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级英雄陈伯悦二级英雄阎万库二级英雄李文生

二级英雄马寿昌二级英雄周子和二级英雄刘长岭 二级英雄李文柱

英 雄 是 召 唤 的旗帜，英雄
是激励的号角。在战火硝烟的

抗美援朝战场，为保障铁路交通大动脉的畅
通，铁道兵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浴血奋战，勇往直
前，视死如归排除定时炸弹、舍生忘死抢救伤
员、技术革新勇当先锋，为打造“打不烂、炸不断
的钢铁运输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涌现出了一
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铁道

兵部队荣立一、二、三等功的干部、战士共计1.21
万人，荣立集体功的单位22个。志愿军司令部、
政治部授予杨连第“一级英雄”称号，铁道兵团
授予刘长岭、李云龙、史阜民、袁孝文、周子和、
李文柱、马寿昌、李文生、阎万库、陈伯悦“二级
英雄”称号，授予于琛“二级模范”称号。

值此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 70 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先辈，向英雄致以
崇高的敬礼！

核心阅读

李云龙，河北省滦南县人，1930
年 生 ，1948 年 8 月 参 军 ，1952 年 入
党。1950 年 11 月，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
一师二十一线路团二营五连班长，
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
1983 年 转 业 至 电 子 工 业 部 北 戴 河
疗养院，任副院长。1990 年 11 月退
休，2020 年 1 月 29 日逝世。

1951 年 9 月 ，敌 方 对 朝 鲜 北 部
铁路运输线发起了空前残酷的“绞
杀 战 ”，满 浦 线 上 价 川 至 顺 川 的 龙
源里、泉洞间的 29 公里地段是“绞
杀战”的重点轰炸地点。

李 云 龙 所 在 的 二 十 一 团 进 入
29 公 里 管 区 的 头 一 天 就 遭 到 好 几
批敌机的狂轰滥炸，整段路基几乎
被 翻 了 过 来 ，炸 得 最 严 重 的 地 段 ，
坑连坑，坑套坑，成了一片焦土，到
处 是 炸 烂 的 枕 木 以 及 扭 曲 成 奇 形
怪 状 的 钢 轨 和 碎 弹 片 。 敌 方 在 轰

炸 时 先 投 下 定 时 炸 弹 ，然 后 再 扔
爆 破 弹 ，用 炸 起 的 土 埋 没 定 时 炸
弹 ，为 铁 路 抢 修 工 作 制 造 出 巨 大
的阻碍。

起 先 ，战 士 们 冒 着 生 命 危 险
把 定 时 炸 弹 拉 离 铁 路 远 处 引 爆 ，
五连班长李云龙带领 20 余人用绳
索 一 枚 枚 拉 走 ，有 一 枚 被 拉 到 河
滩上的定时炸弹不到 20 分钟就自
己爆炸了。

一次敌机轰炸后，李云龙主动
请 示 连 长 要 求 自 己 去 拆 卸 路 基 上
的定时炸弹。

李 云 龙 带 上
镐头、小锤等一些
简易工具，带领一
个 小 组 到 29 公 里
路 基 旁 找 到 了 一
枚 500 磅 重 的 定
时 炸 弹 。 李 云 龙
一 跨 腿 就 骑 在 定
时 炸 弹 上 面 动 手
卸定时器，螺栓刚
拧开，就听到里面
呜呜作响，定时炸
弹 随 时 都 有 可 能
爆炸。在这千钧一
发的时刻，李云龙

沉着冷静，麻利地卸着定时器。这
样持续了十几分钟，定时器终于被
卸下来了。

这次成功拆卸定时炸弹增加了
李 云 龙 的 信 心 ，接 下 来 的 20 多 天
中，他又拆卸了 7 枚定时炸弹，李云
龙找到了拆卸定时炸弹的诀窍，摸
索出一些经验来，此后连里就让他
专门担负排除定时炸弹的任务。

为推广李云龙拆卸定时炸弹的
经 验 ，团 里 及 时 组 织 召 开 了 现 场
会，请李云龙当教员。1951 年 11 月
至 1952 年 3 月，李云龙一人就拆卸
了 34 枚定时炸弹，并教会了 13 名同
志，使他们成为拆卸定时炸弹的能
手，分散到各连成立拆卸定时炸弹
小组，先后共拆卸 47 枚定时炸弹，
大 家 都 称 他 为“ 卸 定 时 炸 弹 大
王”。李云龙荣立一等功，获得“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战 士 二 级
荣 誉 勋 章 ”。 1953 年 9 月 25 日 ，志
愿军铁道兵团授予李云龙“二级英
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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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英雄杨连第
徐云华 金 伟 沈正华

向抗美援朝的英雄致敬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铁道兵战
士 用 血 肉 之 躯 筑 起“ 打 不 烂 、炸 不
断 的 钢 铁 运 输 线 ”，为 立 国 之 战 挺
起 钢 铁 脊 梁 。“ 登 高 英 雄 ”“ 志 愿 军
一 级 英 雄 ”“ 共 和 国 铁 路 楷 模 ”“ 最
美 奋 斗 者 ”杨 连 第 则 是 众 多 铁 道
兵 战 士 中 的 杰 出 人 物 ，他 不 忘 初
心、大智大勇，最终以身殉国。

杨连第出生于 1919 年，天津市
北仓镇人。在入朝参战之前，杨连第
已 经 是 闻 名 全 国 的 战 斗 英 雄 。 他
1949 年 2 月 参 加 铁 道 兵 ，1949 年 8
月 抢 修 陇 海 铁 路 八 号 桥 时 ，徒 手
攀 上 45 米 高 桥 墩 ，并 实 施 爆 破 百
余 次 凿 平 桥 墩 ，使 大 桥 提 前 20 天
通 车 ，为 解 放 大 西 北 赢 得 宝 贵 时
间，被授予“登高英雄”称号。

1950 年 11 月，杨连第所在的铁
道 兵 一 师 独 立 桥 梁 团（一 团 前 身）
到 达 中 朝 边 境 。 杨 连 第 在 参 加 完
全 国 战 斗 英 雄 代 表 和 工 农 兵 劳 动
模范代表会议后，回到连队。他并
没有沉醉在英雄的光环里，而是把
自己看作一名普通的战士，做好了
出 国 作 战 的 准 备 。 他 说 ：“ 跨 过 鸭
绿江，人人都一样！”

在 朝 鲜 战 场 上 ，杨 连 第 机 智
勇 敢 、不 怕 牺 牲 ，处 处 发 挥 英 雄
的 模 范 带 头 作 用 ，留 下 了 许 多 英
勇 事 迹 。

抢 修 鸭 绿 江 便 桥 时 ，需 要 把
100 多 斤 重 的 枕 木 从 火 车 上 卸 下
来，扛到修桥工地，单程要走 1.2 公
里。杨连第迎着凛冽的北风，一夜
之 间 坚 持 扛 了 30 根 枕 木 ，往 返 行
程约 70 公里，不仅棉衣磨破了，连
肩都压肿了。经全体战士努力，12
月 14 日 ，一 座 崭 新 的 鸭 绿 江 铁 路
便桥修建成功。

1951 年 2 月 ，修 建 沸 流 江 铁 路
便 桥 时 ，天 寒 地 冻 ，挖 掘 效 率 极
低 。 杨 连 第 和 战 友 组 成 攻 关 小
组 ，摸 索 出 攻 克 冻 土 的 办 法 ，原 本
需 要 耗 时 10 天 的 任 务 7 天 就 完 成
了 。 杨 连 第 所 在 的 班 和 连 ，皆 荣

立 集 体 功 ，杨 连 第 也 于 1951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 年 5 月 ，部 队 抢 修 龙 津 江
正 桥 时 ，由 于 运 输 受 阻 ，材 料 极 度
匮 乏 。 杨 连 第 发 现 被 炸 坏 的 下 行
线 桥 上 ，有 残 留 的 桥 梁 枕 木 ，就 冒
着 被 敌 机 扫 射 的 危 险 ，顺 着 被 炸
垂 下 的 半 截 单 钢 轨 ，爬 上 18 米 高
墩顶，取下枕木 40 多根，解决了工
程的急切需要。

1951 年 7 月，朝鲜遭遇大洪水，
桥梁损毁严重。此时，杨连第所在
的 1 连，转战到清川江大桥。

洪 水 肆 虐 ，几 千 根 枕 木 搭 成
的 桥 墩 被 冲 得 无 影 无 踪 ，庞 大 的
钢 梁 也 被 激 流 卷 走 ，江 北 有 92 车
物 资 不 能 前 运 ，上 级 要 求 尽 快 修
复大桥。

在抗洪保桥的抢修中，杨连第
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智慧。

战 士 们 搭 设 吊 桥 ，被 浪 冲 垮
了 ；又 用 木 排 搭 浮 桥 ，刚 一 放 到 江
里 ，又 被 洪 峰 打 散 。 杨 连 第 提 出
用 汽 油 桶 搭 浮 桥 的 办 法 ，并 身 先
士 卒 ，在 浮 桥 上 绑 架 子 。 一 个 洪
峰 袭 来 ，杨 连 第 掉 进 江 里 ，被 冲
出 100 多 米 才 被 救 起 。 同 志 们 扶
着 他 ，发 现 他 冻 得 发 抖 的 手 里 ，
还 紧 紧 地 捏 着 一 把 钳 子 。“ 杨 连 第
在 掉 到 江 里 、生 命 最 危 险 的 时
候 ，也 没 有 放 掉 自
己 手 里 的 工 具 ”，
这 件 事 在 工 地 上 传
开了，战士们都怀着
和 杨 连 第 同 样 的 决
心 ，跟 洪 水 进 行 了
顽 强 的 搏 斗 ，历 经
11 次 失 败 ，终 于 用
汽 油 桶 和 钢 轨 把 浮
桥 架 到 了 桥 墩 上 。
这 次 战 斗 ，杨 连 第
荣 立 一 大 功 、两 小
功 ，他 所 在 的 排 荣
立集体功。

1951 年 8 月 ，
杨 连 第 出 席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铁 道 兵 团
首 届 庆 功 大 会 ，9
月 当 选 为 志 愿 军 归
国 观 礼 代 表 团 代
表 ，回 北 京 参 加 国
庆 观 礼 ，并 出 席 全
国 铁 路 劳 动 模 范 代
表 大 会 ，受 到 毛 主
席 的 接 见 。 之 后 ，

杨 连 第 在 国 内 向 各 地 群 众 宣 讲
志 愿 军 前 线 作 战 情 况 。 作 为 英
雄 ，他 可 以 选 择 在 国 内 工 作 。 但
杨 连 第 说 ：“ 部 队 在 哪 里 ，我 就 应
该 在 哪 里 。”

1952 年 3 月 ，杨 连 第 重 返 前
线 。 这 时 ，连 队 已 经 转 战 到 百
岭 川 大 桥 。 百 岭 川 地 势 险 要 ，
是 满 浦 线 上 的 要 害 地 段 ，敌 人
把 这 里 当 成 重 点 轰 炸 目 标 。

面对敌人疯狂轰炸，杨连第带
领连队，在这里坚守 76 昼夜，连续
抢修大桥 26 次，确保铁路线畅通。

1952 年 5 月 15 日清晨，杨连第
在清川江大桥指挥抢修时，一颗定
时炸弹突然爆炸，弹片击中杨连第
的 头 部 ，夺 去 了 他 32 岁 的 年 轻 生
命，他牺牲时任副连长。

杨 连 第 牺 牲 后 ，志 愿 军 总 部
追 认 他 为“ 一 级 英 雄 ”，记 特 等
功 ，命 名 他 所 在 连 队 为“ 杨 连 第
连 ”；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追
赠 他 为“ 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英 雄 ”，授 予 一 级 国 旗 勋 章 和 金
星 奖 章 ；原 铁 道 部 命 名 陇 海 铁 路
八 号 桥 为“ 杨 连 第 桥 ”，并 在 桥 头
建 立 纪 念 碑 。 2010 年 ，杨 连 第 被
原 铁 道 部 评 为“ 共 和 国 铁 路 楷
模 ”，2019 年 ，被 中 宣 部 评 为“ 最 美
奋斗者”。

杨连第手迹

“拆弹大王”
李云龙

刘连强

2017 年 12月 24日，李云龙题写“铁道兵好，三团好”。

9 月 25 日《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抗
美援朝战场上，这首歌被西方媒体称为

“重磅炸弹”》。文中写道：
1953 年 5 月 18 日，国内许多报纸刊

登了题为《中共志愿军某部委员会追认
袁孝文烈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文章：
2 月 8 日晚上 8 时，敌机在朝鲜北部某地
铁路线上投下了大量炸弹，当时铁道兵
某部班长袁孝文冒着敌机的轰炸去铁路
沿线检查线路情况时，被炸断了双腿昏
倒在铁轨上……当他被战友抬回去急救
的时候，他对连长说：“不要为我担心，为
了祖国和朝鲜人民，我牺牲了也是光荣
的。”他用微弱的声音唱起了“我是一个
兵，来自老百姓……”慢慢闭上了眼睛。

袁孝文，是铁道兵团授予称号的“二
级英雄”，是二级英雄和二级模范中唯一
牺牲者。他还是同杨连第一起被编入大
型工具书《辞海》中的两位铁道兵英雄。
1979年出版的《辞海》介绍袁孝文：

袁 孝 文（1930-1953）贵 州 沿 河 人 。
1950 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铁道兵
部队任副班长。1952 年加入中国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1953 年 2 月 8 日晚，在抗
美援朝战场执行侦察被炸的铁道线路任
务中，双腿先后被炸断，仍坚持爬行三百
多公尺，设置了响墩，保证了军用列车的
安全，自己壮烈牺牲。根据他生前志愿，
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
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他“中国人

民志愿军二级英雄”称号。
袁孝文牺牲后，纪念、追述英雄的文

章很多，以当时担任铁路抢修的工程技
术人员崔承先写得详细：

2 月 8 日夜，袁孝文与战友吴清明
等人巡道侦察。敌机轰炸大桥，投下大
量炸弹、定时炸弹和子母弹。袁孝文让
战友看守道口，自己向大桥奔去。桥梁
被炸坏，他把耳朵紧贴钢轨倾听，远方传
来列车行驶的“嚓嚓”声。袁孝文迎着列
车开来的方向跑去，并在钢轨扣放报警
装置“响墩”。奔跑中，碰上子母弹，他的
右腿被炸断，只剩一根血筋和皮肉相连，
当即昏迷。当他苏醒时，已不能站立。他
想到一场火车坠江的重大事故将要发生，
便咬紧牙关，忍着剧痛，用左腿沿着钢轨
向前爬，不久左腿又被子母弹炸断……他
拖着炸断的双腿一米又一米地爬，扣上第
二枚“响墩”。当满载坦克和弹药的列车
压响第二枚“响墩”后，司机紧急刹车；压
到第一枚“响墩”后，列车慢慢地停下来
——当时列车离桥仅 10 多米远，一场列
车出轨、坠江的事故避免了。

回忆袁孝文，最感人的是1955年铁道
兵政治部编印的《钢铁运输线》一书中《英
雄的血迹》的文章：

战士吴清明：晚
饭后，我和副班长袁
孝文去执行“溜道任
务”，两人说说笑笑，
袁孝文说：“这小山路
和咱们家乡贵州的差
不多吧！”正说着，敌
机开始轰炸。袁孝文
对我说：“你就在这看
着，哪儿坏了赶紧抢
修，等会儿又有火车
来了。”他提起撬棍和

一盏半明半暗的信号灯，顺着铁路，向爆炸
声激烈的方向跑去。

战士黄初富：我在南边溜道，听到
“轰轰”响了两声，听出是谁把子母弹弄
响了。我跑过去，脚下踢着一个什么东
西，咕噜噜一阵响，“彭”一声滚下路基，
又一颗子母弹爆炸了。“别过来，这里尽
是子母弹！”啊，这不是副班长袁孝文的
声音吗！我一纵身跳下路基。袁孝文在
雪地上躺着，身子蜷曲成一团，两只裤筒
黏糊糊的，雪地上黑黑的一片全是血。

“来，我背你回去，送到医院去就好了。”
“别背我，火车快开来了，快，快去检查线
路！”……我把他背到溜道组经常休息的
那个防空洞里，回去找医生。

副班长易国文：夜里十点多钟，我把
夜班溜道组的饭菜都做好了，刚刚入睡，
黄初富满脸惊恐地报告：袁副班长的腿
炸断了！连长和卫生员及全班都赶到，
袁孝文血水渗透的棉裤冻成铁筒一样。

“怎么样，袁孝文同志？”连长伏在他身上
问。“连长，我不要紧。牺牲也是光荣的，
同志们给我报仇！”

战士李顺先：半夜三点多钟，董副排
长领着我去检查线路。吴清明仍聚精会
神站在那里，当听说袁孝文牺牲了时，他

“哇”的一声哭了。我们看到血迹和炸得
稀碎的信号灯。血迹证明：袁孝文排除
了铁道上的第一批子母弹，使他失去了
左脚，因此留下一摊血。责任感使他忍
受着剧痛，手摸着钢轨继续爬行，侦察线
路。不料黑暗中第二颗子母弹又炸伤了
他的右腿，但他仍然坚持着执行任务，留
下两条深浅不一的“血线”……

反映铁道兵抗美援朝的经典电影
《激战无名川》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一座大桥即将通车，铁轨上的螺丝被
敌人派来的特务偷卸了。连长郭铁用先
烈传下来的扳子代替螺丝，保证了支援前
线的列车顺利通过大桥。

“郭铁”的原型真有其人，他就是铁
道兵战士史阜民。

史阜民是河北省乐亭县人，1925 年
生，1947 年入伍，1949 年入党。时任志
愿 军 铁 道 兵 团 第 一 师 二 团 五 连 班 长 。
1962 年病故。

1951年12月，他所在的连队抢修满蒲
线 33 公里桥，由于两根异型钢轨无法连
接，大桥不能通车。当时，18列满载军用
物资的火车已进入车站，急等过江，随时
都可能被敌机炸毁。危急关头，史阜民提
出用螺丝扳子连接的办法，让列车通过，
并冒着生命危险执行这一任务。

在连接钢轨时，史阜民用尽全身力
气抵住螺丝扳子，坚持了一个半小时，
18 列军车安全、顺利通过，保证了军用
物资按时运往前线。他荣立一等功，并
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
旗勋章。1953 年 9 月 25 日，铁道兵团授
予史阜民二级英雄称号。

抗美援朝战场，敌机多数是白天轰
炸，铁道兵战士晚上抢修，军需物资也是
在晚上运输。在著名的三角地区反“绞
杀战”中，一天夜里，一座铁桥已基本修
复，铺好路面就能通车。这时，钉
道的同志发现两根钢轨型号不同，
接轨的地方螺丝上不进去。此时，
18 列火车即将通过大桥。情急之
下，班长史阜民提出用扳手代替螺
丝的建议。以下是史阜民写的《十
八列火车》（见《红旗飘扬空中》一
书）一文的摘编：

我用螺丝扳子的尖端往连接
钢轨的螺丝眼里一插，死劲地抓
住。嘿，真像铸就的一样，扳子竟严
丝合缝把钢轨接起来了。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第一列
火车喷着一团一团的黑烟，从桥那
头小心翼翼地开过来了。“呜——”
的一声，那庞大的车头几乎是从我

的头上开过去，“唰”的一下，我只觉得身
子一晃，车梯竟把我身上的棉衣拉去了一
大块，肩头也刮破了，痛得难受；从车管里
排出的蒸气，劈头盖脸地喷过来。我两手
紧握扳子，虎口震得像裂开一样发痛。第
二列车冲过了桥，接着又顺利地开过了第
三列车，桥前桥后响起了一阵狂热的欢呼。

天色越来越亮，我只觉得两只胳膊
像断了似的酸痛，手脚都冻僵了，脑子也
一阵阵发晕，仿佛大桥也跟着火车走动
起来。我多么想缓缓劲啊！

不行，痛死也不能有这种可怕的念
头！要顶住，我暗暗给自己鼓劲，像个真
正的英雄那样经得住考验！就这样，我
在离地五公尺多高的枕木垛上站了一个
半钟头，双手紧紧地用螺丝扳子插住钢
轨 眼 ，让 火 车 从 我 的 头 顶 一 列 一 列 开
过。直到最后一列——第十八列火车轰
隆轰隆地从这道桥上冲过了江南岸，我
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舍生忘死的
袁孝文

梅梓祥

“人螺丝”
史阜民

边 文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二级英雄、二级模范”

《激战无名川》剧照，以史阜民为原型。

二级模范于 琛

袁孝文（版画） 赵修柱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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