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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传奇般的友谊，于战火硝烟

中勾连起彼此命运，历经岁月洗礼依旧

打动人心。

大洋此岸，中国衢州，深山中淳朴大

义的中国村民，记叙着 82 年前荡气回肠

的生死营救；大洋彼岸，美国休斯敦和芝

加哥，二战期间杜立特行动飞行员的后

人们，多年来始终牵挂着衢州那片铭刻

祖辈友情与热血的土地。

“我相信，血与火铸造的中美两国人

民友谊一定能够代代相传。”2023年 11月

1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出席美

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发表演讲时，

专门讲到了这段中国军民在抗战时期奋

勇救助美国飞行员、获救美国军人后代

回访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的故事。

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

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如

今，在浙江省衢州二中，一棵中美友人共

同栽植的“友谊树”枝繁叶茂，树边石碑

上镌刻着面向未来的寄语——“续‘杜立

特突袭’传奇，谱中美友谊新篇章”。

跨越大洋的生死之交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1942 年，美国

空军 16 架 B-25 轰炸机奔袭日本，返航

途中由于油料不足等问题，杜立特中校

等飞行员在中国上空弃机跳伞，中国军

民奋勇救助，日军竟因此屠杀了 25 万中

国平民。

美国休斯敦市区二战纪念广场，杜立

特突袭行动被刻画在石碑上。杜立特突袭

者子女协会负责人戴维·坎滕伯格说：“如

果没有中国人民慷慨无私地伸出援手，大

多数突袭行动成员可能不会活下来。”

大 约 10 岁 时 ，戴 维 读 到 一 本 名 叫

《东京上空 30 秒》的书，书上有 50 多名参

加杜立特突袭行动的飞行员签名。父亲

告诉戴维，他的外祖父罗德尼·罗斯·怀

尔德直接参与了这场行动。“当时他们陷

入困境，是中国人民帮助了他们……怀

着对往事的探寻之心，我开始密切关注

这段历史。”戴维说。

1942 年 4 月 18 日晚，漆黑的暴风雨

之夜，杜立特行动 5 号机副驾驶怀尔德

紧急跳伞后，降落在衢州江山大桥镇苏

源村的山坡上。戴维说，外祖父喝光了

随身携带的小瓶威士忌酒暖身，把自己

裹在降落伞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苏源村村民毛光孝发现了怀

尔德，把他接下山带回村里。戴维说：“外

祖父知道附近山谷里有铁路，但语言不

通，他就在沙地上画出铁路线，通过比划

动作和模仿火车声音，让村民明白他想去

的方向。”在中国村民帮助下，怀尔德一路

辗转，成功与部分获救飞行员会合。

同一夜，3 号机领航员查尔斯·奥祖

克跳伞降落在衢州江山一个村庄。奥祖

克的女儿苏珊·奥祖克告诉记者，父亲被

降落伞挂在悬崖上一整夜，第二天被中

国村民廖诗原发现，带回家中。“廖诗原

一家人细心照顾他，为他包扎伤口，提供

食物，让他睡在自家孩子的床上。父亲

在廖家待了大约 5 天。”

如今已八旬高龄的廖明发是廖诗原

的儿子。他还记得，父亲当年带着四个兄

弟，用一把躺椅把浑身带伤的奥祖克抬回

了家中，“父亲上山挖草药敷在奥祖克的

伤口上，母亲还专门煮了鸡蛋给他吃”。

几天后，奥祖克被安全转移，“离开

时，他送给我父亲两个一美分的硬币作

为纪念，至今还保存在我们家里。由于

语言不通，直到离开我们也不知道他叫

什么名字。”

岁月不败的人民情谊

这 是 以 战 火 淬 炼 、以 鲜 血 缔 结 的

友谊。

为了救助受伤的杜立特行动队员雅

各布·曼奇，村民毛继富背着比自己高很

多的曼奇，在崎岖山路中跋涉整整一天；

队员特德·劳森坠落浅海后伤势严重，中

国村民找来船只穿越敌舰封锁线，将他

及时送到医院救治；队员罗伯特·格雷被

救后困乏饥饿，在纸上画了一只鸡，在那

个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中国村民真的

给他端来刚出锅的鸡肉……

中国人民创造了二战史上的救援奇

迹。据统计，降落在中国的 75 名杜立特

队员中，共有 64 人被成功救起，其中 51

人后来再次奔赴反法西斯战场。

跨越大洋，岁月不败。这段生死相

托的情谊，美国人民没有忘记。杜立特

行动的队员和后人们成立杜立特轰炸机

队协会、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等组织，

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感谢和铭记当年

参与营救的中国人民。

2015 年 9 月，时任杜立特突袭者子

女协会主席杰夫·撒切尔应邀来华，参加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他一路追寻父

辈足迹，来到衢州访问，提议并推动在当

地设立杜立特行动纪念馆。

2018 年 10 月，戴维、苏珊等一行 24

人，来衢州参加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开馆

仪式。老照片中先辈们的峥嵘岁月，令

他们眼含热泪，不愿离去。在当年父亲

获救助的廖家老宅中，苏珊坐在父亲睡

过的床榻边，久久不肯起身。“我一直想

看看父亲生命中这个位于中国的‘家’，

这里曾是他在战火中栖身过的家，现在

也成了我的家。如今我是在同家人见

面。”她说。

戴维特意带来当年杜立特行动队员

们喜欢饮用的威士忌酒，与当地中国朋

友一同分享。在外祖父跳伞着陆的地

点，戴维和弟弟一起亲手收集了 20 斤泥

土带回美国。“这些泥土一部分撒在外祖

父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墓前，其余分赠给

家族成员保存。”

苏珊则在老宅前捡了一些父亲当年

可能踩过的石头，留作纪念。“我非常珍

视中国人民，当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营

救我的父亲。我从中国人民身上感受到

了爱，每思及此，总让我热泪盈眶。”

双向奔赴的友谊新篇

2023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接连复信

美国青年学生、史迪威将军后人、飞虎队

老兵及各界友好人士，为中美民间友好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从多位美国友

人、客人接连来华，到“鼓岭缘”中美民间

友好论坛举办，从美国飞虎队代表团来

华重温历史、共叙友谊，到第五届中美友

城大会成功举行……中美两国人民双向

奔赴，共同书写友谊新篇。

“习近平主席出访美国时不仅提到了

杜立特救援，还特别提到了获救的美国军

人后代与我们之间的情谊，”廖明发说，两

国人民都如此珍视这段历史。尽管相隔

万里、肤色各异，大家对和平的向往、对正

义的期盼是相同的。“当年父辈们建立的

中美友情，如今传承到了我们这代人身

上，相信未来还将一代代传下去。”

苏珊对此也有相同感受：“希望我们

能增进交流，记住我们的过去，记住我们

是朋友。”她认为这是杜立特行动后人们

的重要工作，“我们应当重温这段肩并肩

的历史，重新走到一起。”

在对共同记忆的追溯与回望中，苏珊

与廖明发成为朋友，为父辈们延续起这份

沉甸甸的友谊。这段特殊的历史情谊，也

促进了中美两座城市的紧密联结和友好

交流。衢州上世纪九十年代与美国明尼

苏达州雷德温市结为友好城市，衢州第二

中学与雷德温高中成为姐妹学校。衢州

二中原校长潘志强说，每次有来自雷德温

市的老师和友好人士参访学校，都会带他

们去看一看陈列室中与杜立特行动相关

的资料，“讲解员都是我们的学生。很多

美国朋友参观后潸然泪下。”

在校园内，撒切尔曾与师生共同栽

下花梨木“友谊树”，并在树边立下石碑，

寄语两地友谊合作绵长久远。杜立特突

袭者子女协会还通过设立奖学金、组织

征文比赛等，进一步推动两国民间友好

交流。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最终沉淀下来的

总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从历史走进现实，

又向未来延展，这份“血与火铸造的友

谊”，必将深植中美人民记忆，成为推动两

国友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新华社休斯敦/衢州 4 月 7 日电

记者徐剑梅、王雅晨、段菁菁）

传承“血与火铸造”的友谊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交通与物

流系主任贝恩德·诺合日前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说，近年来中欧班列为位于

德国鲁尔区的运输港口城市杜伊斯堡增

添活力，为沿线国家和城市带来新的发

展机遇。

杜伊斯堡经历产业转型后，由钢铁

之都转型为运输港口城市。近年来，杜

伊斯堡成为中欧班列运行班次最多、运

量最大和货值最高的欧洲枢纽之一。

根据德国杜伊斯堡港口集团数据，

连接中国城市与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

运输时间为 12 至 18 天，每周约有 60 列

中欧班列抵达杜伊斯堡，班列运载的货

物从这里被转运往德国其他港口或欧

洲邻国。

中欧班列运输服务网络基本覆盖亚

欧大陆全境，有效扩大了中国与沿线各

国 经 贸 往 来 ，加 速 了 要 素 资 源 跨 国 流

动。诺合表示，中欧班列带来一种更为

平衡的运输方式，转运时间大大少于海

运和公路运输，价格又低于空运。随着

基础设施逐步完备，快速高效的中欧班

列为企业带来商机，也为沿线城市带来

丰富货品，促进中国与欧洲更好地互联

互通。

诺合说，中欧班列作为运输方式和

贸易载体，为沿线国家运送中国优质商

品的同时，还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城市的

物流仓储行业发展、就业岗位快速增长，

成为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推动产业融

合和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欧班列带

来的联动效应可以大幅增加商业活动，

为德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

的重要过境点和货物集散地带来新的发

展机遇。”他说。

诺合举例说，哈萨克斯坦的食品可

以通过班列出口到西欧或中国；在吉尔

吉斯斯坦的调研令人惊喜地发现，“有这

么多人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感兴趣，

带着当地的产品和想法争取加入”。

作为交通物流行业的专家，诺合持

续关注并研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各

国带来的福祉。他在 2012 年正式受聘

为浙江省“食品物流装备技术研究”重点

实验室客座教授，十余年来积极倡导“一

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和中德科技创新

合作。诺合表示，他从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中看到了合作共赢和繁荣发展的良

好机遇。

（新华社德国杜伊斯堡 4月 6日电

记者单玮怡、刘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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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4 月 6 日，联

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西区

司令恩里科·丰塔纳、参谋长

弗朗西斯科·卡梅利一行，来

到我第 22 批赴黎维和建筑

工兵分队营区视察访问，赞

扬我维和官兵出色完成各项

任务。

图为联黎官员参观分队

官兵技能展示。

庄小好摄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去年 10 月 7 日

爆发，至今已半年。本轮冲突持续时间

长、对抗强度大，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

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其外溢效应波及地

区多个国家。

分析人士指出，自冲突爆发以来，

国际社会不断强烈呼吁停火，外交斡旋

也在进行，但由于以色列态度强硬，且

其主要支持者美国出于私利不仅未对

以方实质性施压，还在外交和军事层面

偏袒以色列，停火进程举步维艰，地区

紧张局势加剧。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

显示，本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

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3.3 万人

死亡、逾 7.5 万人受伤，上百万人流离失

所。据联合国统计，加沙地带绝大多数

死者是妇女和儿童。据以色列官方数

据，本轮冲突中以方约有 1400 人死亡。

战火导致加沙地带陷入严重的人

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3

月下旬说，加沙地带一半人口已陷入

“灾难性饥饿”。4 月 1 日晚，以色列空

袭加沙地带中部城市代尔拜拉赫，造成

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7 名工作人员

死亡，多个援助组织随后暂停在加沙地

带活动，这令该地区人道主义危机雪上

加霜。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4 月 5 日敦

促以色列作出切实改变，避免加沙地带

平民死伤，并让拯救生命的援助物资能

够安全运送。

面对冲突造成的深重灾难，国际社

会要求停火的呼声强烈。联合国安理

会 3 月 25 日通过决议，要求斋月期间在

加沙地带立即停火。但加沙民众没有

等来停火，以色列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眼下，以军重点目标是加沙地带最

南端城市拉法。目前有超过 150 万巴

勒斯坦平民在拉法避难。国际社会担

忧，以军一旦对拉法发动地面进攻，将

造成大量平民死伤。然而，以总理内塔

尼亚胡近期多次表示，以军终将对拉法

发动地面进攻，以“彻底消灭”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本轮巴以冲突影响不断外溢，地区

多个方向局势紧张。黎巴嫩真主党、也

门胡塞武装均与以色列发生冲突，以示

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近日，伊朗驻叙利

亚大使馆领事部门建筑遭空袭，进一步

将地区局势推向更危险的境地。

在 黎 以 边 境 ，黎 巴 嫩 真 主 党 持 续

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向

黎南部发动空袭和炮击，双方交火不

断。黎巴嫩看守总理纳吉布·米卡提

本 月 4 日 说 ，本 轮 冲 突 已 造 成 黎 南 部

313 人死亡、约 1000 人受伤，约 10 万人

流离失所。

在红海，也门胡塞武装频频袭击关

联以色列和美国的船只。美国和英国

多次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空袭，造成人

员死伤。红海危机导致多家航运巨头

不得不避开这一繁忙航道，货运成本大

大增加，全球海运行业受到严重影响。

伊朗方面说，以色列 4 月 1 日用导

弹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门

建筑，造成至少 13 人死亡。伊朗伊斯

兰 革 命 卫 队 6 日 表 示 ，一 定 会 作 出 回

应。以方连日来已采取多项措施，加强

安全戒备。

分析人士指出，“炸馆事件”给地区

安全形势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使得加

沙停火更加困难。也有分析说，以色列

发动此次袭击目的之一就是拖伊朗“下

水”，那样既可以转移外界对加沙战事

的关注，又可以迫使美国介入。

卡塔尔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副

教授史蒂文·赖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伊朗承受巨大压力，但会谨慎

行事，避免与以色列的正面冲突以及可

能导致地区局势重大升级的行动。可

能的情况是，随着紧张局势持续，地区

多个区域会不时出现冲突。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4月 7日电）

巴以冲突半年 停火道阻且长
据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在

其西南岛屿冲绳县胜连基地增设第 7

岸舰导弹联队，对此前部署在该地区

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等地的岸舰

导弹中队实施统一指挥。值得注意的

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所谓的“岸舰导弹

联队”，其规模介于团、营之间，作战能

力不容小觑。该联队部署到位，标志

着日本迈出了将作战重心从东北转向

西南的关键一步。

岸舰导弹部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

实施西南方向岛屿攻防的重要力量，

主要任务是精确打击对手海上机动兵

力，控制区域性制海权，确保自身海上

交通线畅通。第 7 岸舰导弹联队统一

指挥的数个中队，均配备搜索识别雷

达、射击管理系统、导弹运输车和发射

车，每个中队构成一套小型作战系统，

具备一定的独立作战和灵活部署能

力。此外，岸舰导弹部队还可与海上

自卫队实施协同，利用 P-1 海上巡逻

机等侦察监视平台的视距外搜索能

力，进一步提升岸舰导弹部队的作战

能力。

在 冲 绳 岛 增 设 第 7 岸 舰 导 弹 联

队，进一步强化了日本西南地区的岛

屿攻防能力。当前日本西南地区所属

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等主要岛

屿，已成为“海上军事堡垒”。这些岛

屿相互策应，可对进出该区域各海峡

的对手舰艇进行封锁乃至实施打击，

表现出明显的进攻性特征。

从日美军事同盟角度看，日本大

力强化西南岛屿作战力量建设，可填

补驻日美军向第二岛链分散部署后的

军力空白，提升其在同盟关系中的地

位，继而加速迈向“军事大国”。

以往，日美在日本西南地区军力

部署呈“美主日从”格局，驻日美军在

冲绳拥有约 40 处基地，配置海陆空和

海军陆战队等兵力两万余人。随着

近年来部分美海军陆战队向关岛转

移，日本自卫队力量在其西南地区部

署的比重呈较快上升势头。日本积

极转变原来的保障角色，主张巩固日

美同盟，多次鼓吹发挥所谓“联合威

慑力”的论调。

更需要警惕的是，近年来，日本政

府不断渲染炒作地区和国际局势变

化，推出“安保三文件”，背离“专守防

卫”原则，谋求实现由“守”向“攻”的危

险转变。

日 本 增 设 岸 舰 导 弹 部 队 之 举 无

益于地区和平稳定，不断提速的军备

扩张步伐更是与“和平宪法”精神渐

行渐远，给地区和全球安全带来不稳

定因素，值得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提

高警惕。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

警惕日本强化西南岛屿作战力量建设
■汪泽焱 华 丹

2024“投资中国”系列活动德国专场 4月 5日在巴登-符滕堡州首府斯图加

特市举行，活动吸引德国工商界代表超 300人参加。2023年德国对华投资占德

国海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 10.3%，为 2014年以来最高水平。图为 2024“投资

中国”系列活动德国专场现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4月7日电 （记

者吕迎旭、张天朗）以色列媒体 7 日报

道，以军已经从加沙地带南部撤出所有

地面部队，目前加沙地带只留下一个旅。

以色列《新消息报》当天援引以军方

消息报道说，过去几个月主要部署在汗

尤尼斯地区的以军第 98 师从加沙地带

南部撤出，标志着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兵

力进一步减少。

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目前以军

在加沙地带只剩下“纳哈尔”旅，负责保

护内察里姆走廊的安全。该走廊横贯加

沙地带北部地区，方便以军在加沙地带

北部和中部开展军事行动，可阻断加沙

居民返回北部，同时也是救援物资运入

加沙地带北部的通道。

以军同日说，加沙地带武装人员当

天 从 汗 尤 尼 斯 向 以 色 列 发 射 5 枚 火 箭

弹，多枚被拦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

告。此前数小时，以军宣布从汗尤尼斯

撤出地面部队。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 7 日

数据，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

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3.3

万 人 死 亡 、逾 7.5 万 人 受 伤 。 以 军 7 日

称，已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中征召 30

万名预备役士兵，在加沙地带共打死 1.2

万名巴武装人员，共有 604 名以军士兵

在冲突中死亡。

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南部
撤出地面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