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琰泽

2020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一

要 闻

每
次
点
名

第
一
个
名
字
都
是﹃
黄
继
光
﹄

记
空
降
兵
某
旅
﹃
黄
继
光
英
雄
连
﹄

　　新华社武汉 10 月 24 日电
（记者杨雅雯）从“黄继光英雄连”
指导员到炮兵营副教导员，吴健
“进步”了。
　　在鄂北山区某综合训练场的
野营驻训地，即将离开连队的他，
和战士们告别时说：“我会永远记
得自己是第 3786 名黄继光英雄
传人，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不会给
老班长丢人。”
　　“老班长”，是六连官兵对黄
继光的尊称。对于空降兵某旅六
连的官兵来说，黄继光这位在中
国家喻户晓的特级战斗英雄，是
他们共同的精神偶像。
　　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
黄继光在身体 7 处负伤、左腿被
打断、弹药用尽的情况下，用自己
的胸膛堵住了敌人机枪的射击，
为部队冲锋开辟了前进通道。如
今，他的画像挂在中国的每一座
军营里。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 70
年，但黄继光精神在连队一代代
传承，早已成为他们的连魂。记者
看到，即使在野营驻训地，连队也
依旧保留着黄继光的床铺，将他
的半身铜像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多年来，连队每次正规点名，
第一个名字都是“黄继光”，全连官
兵集体应答：“到！”“每次答‘到’，
都是对自己的警醒和鼓励。”上士
汪文博面容严肃地告诉记者，“老
班长是我心中的引路‘灯塔’。”
　　这位连队有名的“兵王”，被
很多战士视为身边的“黄继光”。
在今年的野外驻训期间，下士李
程奔刚好睡在汪文博旁边，他亲
眼见证了这位“兵王”是如何日复
一日、风雨无阻地高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的。
　　“他 8月休假回来后，就每天
早上加跑一个 5 公里，每晚还加
1 小时的核心力量训练。”李程奔
说，从理论上来说他知道“兵王”
要如何炼成，但每天这样看着，
“内心的触动还是很大的”。
　　在汪文博看来，加练只是“寻
常”，毕竟连队的要求是“第一只是
合格，过硬才是标准”。他佩服的是
已经入伍 15年的连队文书王奎，
“37岁了军体达标还能拿特级，全
营就他一个人达到这个标准。”
　　连队每个战士都有自己学习
的鲜活对象，而在这些对象身上
或多或少又都能找寻到老班长黄
继光的影子。
　　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和部队
建设需要，黄继光精神在这个连

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从“忠于祖国、英雄顽强、勇挑重担、敢
于牺牲”到“危险时刻敢上、千斤重担敢挑、有了第一敢争、见了
红旗敢扛”，再从“军魂使命高于一切、英雄精神高于一切、连队
荣誉高于一切、党员责任高于一切”到“忠诚、勇敢、善战、奉献、
担当”，究其本质都绕不开黄继光在牺牲前给母亲寄的家书中写
下的那句“誓言”：不立功不下战场。
　　“连队这些年面对每一项任务都像老班长当年那样，用‘不
立功不下战场’的决心意志去战斗，为了国家一无所惜，为了人
民一无所求。”连长秦琪说。
　　 1998年夏天长江抗洪抢险第一线，湖北省公安县松东河堤
段出现管涌重大险情。数次面临堤毁人亡的危险，连队官兵在大
堤上最危险的地段战斗了 79个日日夜夜。
　　 2008 年汶川抗震，25 名连队官兵组成“敢死队”，冒着余震
翻越 10多座高山，挺进“孤岛”欢乐谷，将被困 6天 6夜的 13 名
伤员和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今年 7 月，湖北省麻城市叶家湾桥堤段约 200 米护坡发生
险情，连队官兵连续奋战 29小时，铺设沙袋 5万余个，彻底消除
了溃口风险。
　　 20世纪 50年代，于上甘岭一战成名的志愿军 15军回国后
转隶空军。1961 年，六连成建制完成首次跳伞，实现从传统步兵
到伞兵的转型。
　　这支英雄连队随后一直是空降兵战略转型和跨越发展的
“急先锋”，他们率先在空降兵部队完成某大型运输机和某新型
伞“三门四路”跳伞任务，探索出编组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等 6 类
战斗和保障模式，攻克 20 多个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难题，实现
整建制“三无条件”下空降空投……
　　“在每一次急难险重和关键任务的考验中，‘黄继光英雄连’
都继承了英雄精神、当好了英雄传人。”旅长王志国说，“我相信
他们在由伞降步兵转型为合成机步空降兵的过程中，也将一如
既往鼓足干劲、争做先锋。”

　　“我们将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去夺取空
战的胜利。我们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而不被敌人所压倒！”
　　 1951年 10月 20日，王海代表所在志愿
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一大队发出这个战斗宣言
的时候，他和战友们驾驶喷气式飞机的平均
飞行时间还不到 20个小时。
　　仅 19 天后，王海就带领大队击落了“参
加过二战、飞过上千小时”的美国飞行员驾驶
的飞机。
　　那天，美军 1架侦察机北犯侦察，王海和
战友驾驶 4 架米格-15 飞机追击，密集的火
炮倾泻而出，一架弹药打完了，就换一架继
续打。
　　“我们心里仿佛都冒着火，一直追出了
100 多千米。”最终击落这架敌机的刘德林跟
战友们说，“我亲眼看着它冒了烟，直直地掉
下去了。”
　　对于缺少经验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来说，
第一次击落敌机值得骄傲。王海却总结道：
“更主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作战经验，攻
击时要沉着，别把炮弹打光了。”
　　也正是靠着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作风，
年轻的中国空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1951年 11月 18日，美军出动飞机到清
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进行轰炸。王海率队升
空截击北犯之敌，与 60 多架美军飞机迎面
开战。
　　美军摆出“罗圈阵”——— 将飞机编队为首
尾相接的大圆圈，这样任何一架飞机遭到攻
击时，其后面的飞机就可以立即咬住我空军
的尾部。
　　“爬高占位！”王海率大队发挥米格-15
战机垂直机动性强的优点，立即爬升到 6000
米高空再俯冲下来，像一把铁锤砸向敌机
编队。
　　几分钟时间，王海率大队击落敌机 5架，

打出了 5：0 的战绩。事后，王海写下这样一
句话：“中国军队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因为
每一名中国军人都有一颗不怕死的心。”
　　清川江上空，我空军 12 架战机与 70 多
架美军 F-86战斗机鏖战在一起。
　　飞在编队最后的一大队中队长孙生禄和
4 架敌机搏斗时，突然发现又冲来 4 架敌机。
向左转弯，很可能完全脱离险境。继续冲上
去，必然被敌机包围。
　　这是一道单选题，孙生禄毫不犹豫地冲
进了敌人的机群。他知道，敌我力量如此悬殊
的情况下，只有挡住敌机，才能保住大队编队
的安全，赢得战斗的胜利。

　　敌机猛烈的炮火打坏了孙生禄战机的发
动机涡轮片、天线杆，打穿了机翼、座舱
盖……他操纵着已经起火的战机朝敌机猛撞
过去。
　　顷刻间，孙生禄和战机化作了蓝天白云
间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面对牺牲，前赴后继，是这支英雄部队的
选择与传承。
　　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王海击落击伤
敌机 9架，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孙生禄击
落击伤敌机 7架，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焦
景文击落击伤敌机 4架……
　　每一位王海大队飞行员驾驶的战机上，

都有象征击落击伤敌机数量的五角星
闪耀。
　　抗美援朝战场上，王海所在一大队参
与空战 81次，击落击伤敌机 29架，荣立集
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2018 年 10 月，时任王海大队大队长
孙腾作为军队基层代表赴朝鲜祭扫志愿军
烈士陵园。
　　“博物馆内陈列着好几封祖国的学生、
工人给飞行员写来的信，我们的人民多么
可爱啊！”孙腾说，“为了和平，我们从来不
害怕战争。”
　　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钢铁般的斗争意
志，聚焦同一个目标：敢打必胜。
　　如今，王海大队所在的空军航空兵某
旅正以“闻战则喜，英勇顽强，敢打必胜，有
我无敌”的血性胆气，在建设世界一流空军
的征程中闯新路、打头阵、当尖刀。
　　——— 多次在全军率先改装新型战机，
率先形成战斗力。今年某次演训任务中，
飞行时间刚过 100 小时的陈鑫浩与战友
一起以“零损伤”的代价一举“击落敌机”
多架。
　　——— 紧盯信息化作战体系，为战研战。
空军第一个斩获“金头盔”和“金飞镖”的
“双料王牌”飞行员王立带队一连数月对海
量视频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有效提升了作
战能力。
　　——— 实战实训，在全军率先开展多项
高难度训练。“有次海上训练，几乎是‘擦’
着海面飞。”一位飞行员回忆某次演训时这
样说。
　　“战争，随时都会到来。”这个旅飞行二
大队大队长、空军最年轻的“金飞镖”飞行
员汤书杳说，“我们要干的，是打赢，任何情
况下都要打赢。”
  （高玉娇）新华社合肥 10 月 25 日电

王海大队：敢打必胜，有我无敌

　　新华社台北 10 月 25 日电（记者吴济海、
傅双琪）10 月 25 日是台湾光复 75 周年纪念
日。台湾各界当天举办系列活动，纪念包括
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浴
血奋战铸就的这一伟大胜利。
　　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与《海峡评论》
杂志社等团体当天在台北举办台湾光复 75
周年庆祝大会。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理
事长萧开平致辞时回顾了台湾人民在日据时
期未曾停歇的抗日事迹和付出的巨大牺牲。
他表示，“不容青史尽成灰，不信春风唤不
回”。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是历史的必然趋
势。我们要在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道路上努
力前进。
　　萧开平表示，今天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台湾各界人士要体认“台独”是绝路。我们呼
吁更多台湾人民投入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复
兴的事业。
　　“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理事长吴昆
财表示，全体中国人民的惨痛牺牲换来了
1945 年 10 月 25 日的台湾光复。然而，如今
在岛内“去中国化”逆流中，光复节也被欲去
之而后快。他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
们要致力于传播历史真相，让更多人了解台
湾的这段历史。
　　中华渡海兴台会理事长胡为真回顾了台
湾光复的重要历史节点。他表示，我们要通
过多种传播平台和传播方式，让人们知道有
关台湾光复的事实，把历史真相传播出去。
台湾不少年轻人不了解近代史，是我们这一
代说得不够，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天，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劳动党、统一
联盟党等十几个团体发起社会各界纪念台湾
光复 75 周年活动。台湾各界人士在台北中

山堂“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前共
同缅怀抗日先烈。人们合唱光复纪念歌曲，
向先烈献花，表达追思与敬意。
　　发起团体还发表了恢复光复节、反对美日
外部势力干预台海事务等主张。随后，各界人
士发起台湾光复纪念游行，表达主张和诉求。
　　为纪念台湾光复 75周年，台湾抗日志士
亲属协进会、中华民族振兴联合会、李苍降教
育基金会、辜金良文化基金会、中华两岸和平
发展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反殖民与台湾光
复——— 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展”巡回第 39
站当天在台北开幕。
　　主办单位表示，台湾光复是两岸中国人
共有的历史记忆，也是两岸中国人共同抵抗

法西斯侵略、反殖民胜利的重要历史，但是岛
内执政当局不敢纪念这个日子，甚至要消灭、
扭曲这个属于两岸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因
此，我们要与民众一同纪念，让更多台湾民众
特别是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
　　新党当天也举行庆光复活动。新党主
席吴成典表示，75 年前，台湾终于回到中
国，今天绝不能让台湾再离开中国。新党希
望两岸中国人携手合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中国国民党当天举办台湾光复 75 周年
纪念音乐会。国民党表示，历史事实不该遗
忘，也不应刻意淡忘，更不应任意切割，呼吁
大家不要忘了台湾光复节。

台湾各界纪念光复 75 周年

　　新华社乌鲁木齐 10 月 25 日电（记者潘莹）喀什地区疏附县
24 日发现 1 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后，新疆迅速对其密切接
触者、密切接触者的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截至 10 月 25 日 14
时，检测出 137人呈阳性，经专家诊断，均为无症状感染者。
　　在 10月 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顾莹苏介绍，新增无
症状感染者均与 24 日报告病例的父母所在的喀什地区疏附县
一工厂相关联。
　　据介绍，喀什地区需检测总人数 474.65 万人，已进行核酸
采样 283.53 万人，已出结果 33.48 万人，其中疏附县需检测总
人数 24.5 万人，已进行核酸检测 24.5 万人，已出结果 8.6 万人，
除上述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外，其余均为阴性。
　　顾莹苏表示，疫情发生后，自治区党委第一时间就妥善处置
疫情、确保各族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出安排部署，并派出
工作组、专家组赴喀什指导防控工作。喀什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立即启动一级响应，自治区、地区联合专家组迅速赶赴疏附
县开展工作，相关部门全面开展疫情研判、流调、重点人群排查、
核酸检测等工作。
　　顾莹苏说，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及溯源工作，现已基本掌握
138 名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对排查到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密
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一般接触者等风险人群已落实健康管
理措施。
　　 10 月 24 日，喀什地区疏附县对“应检尽检”人员进行定期
检测中，发现 1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该例无症状感染者为
女性，17 岁，为喀什地区疏附县站敏乡二村村民，当天已转入喀
什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目前没有发热、咳嗽等症状。

新 疆 喀 什 新 增

无症状感染者 1 3 7 例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记者白瀛）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纪录片《英雄儿女》
《为了和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英雄儿
女———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 70 周年文艺晚会》四部抗美援朝主题节
目，其音像制品将通过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发行，同名图书由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
出版发行。

　　 25 日在京举行的首发仪式上，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负责人介绍，四部作品将翻译制
作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等
多个语言版本在全球推广，同时将发挥丝绸

之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的联盟平台与
5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3 家机构成员优势，
组织海外联播，扩大纪录片和文艺晚会的
影响力。

中央广电总台抗美援朝主题出版物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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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 0 月 2 5 日电
（记者罗鑫）为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暨台湾
光复 7 5 周年，
“绿水青山待我
还——— 台湾同胞
抗日遗址遗迹摄
影展”线上展览
开通仪式 25 日
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 争 纪 念 馆
举行。
　　据了解，该
线上展览经过精
心挑选、分类编
排，共分为“四百
万人同一哭，去
年今日割台湾”
“愿人人战死而
失台，决不愿拱
手而让台”“与其
生为降虏，不如
死为义民”“同胞
须团结，团结真
有力”“欲救台湾，
先救祖国”“雪马
关之耻，恢复河
山从兹始”六个
部分，首批展出
照片 205张。
　　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
馆馆长罗存康
说，衷心期望以
这一展览上线
为契机，增进两
岸同胞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共同认知，
消除隔阂和误解，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
距离，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牢记
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祖国和
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共同奋斗。
　　近年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和有关单位先后数次派出专人赴台，踏
访台北、台中、花莲、澎湖等 22 个县市，
总行程 1.6 万多公里，寻访抗日遗迹，拜
访了众多台湾知名人士和抗日志士亲
属，共拍得各类史迹 416余处，采集照片
资料 6万余张。同时，组织专人在浙江杭
州、金华以及福建福州、武夷山、永安、龙
岩、漳州、泉州、厦门等地拍摄反映台湾
同胞在大陆抗战的遗址遗迹，共拍得各
类遗址遗迹 29 处，采集照片资料 2000
余张。
　　散落在台湾各地及大陆东南沿海
地区的大量与台湾同胞抗日相关的遗
址、遗迹，既是台湾同胞抗日历史的重
要载体和见证，也是历史上日本对台湾
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罪行的铁证，为今
人及后代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最直观
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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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英雄城”：台湾青年来武汉“随手拍”
　　新华社武汉 10 月 25 日电（记者徐海波、
喻珮）用镜头捕捉武汉的城市风景，向身在台
湾的亲戚朋友讲述这里的“英雄故事”。10 月
22 日至 25 日，22 名在大陆多个城市工作生
活的台湾青年来到武汉，走访拍摄大街小巷、
工厂、公园和社区，记录传递武汉的新气象。
　　参加活动的台胞吴明峰、郭秀格、黄宇甄
等 3 人来自台北市和台中市，近几年生活在
厦门。这是他们第二次来武汉。今年 1 月，他
们一起来到武汉游玩，却意外因为疫情而滞
留。3 人主动到社区报到，成为青年志愿者，
为居民送菜、送药和取快递。直到 4 月中旬，
他们才离开武汉，返回厦门。
　　“再次来到武汉，不再感觉是一名游客，而
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郭秀格说，短短几个
月，看到武汉恢复得这么好，非常欣慰。他和爱

好音乐的朋友一起，将亲身经历创作出两首歌
曲：《我要和武汉在一起》和《伟大的中国》。“我
要把这两首歌带给身边的朋友，用歌声来传递
两岸人民的深厚情谊。”
　　在北京工作的席嘉芬是一名纪录片编
导。一路上，她不停地拍摄沿街商店和市井生
活。她告诉记者，看到武汉恢复后的样子非常
高兴，她要将这里人们的工作生活，特别是孩
子们嬉笑打闹的样子拍给台湾的亲戚朋友
看，请他们也多来大陆走一走。
　　武汉三镇、武昌起义、黄鹤楼……在苏州
做销售代表的王锡元第一次来武汉，一口气
说出不少“武汉关键词”。王锡元说，以前都只
是看新闻了解这座城市，疫情后，对这里更多
了几分关心。这次亲身走一遍，他发现“英雄
的城市”果然名不虚传：“非常期待能够把这

一切记录下来，带回台湾给朋友们看，希望公
司也能来武汉开拓市场。”
　　 4天时间里，参加活动的台湾青年先后来
到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东湖绿道、戴家湖公
园、黄鹤楼、户部巷、平和打包厂旧址、青和居
社区、中国建筑科技馆等地，感受武汉自然风
光、历史文化、基层治理和科技创新等，并且专
门来到中建三局集团，参观火神山、雷神山“两
山”医院建设纪实展览，用镜头记录武汉疫后
重振的勃勃生机和高质量发展的美好前景。
　　活动还以视频连线方式，让武汉和台北两
地青年分享“与武汉的点滴过往”和“对这座城
市的热爱”，并邀请两岸摄影爱好者讲述武汉
的抗疫故事。此次活动由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
业联谊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武汉市海峡两岸交
流促进会、武汉台资企业协会等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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