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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950 年 12 月 至 1951 年 7 月 ，

半年时间里，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有

300 多名学生告别校园，走向抗美援朝

战场……”

近日，90 多岁的志愿军飞行员陶

伟向媒体讲述他从武汉出发走向抗美

援朝战场的经历时，反复提及这段历

史。由此 ，一所学校 300 多名学生投

笔从戎的感人故事，重新呈现在世人

眼前。

隆冬时节，记者来到湖北省武昌

实验中学探寻这段历史。一进校园，

一面纪念墙映入眼帘，灰色的大理石

墙上 ，密密麻麻地刻着 309 名学生的

名字，下面写着“为了和平”4 个大字，

旁边有面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空中

拼刺刀”的陶伟等校友为原型制作的

浮雕。

纪念墙上还镌刻这样一段文字：

“1950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抗美援朝

战争爆发。省实验中学青年学子深深

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决不能被外来

霸权势力扼杀。学校初、高中 300 余名

学子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投笔从

戎，为捍卫正义与和平奔赴战场，誓将

热血与青春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退休军医范中慧的名字就刻在纪

念墙上，现年 90 多岁的她回忆起当初

的选择仍记忆犹新——

“我出生在苏州，长在上海，1937

年侵华日军轰炸上海，我跟着家人回

苏州避难，在战乱中读完了小学和初

中二年级。”范中慧说，当时学校附近

有个侵华日军司令部，人力车夫每次

经 过 ，都 要 脱 下 帽 子 捏 在 手 里 ，弯 腰

赔小心，学生路过时，更是胆战心惊。

因为小时候的经历，范中慧深知

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重要性，抗美

援朝战争爆发后，正在武昌实验中学

读高三的范中慧没和大人商量，直接

在学校报了名。

“ 我 学 习 成 绩 中 游 ，也 没 什 么 特

长 ，但 我 是 团 员 ，国 家 有 需 要 时 当 然

要 报 名 。”范 中 慧 说 ，“ 我 知 道 打 仗 是

残 酷 的 ，这 不 影 响 我 要 抗 美 援 朝 、保

家卫国。”

92 岁的李超民回忆当年参军的初

衷，仍动情不已。

“我当时对数学产生极大的兴趣，

已 用 高 一 两 个 学 期 学 完 了 高 中 数 学

课程，我给自己定下目标，考上清华大

学。”李超民说，学习成绩优异的他正

为实现理想努力时，“战争爆发了，战

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毛主席、党中央发出了抗美援朝

的号召，我怎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他

引用唐朝诗人王维的一句诗：“孰知不

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1951 年 1 月 16 日，雪后初晴。那

天一早，陶伟、李超民、范中慧等参军

的同学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

《共青团员之歌》，告别师生，登上了驶

向东北的列车。

回忆起 70 多年前那个场景，多位

受访老人满含热泪，情不自禁再次唱

起了这首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

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

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

国家……”

“这段历史直到百年校庆前夕才

浮出水面。”武昌实验中学原校党总支

书记冯希娅说，2019 年 12 月，为筹备

建校 100 周年校庆 ，她翻阅了档案室

里保存的上百卷档案，从中看到《关于

学生参干名册（1950-1951 年）》档案，

这也是她第一次知晓这段往事。

在武昌实验中学的这本档案中，

清晰记载了陶伟、李超民在内的参加

军事干部学校学习的学生名字、军事

干 部 学 校 类 别 、家 长 姓 名 、家 庭 住 址

等。档案显示，从 1950 年 12 月到 1951

年 7 月，该校通过学校报名途径参干的

初、高中学生合计有 300 位。后经核实

统计，另有 9 名学生通过其他途径报名

参干。这 300 多名学生从各类军事干

部学校毕业后分到部队，有的入朝作

战，有的守卫边疆，有的从事国防科研

工作。

据《武 汉 市 志·军 事 志》记 载 ，同

期，全市共有 1897 名青年学生被批准

参干，而武昌实验中学参干人数占到

全市近六分之一。

这 本 档 案 的 首 页 是 一 则 新 闻 通

讯，记录了 1950 年 11 月以来全校师生

的思想变化和实际行动：“本校师生员

工自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后，

掀起了学习时事的高潮。”“现已有初

中不满十五岁的同学和高中等多名同

学表示，当美帝正在疯狂侵略的时候，

在学校搞好学习，不如用实际行动支

援朝鲜人民要有力量得多，因此他们

也已决心报名自愿参军。”

“要让沉睡的史料变成鲜活的爱

国主义教材。”2020 年 8 月，冯希娅郑重

向学校提出修建抗美援朝参军参干人

员纪念墙的建议。在学校党委的大力

支持下，同年 10 月，这面纪念墙开始动

工建设。

2020 年 11 月，学校抗美援朝浮雕

纪念墙建成，抗美援朝老兵陶伟应邀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为学校纪念

墙揭幕。

站在纪念墙下，陶伟为师生们讲

述了档案里没记载的故事。

在抗美援朝战场，19 岁的飞行一

大队飞行员陶伟驾机升空作战。面对

多架敌机的包围，陶伟抱着“宁愿血洒

蓝天，撞也要把敌机撞下来”的信念，

在距敌机约 120 米处猛烈开炮 ，击落

敌机，开创了人民空军空中近战歼敌

先例。

“ 当 老 英 雄 讲 完 故 事 ，举 起 右 手

敬礼的那一刻，在场的每个人都热泪

盈眶。”学校团委书记熊山回忆，看到

纪 念 墙 刻 着 名 字 的 人 鲜 活 地 站 在 面

前，师生们激动不已，热烈鼓掌，学校

国 旗 班 全 体 成 员 齐 刷 刷 向 陶 伟 敬 礼

致敬。

“300 多名学子奋不顾身、不惧生

死的家国情怀让人动容。这值得当下

的我们深思。”学校原党委书记艾建红

说，这也给教育工作者以启示，要将爱

国主义教育深入贯彻到基础教育中来，

在学生心中筑牢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为此，他们修建校史馆，组建了两

支“校史馆师生讲解团”，讲解团成员

在 重 要 时 间 节 点 讲 解 学 校 红 色 校 史

和历届优秀校友的故事，让学生们在

榜样的引领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每年 10 月 25 日中国人

民 志 愿 军 抗 美 援 朝 出 国 作 战 纪 念 日

前后，“国旗下的演讲”活动重点围绕

宣扬抗美援朝精神展开；充分利用学

校周围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共五大

会 址 、辛 亥 革 命 纪 念 馆 等 资 源 ，开 展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不 断

拓展思政教育的边界。

“300 多 名 学 生 响 应‘ 抗 美 援 朝 ，

保 家 卫 国 ’号 召 投 笔 从 戎 ，把 个 人 前

途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这是最生动

鲜 活 的 思 政 课 教 材 。”该 校 负 责 人 表

示 ，眼 下 ，学 校 正 在 筹 划 编 写 国 防 教

育校本课程的教材，准备将这段历史

纳入其中。同时，正在修建的校史馆

计划开辟“红色基因”专题版，生动展

现 这 段 历 史 ，“ 这 既 是 对 为 国 奉 献 的

校友的告慰和纪念，更是为了铭记和

传承。”一位校领导说。

图①：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原校

党总支书记冯希娅在该校纪念墙前讲

述一个个名字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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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档案

《关于学生参干名册（1950-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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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

雄才能英雄辈出。日前，文艺情景课

《与英雄同行，我也成了英雄——“排

雷英雄战士”杜富国和战友们的青春

对话》在第 75 集团军某旅开讲。情景

课以播放视频、面对面对话、诗朗诵

等形式，呈现杜富国与战友们的军旅

故事，引导官兵在英雄的感召下感悟

使命担当，在英雄故事中汲取强军正

能量。

“我能从伤病中走出来，要感谢组

织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战友和亲

人的不离不弃……”情景课现场，官兵

零距离聆听杜富国的讲述，不时响起

雷鸣般的掌声。

走上雷场就意味着直面生死，很

多扫雷官兵在进入雷场前，都会偷偷

写下一份“遗书”。“尊敬的领导，在我

牺牲后，请把我的抚恤金给我的父母

用于他们养老……”杜富国战友、二

级上士董臣江的这封“遗书”在大屏

幕上展示时，现场不少官兵眼中闪着

泪光。

情景课中，大学生士兵许靖分享

了扫雷排爆大队传承仪式的流程，他

说，“火把很轻很轻，一只手就能举起

来；但它又很沉很沉，接过火把那一

刻，‘为人民扫雷，为军旗增辉’的神圣

使命一下就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

生命开鲜花……”这堂课最后，现场官

兵齐声合唱《英雄赞歌》，自发起立鼓

掌，掌声经久不息。

据悉，为深化教育质效，该旅在课

后开展了“富国班长，我想对你说”心

声征集等活动，收到数百封饱含深情

的心声书信。该旅领导表示，会将部

分信件交往杜富国和扫雷大队官兵手

中。在各营连举办的多场讨论会中，

官兵们纷纷表示：要向杜富国和扫雷

大队学习，踔厉奋发、苦干实干，在强

军的征途上奋勇前行。

图①：杜富国和战友通过对话方

式倾情讲述扫雷故事。

图②：情景课结束，第 75 集团军

某旅官兵为杜富国和战友献花。

杨 昭、邓小一摄影报道

与英雄同行，
我也成了英雄

本报讯 俞博、刘海青报道：“您购

买的药品正常享受会员 9 折优惠后，还

可叠加享受拥军 8 折优惠……”近日，

河南省滑县城关镇西林头村的老兵傅

欣宜走进位于村头的药店，向工作人员

提供手机号码、认证退役军人身份后，

享受了专属优惠。

这是安阳市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探

索开展健康拥军的生动缩影。该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负责同志介绍，2024 年，该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走访调研发现，

一些退役老兵、军属由于年龄增长、体质

下降等原因，有长期购买药品的需求，每

年光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何让更多优抚对象享受到更加

实惠、方便快捷的专属优惠？该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将目光投向在当地覆盖面

较广的本土药企，通过多次走访调研、

党组研究、宣传发动、考评验收等，与他

们签订合作协议。全市 120 多家连锁

药店根据签订协议，为现役、退役军人

及“三属”提供优惠。同时，他们还组织

全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共同发力，

通过公众号、宣传单、微信群等多种形

式，面向社会发布拥军健康企业招募信

息，广泛动员争取更多乡镇村的中小型

药店支持，通过签署拥军协议、优化常

态考评机制、集中颁发“拥军门店”标牌

等，进一步扩展健康拥军范围。

此 外 ，该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还 协

同药店开设“拥军会员”，优抚对象在

药店持卡认证后，复购时仅需提供手

机号码便可享受拥军优惠。针对行动

不便、老年独居等退役军人和军属群

体，药店还提供免费煎熬中药、送药上

门等贴心服务。

据了解，该市目前已有 192 家拥军

药店为全国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三

属”提供专属优惠。该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他们将进一

步着眼优抚对象健康生活急需必需，不

断扩宽社会化拥军领域，推动各项优惠

措施常态落实，加快实现“乡乡都有拥

军药店”目标，切实让每一名军人、军

属、退役军人得实惠、享优待、受尊崇。

河南省安阳市

192家药店推出专属拥军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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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第二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

适老化改造暖人心
本报讯 李亚兰报道：近日，江苏省

军区南京第二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协调

地方民政部门，将部队离退休老干部居

家适老化改造纳入政府补贴范畴，并为

老干部制定个性化改造升级方案，安装

防滑地板、扶手、淋浴椅等安全设施，提

升老干部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受到老

干部好评。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征兵宣传走进社区
本报讯 刘峻晓报道：连日来，为切

实做好 2025 年上半年征兵工作，激发辖

区青年应征入伍热情，广东省深圳市宝

安区组织人员在福海街道等开展征兵宣

传，他们在街道办事处门前设立政策咨

询区，组织征兵专员为辖区适龄青年进

行相关政策、流程解读，不少适龄青年在

宣传活动现场报名应征。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

民兵考核随机抽点
本报讯 张树萌报道：近日，陕西省

宝鸡市渭滨区民兵应急连接受陕西省军

区随机抽点考核。考核以遂行实战化任

务为背景，在 20 余公里行进途中，随机

对民兵分队实施无人机侦察识别目标、

通过染毒地带、受伤自救互救、野外保障

等课目考核，检验民兵应急分队冬季训

练成效和遂行任务能力。

本报讯 陈健、记者陈建文报道：

岁末年初，广东省汕头警备区在大南山

革命根据地旧址摆开战场，组织百余名

军官、文职人员、专武干部和民兵挺进

深山密林，开展实战化训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湃、徐向前

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艰难复杂的革命形

势下开辟了大南山革命根据地，今天，

我们沿着先辈们的战斗足迹重返昔日

战场，就是为了传承英雄血脉。”简短动

员后，随着导调组一声令下，百余名官

兵按照战斗编组分头展开行动。

训练背景是汕头市军地联合指挥

所“遭袭破坏”后，部队连夜转移至大南

山区开辟临时指挥所，搭设通信站。记

者在现场看到，临时指挥所设在半山腰

的余氏祖祠。“这里是中共闽粤赣边苏

区特别委员会成立之地，把开训指挥所

设在这里，既能重温战斗历史，也能让

参训人员在艰难环境中进一步锤炼战

斗意志，提升胜仗能力。”该警备区领导

介绍。

“上级通报，在排金山一带有小股

敌特伪装渗透，令我部立即前出侦察支

援。”临近中午时分，刚准备就地休整的

民兵无人机分队突然接到导调组下达

的作战命令。

排金山又称排军山，位于汕头市潮

南区红场镇东北部，是出入红场、雷岭

两地的要地。1930 年 4 月，红军与国民

党军在此激战 10 余小时。

“无 人 机 起 飞 ，东 南 方 向 ，前 出 侦

察！”“超短波电台转入加密频道，保持

无线电静默！”“侦察小组按战斗队形展

开搜索！”数支民兵专业分队扎进排金

山的密林，不时按导调组指令处理各种

险情特情。

“接上级指令，应急分队在战斗中出

现重大人员伤亡，医疗救护连立即就近

开辟救护场地，对伤病员展开营救！”

“去英雄洞！”关键时刻，熟悉地形

的红场镇武装部长林东炜想起附近有

一座天然石洞，便指挥民兵紧急转移

“伤病员”。

“1928 年 2 月，中共东江特别委员

会书记彭湃率领农民革命军进攻惠来

县城，作战失利，撤回大南山，曾在此洞

中隐蔽。”林东炜一边帮忙抬着担架，一

边向大家介绍“英雄洞”的由来。

“原来这个简陋的石洞就是课本上

的那个救了无数人的‘红军医院’！”在

狭窄逼仄的石洞里，护士陈诗华紧急为

“伤员”包扎伤口。

训练结束后，该警备区就地举行复

盘反思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探讨训

练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分享危情处置中

的收获。保障处助理员李虎明因对“某

区域油料储罐被敌破坏”处置不当，被

判定不合格，他在发言中反思：“踏上当

年革命先辈战斗过的山路，更觉胜利来

之不易。作为后来人，只有经常把难局

想全预备充分，才能练好练强制敌胜

招，才能制胜未来战场。”

广东省汕头警备区挺进深山密林展开训练

追寻战斗足迹 传承英雄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