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长沙6月25日电 1914年5
月20日，李雪瑞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
由于家境贫苦，他12岁就跟随父亲外出
做长工。1931年，李雪瑞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雪瑞在红17师第51团1营1连先
后担任班长、排长、副连长等职，随部
转战湘赣和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11
月，李雪瑞随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
1936年10月到达陕北。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李雪瑞随
部队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敌后。曾任怀
柔支队参谋长、正太大队大队长、第4
军分区第5团副团长、晋察冀军区青年
支队队长等职务。率部参加反“扫荡”

战役，有力打击了敌人的进攻，巩固和
扩大了冀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6年7月，第17军分区改编为冀
东军区第13军分区，李雪瑞任司令员。
期间，李雪瑞以中共代表身份，调处美
国海军陆战队军人入侵解放区的“西河
南事件”，出色完成了谈判任务。

1947年6月，为配合东北野战军的
夏季攻势，李雪瑞奉命开展滦东战役。
他率部与友军协作，俘获国民党交通警
备中将司令汤毅生，解放昌黎。1948
年，率领第13军分区所属部队参加辽沈
战役，与冀东军区独立第4师一起，出
色地完成了阻击唐山敌人向关外增援的
任务，受到冀东军区的嘉奖。后又奉命
率部攻占秦皇岛，11 月秦皇岛解放。
1949 年 1 月，李雪瑞率部参加平津战
役，配合主力夺取唐山。

1951年，李雪瑞参加中国人民志愿
军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7军
200师师长，参加了1951年阵地防御作
战，多次受到嘉奖。

李雪瑞率部入朝作战时正值雨季，
江河暴涨，不少桥梁、道路被冲毁，给
部队行军带来极大困难。他及时做好行
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始终保持高
昂的士气。到达集结地域后，他迅速组
织参谋人员勘察地形，根据敌情和作战
需要部署兵力，抓住集结间隙有针对性
地组织战前训练，充分做好战斗准备。

1951年7月18日，李雪瑞在召开师
党委和团级干部会议部署战斗任务时，
遭美机袭击中弹牺牲，时年37岁。

李雪瑞：忠魂报祖国 鲜血洒友邦

据新华社长沙 6 月 30 日电 67 年
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罗盛教为救不
慎落水的朝鲜儿童崔莹，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那一年，罗盛教刚满21岁。

罗盛教，1931年出生在湖南省新化县
松山乡桐梓村马龙坳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由于家境贫寒，11岁才上小学。他以顽强
刻苦的精神，晚上挑灯苦学到深夜，毕业
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省立第九师范。

新中国成立后，罗盛教报名参军，
被送到湘西军政干校学习。1950年罗盛

教被调到某部文书训练班学习，之后又
被分配到四十七军一四一师直属侦察连
任文书，参加湘西剿匪斗争。

1951年，罗盛教响应党的号召，加
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并随部队奔赴朝鲜。

当罗盛教踏上朝鲜的国土，看到遍
地烧焦的房梁瓦砾时，捍卫和平的信念
更加坚定。他暗暗发誓：不消灭美帝强
盗，我决不回国！

1952年1月2日，正是朝鲜半岛冰天
雪地的时节。罗盛教一大早便来到了附
近的冰河边，准备练习投弹。就在这
时，河面上突然传来几位朝鲜少年急促
的哭喊声。罗盛教听不懂朝鲜语，但他
看到朝鲜少年的手势和破裂的冰面，立
即明白了一切。他一边奔向冰窟，一边
脱下棉衣，纵身跳进冰冷彻骨的河水中。

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罗盛教
摸索到了落水的那位朝鲜少年，并成功
将他托出了水面。可是，由于冰窟边缘
的冰面太薄，承受不了落水少年的体
重，两人马上又跌落到了水中。少年三
次被托出水面，但三次都没能上岸。这
时，罗盛教的体力已消耗殆尽，但他仍
再一次将孩子顶出了水面……

这位得救的孩子就是后来朝鲜军中
的高级指挥官崔莹。然而罗盛教却再也
没能爬上来。

罗盛教：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据新华社长春 6 月 29 日电
杨宝山，1919 年出生于敦化市大
石头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
丧父，长期过着流浪生活。1945
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参加
了 人 民 军 队 。 在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
他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于 1948
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 年 3 月 ， 杨 宝 山 随 部 队
赴朝鲜作战，承担防守临津江东
岸的任务。时任连长的杨宝山按
照上级部署，于同年 9 月率连队
坚守天德山阵地。在阵地上，他
反复研究作战方案，指导战士挖
工事，鼓励大家要坚守阵地。在
他 的 带 领 下 ， 全 连 官 兵 士 气 高
昂、斗志旺盛，对战胜敌人充满
信心。

10 月 1 日，敌人在飞机和坦
克的掩护下，向天德山发起了总
攻。当天，连队官兵连续打退敌
人 多 次 冲 锋 ， 毙 伤 敌 人 300 多
人。3 日，战斗更加激烈，敌人
轮番进攻，又数次被打退。敌人
在天德山阵地上倾泻了几万发炮
弹，整个地表被炸成了焦土。但
是，杨宝山和他的战友们依然顽
强抗击。

此时，一股敌人从侧翼向天
德山阵地攻来。杨宝山接到营长
命 令 ： 一 定 要 把 这 股 敌 人 消 灭
掉。他摘下耳机，砸烂手表，撕
毁文件和日记，把身边仅有的 20
多名伤员组织起来，决心与敌人
拼 到 底 。 但 弹 药 已 经 全 部 用 完 ，
只有少量反坦克手雷。当敌人冲
到阵地前时，杨宝山左手抱起一
块 大 石 头 ， 右 手 握 着 一 颗 手 雷 ，
从 隐 蔽 处 冲 向 敌 人 。 只 听 “ 轰
隆 ” 一 声 巨 响 ， 杨 宝 山 壮 烈 牺
牲，年仅 32 岁。

杨宝山以热血和生命捍卫了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人使命，发
扬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为了表彰这支英雄连队和领
导这个连的英雄连长，经中国人
民志愿军总部批准，给杨宝山所
在的五连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

“ 威 震 天 德 山 英 雄 连 ” 的 光 荣 称
号 ； 给 连 长 杨 宝 山 记 特 等 功 一
次，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的
光荣称号。1952 年 10 月 5 日，杨
宝山所在部队又追授他自由独立
二级勋章一枚。

如今，杨宝山的墓碑就立在
敦化烈士陵园。

杨宝山：威震天德山的战斗英雄

据新华社石家庄6月28日电 高成
山，1922 年生，河北省易县人。1940
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参加
八路军，历任通信员、班长、排长、
政治指导员、连长等职。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中，他作战勇敢，多次立
功。

1951年6月，高成山参加中国人民
志愿军赴朝作战，任志愿军第68军204
师612团1连连长。

同年10月，高成山奉命率全连坚
守朝鲜平安南道金化郡938.2高地。他
向团长表示：“战到一人一枪，绝不后
退一步！”进入阵地后，他立即组织抢
修工事，熟悉地形，配置火力，进行
战前准备。

10 月 16 日晨，敌军在 4 架飞机、

数十门火炮的火力掩护下，先后以2个
团的兵力轮番攻击。面对强敌，高成
山果敢指挥应战，哪里战斗紧张就出
现在哪里，鼓舞战士顽强坚守。收到5
班阵地将被敌军突破的消息，他迅速
从观察所赶到5班阵地，抽调人员武器
弹药组成精干的反击小组，在火力掩
护下绕到敌人侧后发起攻击，终于打
退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阵地。5班班
长、共产党员郭德志在反击战中壮烈
牺牲。当他双臂负伤投出最后一颗手
榴弹的时候，仍高喊着：“打得烂共产
党员的肉，也打不烂共产党员的骨
头。”

10 月 15 日至 19 日的 5 天 4 夜间，
原本松林茂密的938.2高地被炮火打成
了一座秃山，山坡上的弹坑一个挨着
一个，整个阵地都被敌人打翻了，全
连伤亡严重，高成山的指挥所位置也
换了好几次。面对敌人的三面包围、
炮火封锁，他沉着指挥，积极争取主
动，先后组织了7次较大的反击，打退
敌人大小百余次进攻，毙伤敌1800余
人，使敌军始终无法接近阵地，创造
了阻击作战的范例。

激战4天后，高成山率领的1连仅
剩不到20人，依然继续顽强坚守，一
直坚持到增援部队接应，阵地寸土未
失，保障了由汉江东岸到鱼隐山广大
地区新战线的建立。19 日，高成山在
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9岁。

1952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

“一级英雄”称号，所在连荣立集体特
等功。

高成山：敢打敢拼硬骨头

据新华社合肥 6 月 27 日电 吴国
璋，1918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由于家
境贫寒，他幼年帮过工讨过饭，7岁时就
下地做活，9岁给地主家放牛，经常挨打
受饿。1929年，商南地区 （今属金寨境
内） 的农民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吴
国璋也参加了儿童团，组织儿童集会游
行，宣传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主张；带领
儿童团员站岗放哨、化装侦察敌情，为
红军、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传递情报；
给红军家属打柴、挑水。

1930 年 10 月 ， 吴 国 璋 参 加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 1932 年 12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 1934 年 ， 随 红 25 军
参 加 长 征 。 途 中 双 脚 严 重 冻 伤 ， 以
惊 人 的 毅 力 坚 持 行 军 打 仗 ， 达 到 陕
北 ， 被 誉 为 “ 长 征 中 的 小 英 雄 ”。

1935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吴国璋

率 领 游 击 队 奔 赴 山 西 ， 开 展 敌 后 游
击 战 ， 后 到 冀 鲁 豫 军 区 任 职 ， 先 后
任 营 长 、 团 政 治 部 主 任 、 团 长 ， 率
部 粉 碎 日 寇 多 次 “ 扫 荡 ”“ 清 剿 ”，
被誉为“百战百胜的吴团长”，冀鲁
豫 军 区 授 予 他 “ 战 斗 模 范 ” 光 荣 称
号。

1945 年 9 月，吴国璋奉命从山东
菏 泽 出 发 ， 挺 进 东 北 ， 先 后 任 东 北
民主联军 2 纵 5 师参谋长、师长，参
加 长 春 阻 击 战 、 大 洼 反 击 战 、 三 打
靠 山 屯 及 大 黑 林 子 追 歼 战 、 昌 图 攻
坚 战 等 数 十 次 战 斗 ， 此 后 又 参 加 辽
沈 战 役 、 平 津 战 役 、 衡 宝 战 役 等 战
役。

1950 年，吴国璋参加中国人民志
愿 军 ， 任 志 愿 军 第 39 军 副 军 长 。 参
加了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1951
年 10 月 ， 美 军 集 结 大 批 机 群 对 志 愿
军 阵 地 狂 轰 滥 炸 ， 吴 国 璋 在 阵 地 前
沿 遭 弹 片 击 成 重 伤 ， 不 幸 牺 牲 ， 年
仅 33 岁。

吴国璋牺牲后，在他的衣袋里发
现 了 一 份 染 着 鲜 血 的 账 单 ， 账 单 上
记录着他从志愿军后勤部门所借 100
元 的 开 支 情 况 ： 看 望 老 首 长 ， 修 理
收 音 机 ， 警 卫 员 和 司 机 有 病 住 院 补
助 等 ， 连 几 角 几 分 都 未 遗 漏 。 如
今 ， 坐 落 在 鸭 绿 江 边 的 抗 美 援 朝 纪
念 馆 里 ， 依 然 陈 列 着 这 份 血 染 的 账
单 ， 并 收 藏 有 吴 国 璋 的 干 部 履 历
表 、 部 队 发 给 其 家 属 的 烈 士 通 知 书
等珍贵物品。

吴国璋：何惜热血卫国家

据新华社郑州6月26日电 在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
一个看似普通的军用水壶，水壶的
主人是曾在志愿军中担任卫生员的
贠宝山烈士。他身负重伤依然在火
线救治伤员，用水壶里的止痛救急
水为他们减轻痛苦，直到牺牲仍不
舍得喝一滴水。参观他的遗物陈列
或听到他的英雄事迹的人们，无不
流露出由衷的敬意。

贠宝山，1930 年出生在河南省
安阳市东郊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
庭。1949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1 年加入共青团。1950 年 10 月，
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参
加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
役和 1951 年夏秋季阵地防御作战，

担任卫生员的他，多次冒着密集的
炮火奋勇抢救伤员。

1951年9月7日，贠宝山所在的
部队奉命向朝鲜江原道铁原郡中马
山发起攻击，贠宝山跟随突击排行
动。在抢救伤员的过程中，他的胳
膊和腿先后负伤，副连长让他撤下
去休息，他说：“我是卫生员，前线
需要我。”坚持不下火线。在抢救伤
员时腹部又受了重伤，肠子流了出
来，他忍痛把肠子揉进腹内，一手
捂着肚子，一手拿着救急水壶，艰
难地向前爬行。水壶被子弹打穿了
洞，仅剩的一点止痛救急水他舍不
得喝，留给战友。他忍着剧痛爬上
山去又救护了3名伤员。终因伤势过
重而牺牲，年仅21岁。

贠宝山牺牲后，根据他生前的
志愿，1951 年 12 月 2 日所在部队党
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2
年 6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
机关决定为贠宝山追记特等功，并
追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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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追授他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中共安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
任范淑云说：“贠宝山烈士是中国
人民志愿军中涌现出来的一级英
雄，是安阳人民的骄傲。他为祖
国 、 为 人 民 忠 于 职 守 、 英 勇 顽
强 、 舍 己 为 人 、 不 怕 牺 牲 的 精
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英
名和事迹不仅记录在中朝两国的
国史、军史里，更是永远铭记在
热爱和平的人民心中。”

贠贠宝山：舍己救人的抗美援朝卫生员

据新华社石家庄 6 月 24 日电 今
年 77 岁的王德才是王珩烈士的侄子，
老人双手颤抖地拿出王珩的老照片，
满 眼 热 泪 地 说 ：“ 我 五 叔 知 识 丰 富 ，
身 经 百 战 ， 战 功 卓 著 ， 是 我 家 的 骄
傲。”

王珩，又名王晧甫，1912 年 3 月 5
日出生在河北任丘市辛中驿镇北辛中
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30 年，王
珩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加入东北军。
九一八事变后，到冀东保安队任分队
长。

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后，王珩参
加了冀东保安队暴动，并于 1938 年 3 月
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八路军营长、作战参谋，八路军
第 3 纵队兼冀中军区 29 团参谋长、晋
察冀军区 13 军分区 12 团参谋长，热辽
纵队混成旅旅长，冀热辽军区第 16 军
分区参谋长后兼锦州卫戍司令部司令
员；冀察热辽军区炮兵旅副旅长、东
北炮兵司令部第 1 指挥所副主任，第四
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炮兵 1 师第一副师
长、炮兵 8 师师长等职。1949 年春，王
珩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炮 25 团南下，渡
黄河、跨长江，参加衡宝战役，追残
敌至广西，战功卓著。

1950 年，王珩参加中国人民志愿
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炮兵第 8 师师
长，率部参加了第一至五次战役和阵
地防御作战，胜利完成阻击敌人、对
敌实施火力压制等上级交代的作战任
务，有力地支援了步兵作战歼敌。

战斗中，王珩感到原有的作战方
式已不适应新的战争环境，从总结战
斗 经 验 教 训 、 提 高 战 斗 技 术 水 平 入
手，在部队开展整训。整训中，他命
令师司令部组织利用地图射击和山地
射 击 的 突 击 训 练 ， 提 高 夜 间 射 击 精
度 。 练 习 夜 间 行 军 时 ， 采 取 减 少 梯
次 、 拉 大 距 离 和 增 设 交 通 岗 哨 等 措
施，降低部队损失。演习中实行严格
伪 装 ， 用 火 炮 分 散 和 火 力 集 中 的 办
法，以突然性的急速射击，打击敌人
的突击集团。

1951 年 7 月，王珩带领部队开展整
训期间突发急性病，并患伤寒症，于 7
月24日23时不幸逝世，时年39岁。

王珩：让炮弹长上眼睛

据新华社济南6月23日电 1924
年春，周厚刚出生在南港头村一个
贫农家庭，1946 年 9 月参加解放
军。同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 年 10 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
军，担任志愿军第20军59师176团5
连连长。

入朝后，周厚刚参加了第二、
四、五次战役和1951年阵地防御作
战，特别是1951年6月在785高地防
御战斗中，他指挥全连胜利完成坚
守阵地、掩护兄弟部队调防的任务。

785高地无险可据，其阻击难度
可想而知。1951 年 6 月 15 日夜，周
厚刚率领全连170多名战士进入785

高地，布置了“火力前重后轻，兵
力前轻后重”的阵地，并确定了

“以少胜多，用近战手段，大量歼敌
有生力量，坚守785高地”的作战计
划。

16 日，敌人对 785 高地进行地
毯式轰炸。之后，从三面轮番强
攻。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周厚刚
指挥全连战士利用工事、掩体沉着
应战，利用近战组织反攻，打退了
敌人的一次次进攻。

久攻无果的敌人调来 3 个重炮
连，一炸就是三四个小时，成千上
万发炮弹把 785 高地炸成了一片焦
土。要坚守785高地，必须摧毁敌人
的炮群。但是5连只有5门小炮。周
厚刚同炮手们一起研究出了克敌制
胜的办法——炮战时声音混杂，我
们的小炮不易被发现，可以利用敌
人发炮时机观测敌炮阵地目标，5门
小炮齐发，形成火力压制。这个办
法果然奏效，敌人的大炮哑火了。

周厚刚指挥全连战士奋战8个昼
夜，粉碎敌人40多次进攻，打死敌
人605名，牢牢控制住785高地，胜
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6月26日，5连奉命撤出785高
地。在撤离阵地布雷时，周厚刚不
幸牺牲，年仅27岁。为表彰他的功
绩，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
功，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
号。周厚刚生前所指挥的5连也荣立
集体一等功。

周厚刚：铁血英雄铸“雄关”

据新华社石家庄 7月 1日电 从
首都北京往西走 218 公里，有一座
千年古县——河北省蔚县。千余年
来，这里英才辈出。为国为民戎马
一生不幸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冯剑
平，就是被人们记颂至今的英雄之
一。

冯剑平，1913 年出生于河北省蔚
县，1932 年考入宣化中学，求学期
间接受马列主义，投身革命。

1935 年 7 月，冯剑平与进步同学
秘密组织抗日同盟军，发动学生呼
应 北 平 ， 声 援 北 平 一 二 九 学 生 运
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 年 9 月，经中共党组织介
绍，冯剑平到西安张学良部学生队
学习。西安事变后，学生队改编为
宣传队，冯剑平任宣传队中队长。
后在东北军中从事党的工作。1937
年 3 月，东北军东调，他被编入差遣
队随军到蚌埠怀远县受训，后与中
共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7 年底，部队开到蚌埠场山
时，为找组织关系，冯剑平扒火车
逃离东北军国民党部队，先后考入
胡宗南十七军团学生队、陕西凌川
干部学校。一时找不到组织的冯剑
平在学生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阐

述如何建设、巩固部队，深得学员
的赞同和拥护。1938 年，冯剑平到
延安抗大一大队学习，在瓦窑堡再
次加入中共党组织。

1939 年 1 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
军正式成立。1940 年冯剑平调任平
西 挺 进 军 九 团 任 敌 工 股 长 。 1943
年，调任平西分区蔚涿宣工委任敌
工 部 长 。 1944 年 成 立 蔚 涿 宣 联 合
县，任联合县敌工部长。冯剑平作
战 机 智 勇 敢 ， 善 于 做 统 战 敌 工 工
作 ， 经 常 深 入 敌 人 内 部 作 瓦 解 土
匪、联庄、伪大乡职员的工作，在
开辟蔚县东北山、西北山抗日游击
区根据地的斗争中，身先士卒，起
到 了 极 为 重 要 的 作 用 。 1944 年 12
月，调任冀察区十三地委任敌工部
长。

解放战争中，任察哈尔省军区政
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后在六十八军
政治部任敌工部副部长。

1951 年，冯剑平赴朝鲜作战，任
二十兵团保卫部副部长。1952 年 3 月
13 日 ， 冯 剑 平 不 幸 遇 难 ， 以 身 殉
职，时年39岁。

英雄故去，但他为国为民戎马一
生的英雄主义精神在生他养他的热
土上继续传承发扬着。

冯剑平：为国为民戎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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