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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重庆7月 11日电 （记
者 周闻韬） 1926年，邱少云出生在
铜梁县关溅乡玉屏村邱家沟 （今少云
镇少云村） 一个贫苦家庭，1949年参
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中，邱
少云作战勇敢。一次剿匪战斗中，他
带病参战，一举毙伤匪徒10余名。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5 个月后，在“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激励下，邱
少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
战。部队开赴前线途中，邱少云曾冒
着美军飞机的扫射轰炸，从燃烧的居
民房屋里救出1名朝鲜儿童。

1952年10月，邱少云所在部队担
负攻击金化以西“联合国军”前哨阵
地 391 高地作战任务。为缩短进攻距
离，便于突然发起攻击，11日夜，部

队组织 500 余人在敌阵地前沿的草丛
中潜伏，邱少云正是其中一员。

12日12时左右，美军盲目发射燃
烧弹，一发落在了邱少云的潜伏点附
近，草丛立即燃烧起来，火势迅速蔓
延到他身上。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
沟，只要他后退几步，就势一翻，就
可在泥水里将火苗扑灭。但为了不暴
露目标，确保全体潜伏人员的安全和
攻击任务的完成，他放弃自救，咬紧
牙关，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
持30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6
岁。

邱少云牺牲后，反击部队在其伟
大献身精神鼓舞下，当晚胜利攻占了
391高地，全歼美军1个加强连。邱少
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申请
书中“为了世界革命，为了战斗的胜
利，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的钢铁
誓言。

为表彰邱少云烈士，上级党委追
认他为中共党员，并追授“模范青年
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给
邱少云追记特等功，追授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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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
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邱少云
牺牲的朝鲜391高地，筑立起一座高高
的石壁，上面镌刻着一行鲜艳夺目的
红漆大字：“为整体、为胜利而自我牺
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为纪念邱少云烈士，有关方面还
在他的家乡铜梁区凤山之巅建设了邱
少云烈士纪念馆，全馆共陈列国家
二、三级文物 37 件，烈士遗物 20 余
件。

邱少云：烈火中永生

据新华社郑州7月12日电（记者
王烁） 孙占元，1925年生，河南林县
人。1946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参加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历任班
长、排长。他作战勇敢，机智顽强，
先后 5 次立功。他关心爱护战士，行
军中经常帮助别人扛枪、背米袋，宿
营时及时为战友们补衣服、钉鞋带，
还常常用自己不多的津贴为战士们购
买日用品或救济有困难的家庭，深受
同志们的喜爱和尊敬。

1952年10月14日，在朝鲜上甘岭
战役中，敌军约 6 个营的兵力攻占了
志愿军防守的 597.9 和 537.7 高地。孙
占元率领突击排对597.9高地2号阵地
实施反击，接近 2 号阵地时，他的双

腿被敌炮弹炸断。战士们劝他撤离阵
地，他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是
指挥员，不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决
不离开自己的岗位。”他以坚强的意
志，来回爬行指挥，用机枪掩护战士
易才学爆破，摧毁 3 个火力点。突击
排攻上 2 号阵地，继续向纵深发展
时，敌人突然从阵地侧后反扑过来，
数名战友牺牲。他利用已攻占的碉
堡，架起缴获的两挺机枪轮番射击，
接连打退敌人两次冲击，毙伤敌80余
人。敌人再次发起攻击，在战友相继
伤亡、弹药告罄的情况下，他忍着巨
大伤痛，艰难爬行，从敌人尸体上解
下手雷继续战斗。当敌军拥上阵地
时，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雷，与敌同
归于尽，年仅27岁。

孙占元牺牲后，中国人民志愿军
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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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
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每年清明节、‘七一’和‘八一’
期间，不少林州市民来到占元村，瞻仰
烈士铜像，重温入党誓词，举行爱国
主义教育活动。”占元村支书孙美荣
说。如今，孙占元烈士纪念馆内设置
了贫寒童年、踊跃参军、屡建奇功、
壮烈牺牲四个版块，展现孙占元烈士
一生的光辉历程，有70余件实物，包
括图片、组画、模型等，并制作了孙
占元烈士在生命最后一刻与敌人殊死
同归的壮烈场景。纪念馆歌颂了孙占
元为了打开冲锋的道路与敌人同归于
尽的英雄壮举，同时展现了中国人民
志愿军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

孙占元：上甘岭战役中的战斗英雄

新华社石家庄7月13日电（记者
白明山） 在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平堽
烈士陵园，孙生禄的半身雕像庄严肃
穆，他目光坚毅，凝望远方，像是随
时待命冲向蓝天……

孙生禄，1928 年出生，河北省
定兴县人。1945年8月入伍。1947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 年参加中
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
空军第 3 师 9 团飞行员、飞行中队
长。在入朝作战中，他英勇机智，
曾数十次参加空战，击落敌机 6 架，
击伤敌机 1 架，被人们赞誉为“空中
突击手”。

他和僚机飞行员马连玉并肩作
战，配合默契，每次空战，都相互激
励，坚定必胜信念。1952 年 11 月 15
日，孙生禄、马连玉在大同江上空巡

逻，正待返航时，孙生禄忽然发现两
架敌机，立即与僚机取得联系，二
人架机猛追上去。就在孙生禄正要
攻击敌机时，后面又有两架敌机赶
到，马连玉翻转机身与敌机周旋。
孙生禄则飞速向敌机开炮，击毁敌
机一架，另一架丢下副油箱慌忙下
滑。孙生禄立即转机支援马连玉，
敌机慌忙逃走。

12月2日，敌人增加了一个F-86
机型的飞行大队，号称“王牌”机
群。2 日午后，一大批轰炸机企图轰
炸鸭绿江桥和发电站。空中指挥员王
海立即率战鹰飞上高空，孙生禄、马
连玉紧跟王海侧后，向敌机群发起攻
击。正当王海击落一架敌机，又追击
另一架时，后面有 4 架敌机袭来。此
时 ， 马 连 玉 的 飞 机 转 弯 出 现 “ 螺
旋”，孙生禄独立应战4架敌机。激战
中，他成功击落 2 架，自己的飞机也
受了重伤，机身留下大小 37 个弹孔。
凭借高超娴熟的飞行技术，孙生禄操
纵伤痕累累的战机安全返航降落。12
月 3 日，孙生禄再次升空作战，并击
落 1 架敌机。返航时，他被从后方突
袭的 4 架敌机击中，光荣牺牲，年仅
24岁。

孙生禄牺牲后，中国人民志愿军
空军和朝鲜人民空军为他追记特等
功，并授予他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
雄称号。孙生禄所在中队击落敌机12
架，被授予英雄中队锦旗一面，并记
集体一等功。

如 今 ， 每 逢 清 明 节 、 烈 士 纪
念 日 ， 当 地 干 部 群 众 会 前 往 陵 园
祭 扫 ， 祭 奠 包 括 孙 生 禄 在 内 的 革
命 先 烈 们 ， 将 烈 士 精 神 代 代 传 承
下去。

孙生禄：蓝天雄鹰

据新华社武汉7月14日电（记者
王贤） 饶惠谭，1915 年 3 月出生于湖
北大冶殷祖镇南山村。1928年参加红
军。1933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
党员。曾任湘鄂赣军区特务营连长、
营政委，参加了湘鄂赣苏区反“围
剿”和三年游击战争。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饶惠谭所
在的湘鄂赣红军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
第一支队第一团。1938年，新四军一
团在铜陵、繁昌地区开展敌后武装斗
争。一次，为了摸清驻江宁县日军的

人员装备情况，时任一团侦察参谋的
饶惠谭乔装打扮成当地群众，和两位
战友一起潜入日军设在莫石潭的驻
点，生擒日军中队长，为部队提供了
重要的军事情报。

1942 年 2 月，饶惠谭任新四军二
旅第四团(后为四十八团)副团长兼参
谋长，先后参与指挥了多次反“扫
荡”战斗，以及长兴战役、周城战斗
等，屡建战功。

1946年，饶惠谭任华东野战军第
六纵队十六旅副旅长。1947年，调任
渤海纵队十一师(后改为33军99师)副
师长，后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三十
三军九十九师师长。参加了淮县战
役、周村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在渡江战
役中，他首批渡江，冒着敌人炮火冲
上南岸，指挥部队攻占荻港。

上海解放后，99师改编为淞沪警
备司令部公安第十六师，饶惠谭任师
长。他和同志们一同担负起了以上海
市杨浦工业区为主的繁重警备任务，
不辞辛劳地为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奉
献自己的力量。

1952年，饶惠谭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参
谋长。1953年3月21日，第二十三军
指挥所遭到敌机轮番轰炸，饶惠谭壮
烈牺牲，时年仅38岁。1955年，饶惠
谭的遗骸从朝鲜迁回祖国，安葬在沈
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饶惠谭：一生革命建功沙场

新华社南昌 7月 15日电 （记者
林浩）蔡正国，1909年10月出生于江
西省永新县文竹镇车田蔡家村，1929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
后任乡工会主席、少年先锋队队长等
职。1932 年 4 月参加红军。1933 年转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年12月，蔡正国进入于都公
略步兵学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
工作。1934 年 8 月后，任中央人民武
装总动员部补充第四团连长，第三军
团教导营第一连党支部书记、第三连

排长等职。
全国抗战爆发后，蔡正国任一一

五师教导大队三队队长。在平型关战
斗中，教导大队担任警戒任务，蔡正
国率三队英勇阻击驰援的日军，胜利
完成了作战任务。1937年10月后，任
一一五师补充团参谋长、教导第二师
第二团团长、教导第二旅参谋长、胶
东军区教导第二团团长。

1945 年 9 月后，蔡正国任山东野
战军第六师副师长、东北民主联军第
四纵队参谋长、第十一师师长。1947
年 4 月，任第十师师长，1948 年在塔
山阻击战中，第十师是守卫部队，蔡
正国亲临前线指挥，率全师抗击敌人，
5天5夜不下战场，守住了阵地，拖住了
援敌，切断了东北敌军南逃之路。

1948 年 11 月，辽沈战役结束后，
蔡正国率部随第四野战军主力入关，
参加了平津战役中包围北平 （今北
京） 的作战。北平和平解放后，率部
随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1949年7月，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副军长。

1950年10月，蔡正国随第四十军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同年12月，任中
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代军长，主持
全军工作。他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取
得了全歼英国皇家坦克营和痛歼英军
第二十七旅的辉煌战绩，为我军以步
兵攻击敌人坦克开创了先例，提供了
经验。1953年4月12日，在龟城郡青
龙里遭敌空袭牺牲，时年44岁。

蔡正国：戎马一生 英勇捐躯
新华社合肥 7月 16 日电 （记者

鲍晓菁） 每年清明节期间，安徽省南
陵县家发中学的学生都会来到李家发
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祭扫活动，缅怀
烈士英灵。

李家发，1934 年生，安徽省南陵
县人。1951 年 6 月，参加中国人民志
愿军赴朝作战。1952年10月，加入中
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入朝后，李家发被编入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六十七军一九九师五九五团
一营一连二排六班当战士。在一次敌
机空袭中，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朝鲜
群众抢救衣物和粮食。他在战地练兵
和修筑工事中成绩突出，荣立 2 次三
等功。

1952 年冬，李家发任二排通信联
络员，主要任务是传递战斗命令，常
常要在敌人的炮火中穿梭。从部队所
在庆坡岘的山腰到玉女峰的前沿，要
通过一片200多米的开阔地，美军飞机
每天都要在这块土地上倾泻成吨的弹
药，通过时极其危险。但他英勇机
智，每次都能及时完成任务，被誉为

“铁腿通信员”。
1953 年 7 月 13 日，在金城战役反

击的轿岩山战斗中，李家发所在的二
排担负攻击116高地的任务。在部队前
进受到敌人地堡火力阻滞时，李家发
主动请战，担负起爆破敌人地堡的任
务，机智地炸毁了主地堡外围 3 个火
力点，他自己也身负重伤，但仍然忍

着剧痛艰难地向前爬进，在用最后一
颗手雷摧毁了敌人的主地堡后，体力
不支昏迷过去。

反击部队迅速发起冲锋，然而敌
人的另一个暗堡又响起了枪声，火力
封锁再次拦住了部队前进的脚步。突
击排新的爆破组几次尝试爆破都因敌
人火力太猛而无法接近。离天明只剩4
个多小时，天亮之前如果拿不下轿岩
山，部队只有撤出战斗。

正在紧急关头，敌人暗堡的机枪
声突然静了下来。原来，昏迷的李家
发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以惊人的
毅力悄悄爬近敌人暗堡，用自己的胸
膛挡住了暗堡的机枪射孔。为掩护部
队冲锋，取得战斗胜利，李家发献出
了年仅19岁的生命。

李家发牺牲后，根据他生前提出
的申请，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1953 年 9 月，中国人民
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
追授他一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同
年12月1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
号，同时授予他“金星奖章”和“一
级国旗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轿岩山地区人民将李家发牺牲地附
近的一条街命名为“家发街”。安徽省
南陵县人民政府将他的家乡泉塘乡改
名为“家发乡”，并建立李家发烈士纪
念碑，以示纪念。

李家发：“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

据新华社合肥7月17日电（记者
鲍晓菁） 许家朋，1931年生，安徽省
绩溪县人。1951 年5月，参加中国人
民解放军。1952 年7月，参加中国人
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3 年4月，加
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上甘岭战役后，黄继光的英雄壮
举令志愿军将士深受感动和激励，许
家朋也不例外。石砚洞北山反击战任
务下达连队后，他第一个向团支部递
交了决心书，他说：“在一旦需要我的
情况下，就像黄继光同志那样，为了
朝鲜人民和祖国人民而牺牲自己。”

1953 年 7 月 6 日夜，在朝鲜铁原
以西石砚洞北山反击美军第七师的战
斗中，许家朋所在的六连突击排冒大
雨沿侧翼向美军主峰阵地发起攻击。
接近主峰时，美军一暗堡突然开火，
将部队压制在山腰间。战斗中，和许
家朋一起执行爆破任务的战友不幸牺
牲。许家朋见状迅速抱起炸药包，冲
向敌人的暗堡。前进中，他的双腿被
炸伤，仍忍着伤痛，顽强地爬抵暗
堡，执行爆破任务。由于炸药包被雨
淋湿，爆破未能成功。许家朋拖着伤
腿绕暗堡爬行，寻找暗堡入口。在找
不到入口的情况下，为争取时间，他
毅然挺身扑向暗堡射孔，用胸膛堵住
正在射击的枪口，以自己的生命为部
队开辟了进攻道路。战友们在他的英
雄行为激励下，迅速攻占了北山主峰。

许家朋：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

据新华社石家庄7月18日电（记
者李继伟） 张庆和，1921年出生在河
北省宁晋县北辛庄村。1938年初，参
加冀豫抗日游击支队。1939 年 3 月，
随部队转战太行山区。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他多次参加反围攻、反

“扫荡”的战斗，并先后参加了“百团
大战”、保卫黄崖洞战斗等较大规模的
作战，他所在的连队被军分区授予

“包围圈里的模范连”光荣称号。
1945 年后，张庆和先后任连长、

营长、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等职，
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
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战斗。他作
战勇敢，屡立战功，曾荣立大功一
次，并被授予“杀敌英雄”的称号。
军区《火线报》 等报刊对他的战斗事
迹进行了广泛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张庆和奉命调入
空军航校学习，他勤学苦练，以优异
的成绩掌握了飞行技术。1951年，被
任命为空军航空兵第二师副师长。同
年 10 月，率部进驻安东大孤山机场，
随时待命入朝作战。

1952 年 6 月，张庆和任师长。同
年，任中朝空军司令部指挥助手。他
多次指挥战斗，战功卓著，首创了空
军击落敌B-26轰炸机的先例。

1953年10月22日，张庆和在丹东
四道沟飞机场进行飞行训练时，因飞
机失事不幸牺牲，年仅32岁。

张庆和：杀敌英雄
新华社哈尔滨7月19日电（记者

王君宝） 在哈尔滨市公安局为纪念烈
士所制作的一部视频短片中，烈士张
德山的故事引人注目。1954年，他在
维护交通秩序时，勇拦惊马，被马车
轧伤光荣牺牲，时年仅21岁。

张德山，男，1933 年出生，原籍
松江省阿城县新房村人，共青团员，
高小文化，贫家出身，1953 年 8 月参
加公安工作，任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南岗分队外勤民警。

1954年6月7日下午，张德山在哈
尔滨市西大桥执行勤务。15 时左右，
他发现一辆胶轮马车自东向西飞驰而
来，车上有货无车夫。刹那间，他一
面快步上前，一面向周围的群众大喊:

“马惊了!快躲开!”
面对迎面而来的惊马，他猛地从

身边一名车夫手里夺过皮鞭重重抽向
惊马，惊马不但没有停下，反而嘶叫
着向人群冲来。

危急时分，张德山挺身上前，想
用双手拉住缰绳控制惊马，不料却被
飞驰的惊马撞倒，踢破了太阳穴，车
轮从他的颈部轧了过去。

最终，在另一名车夫的帮助下，
惊马被制服。

由于他的呼喊，群众都散开了，
没有人员伤亡。但当群众前来援救
时，他的鲜血染红了道路，在送往医
院途中，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哈尔滨市公安局为张德山举行了
追悼会，并作出“向张德山同志学
习”的决定。1954年10月，共青团哈
尔滨市委追授张德山“模范青年团
员”称号，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追认张
德山为“革命烈士”。

哈尔滨市公安局成立至今，已
有数百名民警牺牲，他们用生命之
脊 托 起 了 社 会 的 安 宁 。 每 年 清 明
节、烈士纪念日，哈尔滨市公安局
都组织开展缅怀英烈的祭扫活动，
各级公安机关也自行组织开展各种
缅怀祭扫活动。

先烈们的遗志以及革命传统，深
深影响着后人。恪尽职守、甘于奉
献，以高昂的斗志和饱满的工作热
情，不断提高打击犯罪和服务群众的
能力水平，已成为哈尔滨市公安干警
的共同目标。

张德山：奋不顾身拦惊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