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达州市通川区罗江镇，离场镇不
远的地方，有一处传统歇山式全木质结
构的四合院。这里，是开国上将张爱萍
的故居，是他19岁之前生活成长的地
方，更是他早年在家乡组织学生、群众
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

5月13日，讲解员张周通过一幅幅珍
贵老照片，向我们讲述了张爱萍将军为革
命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这些照片，也完
整地记录了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1926年，年仅16岁的张爱萍在家
乡加入中国共青团，两年后，转入中国
共产党。1929年，他远赴上海参加党的
地下工作。之后，经历过上百次大大小
小的战役。他既是新中国第一支海军
的缔造者，更是为“两弹一星”的研发倾
注大量心血……

1987年，张爱萍将军回到阔别58
年之久的故乡，之后，他便将自己的故
居捐赠给当地政府。

受命组建新中国第一支海军

1949年4月23日，是一个被载入史
册的日子。这一天，新中国第一支海军
——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成立。
其时，比新中国诞生时间还早5个多

月。而这支海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就是
张爱萍将军。

“在此之前，我军是没有海军的。
当时，渡江战役已打响，党中央深知海
军的重要性，因此决定成立第一支海
军，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张爱萍临
危受命，负责组建海军。”讲解员张周介
绍，初建时期的人民海军，边打仗边建
设，经过一次次战火的洗礼和考验，历
练了过硬的海空作战本领。

海军成立后，张爱萍组织指挥沿海
岛屿的剿匪作战，消灭了国民党军残部
及潜伏特务，并深入海防前线勘察地
形，部署修筑工事，有力地加强了浙东
地区海防建设。

1954年8月，张爱萍任浙东前线指
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组织指挥
大陈列岛战役。同年9月，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1月，他组
织指挥了我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三军
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一举攻占一江山
岛，大陈列岛不战而克，解放了浙东沿
海全部敌占岛屿，给国民党反攻大陆的
图谋以沉重打击。

组织领导“两弹一星”研发

新中国的强大离不开国防事业的
强大。1956年春天，陈毅找到张爱萍，
交给他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参加国
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研究制订全国科

学技术远景规划工作，其中，“两弹一
星”的研发工作是重中之重。

深知这项工作重要性的张爱萍，没
有退缩。1956年8月，他主持了600多
名专家、技术人员和被邀请的一些苏联
专家到会审议规划会议。开始，他像小
学生那样，用耳听、用手记、用脑想。随
着对某些问题理解不断加深，他从只
听、只记、只想的被动状态，逐渐找问
题，想问题，解决问题。

在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协作、大
会战中，张爱萍先后4次担任核试验委员
会主任委员、现场试验总指挥，成功地组
织了我国第一代地地导弹、首次原子弹
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面
临严重困难的关键时刻，他深入全国各
地的核工业单位调查研究，向中央建议
集中全国力量，加速攻关。他长年奔波
在大漠深处、深山僻壤，与科学家、工程
技术人员和参试部队官兵工作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为解决核试验中的难题，
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提出了许多关键
的指导性意见。

在如今的张爱萍故居，一张张沉淀
记忆的老照片记录了他一路走来的风
霜雨雪和辉煌历程。1987年，离休后的
张爱萍将军回到阔别58年的家乡，不久
便将故居捐给地方政府。如今，这里是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省级国防教育基地。

“我是抗美援朝的参与者，又是幸
存者，这段经历让我刻骨铭心、没齿难
忘……”“有的战士腿部中弹，还有的被
燃烧弹活活烧死”“江水差点就把我淹
了，还是一个高个子战友把我抬上了
岸”……5月8日上午，在四川电力（成都
高新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重温英
雄事迹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党课中，89
岁高龄的范成勋老人给队员们讲述了
他参加抗美援朝的亲身经历和惊心动
魄的战斗故事。

年轻党员与老战士架起“连心桥”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国网成都
供电公司突出国网特色、突出学用结
合、突出惠及群众、突出担当作为，在专
题党课方面，大力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

“五个讲”（领导干部带头讲、支部委员
轮流讲、先进典型示范讲、普通党员踊

跃讲、邀请专家辅导讲）活动。此次受
邀到基层党支部讲授党课的范成勋就
是一位“特殊”的讲课人，他不仅是抗美
援朝战斗的亲历者，也是党员服务队的
长期帮扶对象。

范成勋和老伴现居成都玉林六巷，
是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
务队46户长期结对帮扶的对象之一。
2018年以来，党员服务队不仅为老人
开通了“连心桥热线”、安装了爱心闪灯
门铃，每逢重大节日还会带着米、面、油
等慰问品上门看望慰问，让老两口倍感
贴心和温暖。

听老战士讲抗美援朝事迹

范成勋在党课中讲到，1951年3月17
日，19岁的他与战友们义无反顾奔赴朝
鲜抗美援朝。他先后担任过排长、通信
参谋，曾参与了五次战役，荣立三等功并
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

老人现已年近九十，听力有些不好
了，但说起抗美援朝的经历，仍十分激
动，对入朝作战的每个细节更是记得清
清楚楚。“五次战役中，沉重的电台通讯
设备全靠人背。晚上行军打仗，我们要
和部队一起战斗；白天部队休息，我们
还要安装通讯设备、架设通讯线路，有
时候连续十几天都无法睡觉。”范成勋
说，“为了保障战斗通讯的畅通，我和战
友们没有一句怨言，一心为了打败敌人
勇敢地坚持工作。”

“有一次过江，江面上的桥被敌军
炸毁了，部队就架设了浮桥。当时我们
正走到浮桥中间，由于人多拥挤导致浮
桥垮塌，江水差点将我淹没，幸亏有高
个子战友将我抬上了岸。上岸后发现

两条腿受了伤，但轻伤不下火线，简单
包扎后我就忍着痛跟部队继续行军
了。”范成勋对这些细节记忆深刻。

范成勋说，883.7高地潜伏战是他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当
时883.7高地久攻不下，影响整个战争形
势。敌军阵地高，志愿军阵地矮，于是志
愿军就组织3600多人晚上在敌军阵地
前200-500米处潜伏。“为了确保潜伏
成功，战士们克服蚊虫叮咬、闷热、口渴、
大小便需要解决等重重困难，有的战士
腿部中弹，有的肠子滑了出来，还有的被
燃烧弹活活烧死……凭着顽强的意志
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大家
一直坚持到向敌军发起总攻。”讲到这
里，范成勋神情凝重，眼眶有些湿润。

老人的讲述朴实、真挚，让大家深
受感动。“听了范爷爷的讲述，让我更加
深切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我们应传承红色基因，在为民服务
工作中务实作为，让党员服务队的旗帜
高高飘扬。”队长刘杰说。
管向阳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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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幅珍贵老照片
记录张爱萍将军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5月10
日，成都高新区网络理政办召开党组会
扩大会议暨党组书记讲廉政党课活动，
邀请了党工委第三巡察组及驻生态环
境城管局纪检监察组参加。高新区网
络理政办党组书记孙秀蓬以成都高新
区2021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会议精神为主题，生动讲授，起到了较
好的教育警示作用。

孙秀蓬提出，目前网络理政办正处
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财政预算资
金高、专项经费量大、社会关注度高，全
办领导干部必须强化政治引领，以“为
企服务、为民服务”为根本职责，确保各

项工作保持正确的方向。全体干部职
工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自觉践行，纵
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为全面建设世界一流高科
技园区作出更大贡献。

同时，要提高站位，聚焦重点，务求
实效，提升工作质效。强化担当，深化

作为，推动各项工作抓深抓细。
接下来，还将结合营商环境、政务服

务、网络理政、智慧治理等重点工作，对
参会人员进行廉政教育。强调从严治党
是维护清明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必须
时刻警惕“四风问题”，要把践行“三严三
实”落地于工作生活，养成一种习惯。

重温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

89岁老兵讲述抗美援朝战斗故事

学党史悟思想

成都高新区网络理政办开展党组书记讲廉政党课活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轩
摄影报道

张爱萍将军故居。资料图片

年轻党员听范成勋老人讲党课。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