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敬最可爱的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3周年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3周年。73年前，是什么让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双方
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中国为何会取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一些抗美援朝老兵，听他们讲述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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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70年前，美军连番轰炸指挥
所的那天，正好是我17岁的生日。”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3周年。73年前，满腔热血的中
国志愿军奔赴战场，换来如今的山河无
恙、家国安康。

10月2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来到成都市青羊区王家塘军休院，看望
抗美援朝老兵朱龙吟。回忆起当年战场
上的难忘经历，他印象最深的是自己17岁
的生日。整整70年过去，如今回忆起当初
的情景，仍让这位老人不禁伤感哽咽。

他的16岁
和同学手写血书请愿奔赴战场

朱龙吟是河南人，1936年出生。1952
年10月，16岁的他离开家乡，到长春市中
央军委机要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

1953年1月，由于朝鲜半岛局势紧
张，部队需要机要人员，于是学校开始动
员大家自愿报名加入志愿军。

“当时，安东（现辽宁省丹东市）已遭
到美军轰炸，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作
为副班长的朱龙吟和班长，还有另外两
位同学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割破
手指，一起写下血书，请愿前往战场。

“我们坚决要求去朝鲜，最后都被选
中了！”朱龙吟说。

初出茅庐的几个“新兵蛋子”，尚不
知道战争的残酷，就这样奔赴朝鲜战场。

“从安东到朝鲜青龙里，我们一路上
都遭到了敌军的轰炸扫射。”朱龙吟回忆
说，一有枪声，大家就往树林里躲避。“路
过朝鲜新义州时，看见这个城市已破败

不堪，老百姓们只能在靠山的地方挖洞，
搭个棚子，一有轰炸就往山洞里跑。”这
一幕在朱龙吟的脑海里一直无法忘却。

他的17岁
生日当天遭遇美军轰炸指挥所

到达青龙里后，朱龙吟在前辈们的
指导下开展机要工作。

1953年4月8日至12日，作战联席会
议在位于青龙里的志愿军第五十军军部
召开，志愿军第五十军团级以上干部及
十五军的部分战斗英雄参加会议作报
告。由于来往的车辆和人员突然增多，
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朱龙吟回忆说，4月11日至12日，不
断有敌人的侦察机在上空飞行，大家判断
敌机是在搜集情报和拍照。12日晚，敌军

突然对志愿军第五十军军部进行了轰炸。
“第一次轰炸，一颗炸弹正好落在党

委会议室旁。”朱龙吟说，他和一位同学
醒来后，发现窗外燃起大火，于是就往防
空洞跑。

听到外面许久没有了声响，朱龙吟
和同学才跑出来。他们前往坑道，看见
受伤的战友。4月的青龙里还很冷，朱
龙吟也不管外面是否有敌人投掷的定时
炸弹，不顾一切往住处跑，从弹片和灰土
中刨出被子，带到坑道，一半垫一半盖，
帮伤员度过了寒冷的一夜。

当晚，志愿军第五十军副军长蔡正
国在轰炸中头部中弹，抢救无效牺牲，政
委也双耳失聪。一夜之后，朱龙吟和战
友们从坑道出来，映入眼帘的是100多
个弹坑，还有漫山的断树残枝。

“被轰炸的那天，正好是我17岁的
生日，那天晚餐时，大家围坐在一起，还
在热热闹闹地吃饭……”说到这里，朱龙
吟哽咽了，他低下头，久久没有缓过来。

73年过去
历史从未被遗忘

敌机轰炸结束后，部队加快了修筑
坑道的进度。在坑道内，朱龙吟和战友
们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当时，大家
只能住在坑道走廊上，坑道潮湿，又连逢
下雨，大家就用铁片抵挡雨水，哗啦啦的
雨声让大家难以入眠，阴暗的环境让不
少战士染上了脚气、手癣。面对这样艰
难的环境，大家咬紧牙扛了过来。

1955年，朱龙吟离开朝鲜回到祖
国。

此后，朱龙吟曾两次前往沈阳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到蔡正国的墓碑前祭
奠。“第二次我去时，碰到了蔡副军长的
儿子，他问我怎么认识蔡副军长，我告诉
他，蔡副军长是我的领导，我们曾一起参
加抗美援朝战争。”朱龙吟说完，已是满
脸泪痕，他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深深的回
忆。

73年，历史从未被遗忘，战友们曾并
肩作战的情谊也从未消散。朱龙吟说，
每年4月，他都会和在成都的几位战友聚
一聚，怀念那些逝去的战友。“中国人民
志愿军能吃苦，不怕牺牲，才能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取得胜利。在这个和平美好的
年代，这种精神更应该传承下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紫萱
摄影报道

抗美援朝老兵朱龙吟再忆峥嵘岁月。

10月23日，在成都市成华区军服中
心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见到了抗美援朝川籍老战士王
璋华。91岁的他身着戎装，精神抖擞，
一边翻开已经泛黄的相册，一边追忆起
黑白照片里的峥嵘岁月。

半年完成两年学业
加入空军负责战机检修

“这是当年参军时，老同学给我送别
时的留影。”王璋华指着相册里一张年轻
合影回忆道，1950年，从川大附中毕业
的他，考入西南军区空军机械预科总队，

“当时我和另外两名同学相约去考试，最
后只有我考起了。”

就在王璋华入校不久，中国人民志
愿军陆续入朝作战。王璋华在内的一批
学子，因战时需要转为正科，“我们被分
成三批，一部分作飞行员，一部分去学习
航空机械，还有一部分做政治后勤工
作。”他说，自己被选去学习航空机械。

随后，他们坐上大卡车，历经5天5
夜抵达宝鸡，再分别前往西安、北京、沈
阳等地。“我到了沈阳学习航空机械技
术。”王璋华说，原本两年的学习，因为战
事紧急，被压缩到半年内完成。

1951年，王璋华被分到原空二军六
师18团，负责战机检查、维护。“当时，战

火已烧到鸭绿江边，当地居民处于水深
火热中。”他说，为了保卫祖国领空，他和
战友们接到命令：前往边境前沿作战。

冬季凌晨检修
手指被冻得像胡萝卜

说起当年的任务，王璋华依然记忆
犹新：当时，一架飞机会配三名机务战
士，分别是机械师、机械员及机械兵，负
责对飞机进行检查和维护。

“我是机械员，和另外两名战友负责
副团长的飞机。飞行编队则是三机一
组，分为主机和两架僚机。”王璋华说，
每天凌晨4点左右就要乘车前往机场，
做战前准备。战机的全面检查一般要
花1.5至2小时，“北方的冬天，凌晨几
乎都是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带去的热
饭等检查完已变得硬邦邦，虽然戴了
手套，但手指常常被冻得像胡萝卜。”
他说。

在边境参加战斗3个月后，王璋华
和战友接到指令，转到内地机场备战。
随后在1952年冬天和1953年，他们又两
次前往边境作战。令王璋华印象最深刻、
也是最痛心的一次，是1952年的冬天。

“第一次在边境作战时，就听副团长
说，最遗憾的是没能击落来犯的敌机。”
王璋华说，当时每架飞机的油量只够飞
行45分钟左右，作为机务战士的他们，
都会在机场等待自己负责的飞机返航，

“如果回来时，飞机是有序着陆，那说明
没有遭遇敌机。”

“第二次前往边境作战不久，我在等
待飞机返航时，看到的不是三架飞机有序
回来，而是两架僚机带伤返回。”王璋华和
战友第一时间冲上去查看情况，“僚机飞
行员说，副团长驾驶战机击落了一架敌人
轰炸机，但因战机受损，他只能跳伞。”

后来，部队派人找了一个星期，但依
然没有找到副团长。“最后得知，副团长
跳伞后被朝鲜一位农民带回家，但因失
血过多牺牲了。再后来战斗结束，他的
遗体被带回祖国，安葬在沈阳烈士陵
园。”王璋华说。

一颗“蓝天心”
始终关心国家航空航天发展
抗美援朝结束后，王璋华继续在航

空机械的道路上前行，曾参与解决多项
技术问题，是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
见证者与实践者。

如今，91岁高龄的王璋华依然十分
关心国家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现在的
飞机可以晚上飞，也不用在45分钟内返
回。除了天空，我们还能去月球、探索宇
宙。”王璋华笑着说，中国航空航天事业
还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未来一定会更好、
更强，“或许我看不到了，但我的儿孙们
可以看到。”

“我大半辈子都在军营里度过，参加
过战斗，见证过发展，这辈子没有遗憾！”
采访结束时，王璋华摸着自己珍爱的戎装
和勋章说，“我曾跟老伴说过，我走后帮我
穿上军装就行，别的我什么都不带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姚箬君
摄影报道

抗美援朝老兵王璋华

老兵朱龙吟追忆70年前朝鲜战场经历：

我17岁生日那天，指挥所遭敌机轰炸

保卫祖国蓝天，抗美援朝老战士王璋华：

三度赴边境作战痛心飞行员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