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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文/摄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
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当歌声响起，
你是否为之热血澎湃、激情豪迈？

在北苑街道前洪村有这样一名爱唱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抗美援朝老党员
——吴洵头。老人今年90岁，曾是抗美援朝
志愿军21军63师188团的一名战士。1951年
跨过鸭绿江，随军入朝鲜，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沉稳应对，勇猛杀敌。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
集体二等功一次，荣立个人一等功两次，荣获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英雄勋章两枚。昨日，记
者来到了吴洵头现在居住的地方，聆听吴老
讲述那段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枪林弹雨中传递情报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号

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
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全国
上下都被前线战士不怕牺牲、不畏强敌的精
神鼓舞。为了保卫祖国，维护国家的和谐稳
定，年仅19岁、一腔热血的吴洵头毅然决然
扔下农具，撇下安稳的生活，跟随村里20多
人一起报名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前，所有战士进
行了为期一周的集训，吴洵头在集训中表现
优秀，得到了师长李光军的赏识，成为21军
63师188团的一名警卫员，1951年随部队开
赴朝鲜。“只要能多打几个敌人，自己牺牲也
没关系！”说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吴老眉
飞色舞，骄傲与自豪溢于言表，“师长那时候
都叫我小吴，对我非常照顾，师长发布的命令
我都是第一时间完成，因为表现优秀，我也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2年，随着战况胶着，敌军开始投入大
量飞机、坦克等重型装备，给前线战士带来了
巨大压力，师部通信设备也被炸毁。为了把作
战指令及时送达，必须要派战士横跨几十公
里前去传达，师部挑选了警卫连中几个战士
分头行动，吴洵头也在此列。接到命令的那一
刻，吴洵头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伪装好后，
他不顾暴露的危险毅然选择骑单车送军令。

“那时候美国飞机像老鹰一样，飞得非常
低，我骑车过马路的时候碰巧就被一架美军
敌机盯上了。”吴洵头说，“我发现了敌机，马
上把单车推往一旁，让敌机预估错了位置，但
炸弹仍然在我东边十余米处投下，炸飞的尘
土瞬间把我掩埋进了土里，只露出了个头，幸
好当时搜救的战士及时赶到，把我从土里挖
出来并送往治疗，指令也成功送达了部队。”
吴洵头因此荣立了一次三等功。

“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但我不怕，我
只怕任务没能完成。”每每回忆起当年参战的

经历时，吴洵头都难掩内心的激动，在部队的
一幕幕往事如幻灯片般在他眼前闪过，万千
感慨涌上心头。

英勇无畏成功擒获美军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战况变
得愈加激烈，吴洵头所在的188团接到夺取
一处高地的命令，但敌人的炮火猛烈，把部队
封锁在了阵地上。“敌人的炮弹很猛烈，整整
打了一天一夜，我们一个班的战友全部隐蔽
在山洞里。我们没见过这么猛的炮击，平时我
们师一年也打不了这么多炮弹啊！”吴洵头对
那枪林弹雨的战场仍然记忆犹新。“我就多次
被埋在地下，好几次泥土都埋到了脖子、下
巴。有一次甚至被乱石埋在废墟里长达三个
小时，差点性命不保”。那次经历是他离死亡
最近的一次。

为尽快完成任务，吴洵头和几个战士趁
夜摸上了敌军高地上的一处碉堡。“美军受过
多次夜袭，做了许多防范，即使在休息时，武
器也不离手。”吴洵头回忆，摸上碉堡后，他从
正面一把抱住敌军战士并堵住枪口，其他两
位战士趁机将敌人制服，至今他仍能清晰地
回忆起敌军武器在他怀里那冰冷的质感。“我
们三人把敌军俘虏回部队，成功从敌军口中
探出了情报。”正是那次情报，让部队成功拿
下了多处高地，他也因此荣立了一次二等功。

1957 年，吴洵头从部队转业回到义乌，
起先在兵役局工作，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农
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随
后被调往前洪村，成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抗
美援朝的硝烟散去了60多年，吴洵头胸前的
军功章虽已斑驳，破损的绶带更见一种饱经
沧桑的美感。

“只要祖国还需要我，我现在仍然可以奉献
我的一切。”采访时，吴老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吴洵头：我不怕牺牲，只怕任务没能完成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图

一枚勋章，记载着出生入死的岁月
峥嵘。一纸证书，见证着舍生取义的家国
情怀。

在义亭镇车站村的铁路职工宿舍，有
一位闯过枪林弹雨的中国志愿军老战士
——95岁的来观兴，他在战争中留下的伤
痕，铭记着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来观兴，男，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荣
立一等功。10 月 8 日，记者走进来观兴家
中，他和妻子如往常一样，享受着静谧时
光。在客厅墙上，贴着一份革命军人立功喜
报。上面写着：贵府来观兴同志在第一期工
程任务中，创立功绩，经批准记一等功一
次；除按功给奖外，特此喜报，恭贺来观兴
同志为人民立功，全家光荣。

来观兴老人拿出珍藏的立功证书，双手
来回抚摸。这是一本战时一等功立功证书，
由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建铁路指挥局后方办
事处签发，上面记载了立功事迹、立功等级
等内容。

老人身体硬朗、思维清晰。当问及他的戎
马一生，老人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听着他的讲
述，仿佛被拉回到那段枪林弹雨的峥嵘岁月。

主动请缨，驰援朝鲜战场

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调
动空军和海军部队侵入朝鲜，支援南朝鲜军
队作战。随后，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
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把战火烧到中
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安全。

在万分危急关头，党中央发出“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
于10月间赴朝参战，与朝鲜人民一道抗击侵
略者，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
爱国运动。

来观兴是萧山人，年轻时在铁路部门工
作，后被分配在义亭站。1951年，来观兴参加
抗美援朝自建大队，成为一名志愿军；1953
年，他前往朝鲜，主要负责军用物资的运输。
除了运送各类材料，他还负责修铁路、修建桥
梁等工作。“出发去朝鲜时，我们刚结婚一星
期。”来观兴的妻子回忆，面对国家号召，她第
一时间支持来观兴的决定。

由于部队仓促入朝，战线又离鸭绿江较
近，所有运输基本靠汽车。为应对敌机夜间轰
炸，后勤运输部队规定所有在朝司机一律禁
止使用车灯。朝鲜北部多山，地形复杂，即便
侥幸躲过敌机轰炸，夜晚摸黑行驶在崎岖的
山路上对于汽车兵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最
终，物资能够运送到前线的不超过70%，粮食
不到40%。在这种艰难后勤补给的状况下，志

愿军却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第二次战役胜利后，战线从鸭绿江边推

进到“三八线”附近，距离一线部队最近的兵
站已远在300公里之外，而志愿军在朝部队
超过40万人，物资的需求量倍增，加上美机
封锁，汽车已经很难满足远距离大运量的后
勤补给要求，恢复铁路运输刻不容缓。在朝鲜
作战的日子里，来观兴尝尽了酸甜苦辣。“每
天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怕飞机轰
炸，怕特务追查。”来观兴回忆道。彼时，朝鲜
境内的铁路线基本被轰炸殆尽，加上零下三
四十度的天气，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工人们只
得跳到冰河里进行抢修。

“战场需要什么，我们就押运什么。”来观
兴说，有一次运输雷管炸药，属于危险品。当
时就被告知身上不能携带火柴，更不能抽烟。
为了阻止志愿军修建铁路，敌人的飞机每天
进行狂轰滥炸，志愿军运输物资的列车随时
可能遭遇危机。

不怕死，怕物资不能安全运到

抗美援朝战争中，条件非常艰苦。条件的
艰苦还能克服，最让人不寒而栗的还是战争
的残酷。顶着枪林弹雨，来观兴和战友们经常
面对生死考验。“保障物资运输是我们的使
命。但我们不怕死，就怕物资不能按时运到。”
回想抗美援朝往事，来观兴表情坚毅。

常年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负伤在所难免。
在一次抢修铁路行动中，由于条件差、安全设
备不足，来观兴直接从几米高的地方摔下来。
他的左侧脑壳顿时鲜血直流，直接晕了过去。
紧接着，战友将来观兴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在
伤口处缝了三针，当时留下的伤疤伴随他到
现在，并且落下了经常头疼的毛病。

除了修铁路，来观兴还要负责押送军用
物资。“有一次，我们押了从苏联进口的三车
炸药。炸药是战争中的急需品，但也面临高风
险。”来观兴说，一路上，小心押送到目的地。
不能直接运到前线怎么办？用肩挑！来观兴和
战友们一趟趟用担子挑到战场上。每一趟路
途，大伙都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但所有人
不计个人安危，冲锋在前，为战时物资运输提
供了坚实保障。“如果时光重来，我还会做同
样的选择。”来观兴坚定地说，因为这次任务
处置得当，他得到了嘉奖。

抗美援朝战争中，来观兴工作认真负责，
随时做好牺牲准备。面对紧急押运任务，他二
话不说，甚至饭也不吃，马上乘坐火车，在严
寒中忍饥挨饿30多个小时，坚持完成任务。
不仅如此，他研究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
率；除了完成押运任务，还主动帮助兄弟部队
装卸物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被志愿军新建
铁路指挥局后方办事处记一等功。

朝鲜作战结束，来观兴和战友们回到国
内，先后参与了宝成铁路建设等系列工作，不
遗余力贡献自己的力量。1954 年，来观兴被
分配到义乌义亭火车站工作，直到1981年光
荣退休。一直来，来观兴始终感念党恩，不断
发挥余热，为当地建设建言献策。

来观兴：戎装岁月是一辈子的骄傲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图

今年“十一”国庆假期，什么最“红”？当属电影
《长津湖》等一系列爱国题材影片，掀起了市民观
影热潮，燃起了浓浓的爱国情，让大家收获了满满
正能量。

国庆档影片数量赶超往年，观众对于红色
电影《长津湖》的期待值较高。据“猫眼专业版”
App 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我市电影票房超过1313
万元。其中，《长津湖》票房达 1020 余万元，占比为
77.6%。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70多年前，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奏响了一曲气
壮山河的英雄赞歌。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出伟大的抗
美援朝精神，70多年来，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穿越
时空，始终放射着璀璨的光芒，激励着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以“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这是一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2020
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伟大的抗美援
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
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
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长津湖》以英雄团队“穿插连”战斗行动为主
线，选取战争中的重大事件、典型场景、主要行动和
代表性人物，将抗美援朝精神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观
众面前。电影里的一幕幕深刻诠释了爱国主义精神、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革命忠诚精
神和国际主义精神。

据了解，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
战役中，发生在朝鲜长津湖地区的一场战役。这
场战役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9 兵团面临艰难困
苦的条件，与武器装备世界一流、战功显赫的美
军第 10 军对决。1950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4 日，
志愿军将美军 1 个多师分割包围于长津湖地区，
歼敌 1.3 万余人，扭转了战场态势，创造了抗美援
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迫使美军王
牌部队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这次
战役，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志
愿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大捷，一举扭转了战场态
势，成为朝鲜战争的拐点，为最终到来的停战谈
判奠定了胜利基础。

10月8日，记者从保利国际影城义乌之心了解
到，国庆假期中，《长津湖》排片占比30%，整体观影
人数日均为2500人—3000人。不少观众看完电影，
对《长津湖》给出满意评价。

市民鲁女士：“红色电影增强了我们的爱国情
怀，让我和我的朋友们深切领会和理解‘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意义。向先辈们致敬！”

网友“左岸”：屏幕上，志愿军战士以热血御严寒，
以意志抗强敌，坚信“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完了，我们
的后辈就不用打了”。但走出电影院，看到山河无恙，
人民安康的景象，这才是最好的“彩蛋”。

观众吴先生：“如果我们不打这一仗，我们的
下一代就要打，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生活在一
个没有硝烟的世界”，句句台词震撼人心，引起共
鸣。感谢前人的牺牲付出，才换来现在没有硝烟的
和平年代。

有能肩国任，无欲铸军魂。关于“义乌兵”的赞歌
传唱至今，商城大地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红色是这
片热土永远留存的初心与本色。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义乌素来
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奏响着“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新时代双拥赞歌。“作为
服务保障退役军人部门，要强化‘双建’工作引
领，大力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持续关心关爱我市
目前健在的 240 余名志愿军老战士，继承和弘扬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
责人说，抗美援朝是一种精神，是永远的宝贵财
富，要通过各种形式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英烈尊崇
军人的社会风尚，发扬抗美援朝精神，坚持为人
民服务。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军地共建工作，积极
支持部队建设，深入开展双拥模范城创建，营造
浓厚尊军崇军氛围。2019 年，我市荣获省双拥模
范城“七连冠”；2020 年，我市在“五连冠”基础
上，时隔 16 年第六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
号。据了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每月举行一期以

“致敬老兵，花甲荣耀”为主题的“八个一”活动，
进一步提升老兵们的获得感和尊崇感；通过打造
社会化拥军平台，推行社会化优抚新模式，做强社
会化拥军品牌等形式，凝聚社会力量营造拥军优
属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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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抗美援朝浴血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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