士-2023”明确
的针对性和投石问路的用意，无疑是十分
明确的，值得高度警惕。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机动卫士-2023”显示美军正加紧在印太地区的战争准备

连日来，强降雨给吉林省舒兰市造成严重汛情，武警吉林总队吉林支队官兵夜以继日搜救转移群众、清淤消杀、加固堤坝，赢得当地群众高度赞誉。8月 8日，开原镇保

安村村民赶包了 1万多个饺子，送到武警吉林支队官兵宿营地。面对老百姓的心意，官兵在请示上级同意后收下了这份礼物，并给村民回赠了矿泉水、方便食品等生活物资。

官兵表示，作为新时代的人民军队，积极投身抗洪抢险、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军人本职，他们将听令景从、勇挑重担，持续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至

上的使命和担当。 （丁龙喜 梁永刚 曹孟泽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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