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雄儿女出燕赵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看过
电影《英雄儿女》的人，都会记得
英雄王成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这句急
迫而决绝的呼喊。

我省的战斗英雄李凤林和赵先
有，是王成的原型之一。电影中王
成的身上，就有他们的影子。

李凤林和赵先有都是1928年出
生。1951年入朝作战时，23岁的李
凤林是68军202师606团6连3排排
长，赵先有是 65 军 194 师 582 团 6
连副指导员。赵先有入朝随65军参
加第五次战役后，1951年 8月开赴
开城前线，担任保护我方停战谈判
代表和保卫开城的任务。

1951年 10月，李凤林所在的 6
连奉命坚守金城东南 10公里的 928
高地，在遭遇美军轰炸机地毯式轰
炸后，李凤林带领 3 排坚持战斗到
只剩他一人，当敌人包围上来的时
候，李凤林端着冲锋枪跳出战壕，
向敌人一阵猛烈射击，边打边高
喊：“祖国，我要坚决为你战斗到
底！”

李凤林牺牲一年后的 1952 年
10月，赵先有所在的连队在坚守开
城附近67高地时，殊死抵抗，在寡
不敌众时，赵先有冲着步话机用嘶
哑的声音喊道：“团长，敌人打上
来了，开炮打吧！”随着一阵手榴
弹爆炸声后，赵先有与敌人同归
于尽。

在电影 《英雄儿女》 中，有这
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王芳在前
线慰问中，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
危急时刻，王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
了战友老李同志，而她自己却身受
重伤。

王芳与她的原型之一解秀梅，
也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

解秀梅 1932 年生于我省高阳
县。1950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成为 68 军 202 师政治部文工队队
员，1951年6月随68军入朝。解秀
梅和王芳一样，也是文工队员，也
有在飞机轰炸时为了保护战友自己
受伤的经历。1952年，她的父亲解
铁曾作为祖国各界人民慰问团成员
到战场慰问，在战场与女儿解秀梅
重逢。这与电影中王芳在朝鲜战场
上与父亲意外重逢、战地团圆的剧
情颇为相似。

解秀梅比李凤林、赵先有小四
岁，作为王芳的原型，比哥哥王成
小也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排长，李凤林的牺牲不但
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也为 3 排赢得
了荣誉。战后，志愿军总部为李凤
林追记一等功，追授“一级英雄”
荣誉称号，3排也集体荣立一等功。

战后，志愿军总部为赵先有追
记特等功，给他所在二营记一等
功，授予“攻防全胜”的奖旗，给
他坚守阵地率领的 9 连记特等功，
授予“英勇顽强、守如泰山钢铁
连”奖旗。

解秀梅因为英勇救护伤员15人
被志愿军总部记一等功，并批准她
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也是志愿
军中唯一一位荣立一等功的女志愿
军战士。

而更为巧合的是，电影 《英雄
儿女》改编之前的小说《团圆》的
作者、著名作家巴金在朝鲜战场采
访时，就曾到李凤林、解秀梅所在

的 68 军 和 赵 先 有 所 在 的 65 军 采
访，了解到了他们的事迹，并深受
感动。

英雄壮举惊天地

1951 年 10 月，李凤林所在的 6
连奉命坚守金城东南 10公里的 928
高地，并由李凤林率领3排执行这次
任务。接受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后，李凤林率领全排战士迅速到达
阵地，并快速地构筑防御工事。

凭借巧妙的战术，李凤林带领
3 排战士连续粉碎了美军多次疯狂
进攻，久攻不下和不断增加的伤亡
让美军恼羞成怒，他们调来了 4 架
轰炸机开始对 928 高地进行地毯式
轰炸，并投下了近百枚燃烧弹。阵
地变成一片火海，工事全部被炸
毁。由于阵地狭小，不便躲藏，很
多战士被炸死炸伤，全排仅剩下12
个人可以坚持战斗。当敌人快冲到
阵地前沿的时候，李凤林手擎爆破
筒忽然跳起来冲向敌群，这种玩命
的打法把敌人吓得不敢上前。

又打退了敌人 4 次进攻后，12
名战士仅仅剩下了李凤林一个人。
他知道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当敌人
再次冲上来的时候，李凤林端着冲
锋枪跳出战壕，向敌人一阵猛烈射
击，边打边高喊：“祖国，我要坚
决为你战斗到底！”

子弹打完了，李凤林也身中数
弹，倒在了阵地上。这次战斗，李
凤林率领3排共打退敌人40余次进
攻，歼敌 502 人，为主力部队争取
了部署时间。

李凤林牺牲一年后的 1952 年
10月，赵先有所在的连队也接到了
坚守开城附近67高地的命令。

67 高地方圆不过一平方公里，
海拔67米，其实就是个大土包，防守
起来很困难。当天，在敌人飞机、大
炮、坦克的疯狂进攻下，高地上原来
构筑的工事基本被炸平了，指导员
和副连长受伤。赵先有发现，高地
上地窄人稠，敌人火力强大，大大增
加了伤亡概率，因此他向连长建议，
让连长带主力撤到后面的屯兵洞
内，必要时再增援，自己则带一个加
强班20名战士坚守高地。

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和 4 架飞
机轮番轰炸，为了不被动挨打，
赵先有组织了两个战斗小组，利
用夜色来了两次反冲锋，打退了
敌人的进攻。在战斗中，赵先有
还不停地用步话机报给后方炮兵
指示射击目标，让炮弹不断在敌
群中开花。

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67
高地被敌人的炮弹削低了 1 米多。
赵先有多处负伤，但仍坚持指挥战
斗，接连打退敌人数次进攻。5 日
上午11时，敌人集结了一个营的兵
力，在 8 架飞机、12 辆坦克和 3 辆
喷火坦克的配合下，分 5 路以集团
冲锋的队形向67高地猛攻。轰炸机
扔下了大批凝固汽油弹，高地成了
一片火海，赵先有双目失明。最
后，只剩赵先有和刘顺武两人，敌
人冲上来了，赵先有冲着步话机用
嘶哑的声音喊道：“团长，敌人打
上来了，开炮打吧！”随后，一阵
手榴弹爆炸声后，阵地忽然陷入沉
寂，赵先有和刘顺武与敌人同归
于尽。

这次战斗，赵先有和战士们坚
守阵地三天两夜，他们击退了敌人

17次反扑，实施了 2次反冲锋，歼
敌 562人。67高地坚守防御战，在
朝鲜战场上创下了单位火力密度的
最高纪录。

解秀梅作为女志愿军战士，在
残 酷 的 战 场 上 ， 同 样 巾 帼 不 让
须眉。

1951 年 7 月，解秀梅被调到师
卫生所帮忙。那时候，后勤补给十
分困难，为了节约粮食，解秀梅利
用轮休时间上山打柴、挖野菜。4
天时间，她就挖了 140 多公斤野
菜，为此还荣立三等功。

作为护理员，解秀梅精心地护
理每一位伤员，耐心地给他们喂水
喂饭、端屎端尿。稍有空闲，就给
大家说快板解闷。天气寒冷时，许
多伤员抬下来时脚都冻坏了，解秀
梅便用自己的手、袖筒为他们暖
脚。有一次，一名伤员被抬下来
时，脚上缠着草绳，冻得像个大冰
坨子，伤员已经昏了过去。手和袖
筒已经不管用了，解秀梅毫不犹豫
地解开自己的棉衣，把伤员的脚放
进了自己的怀里。

解秀梅作为文工队员和护理员
虽然不在最前线，但危险也是无时
无刻不在。有一次，包扎所遇到敌
机轰炸，解秀梅和大家一起赶紧带
伤员们转移。当大部分伤员转移到
安全地带后，包扎所被大火包围，
此时包扎所里还有一位重伤员——
605 团排长李永华没有转移。敌机
还在疯狂轰炸和扫射，解秀梅不顾
危险，转身跑进包扎所背起李永华
冲了出去。

刚刚离开包扎所，两颗汽油弹
就落在房顶上，冲天大火瞬间将包
扎所吞没。火星子溅到他们身上引
燃了衣服，解秀梅扑灭李永华和自
己身上的火，继续背起李永华跑。
机枪不断追着他们俩扫射，李永华
对她说：“快放下我，赶紧隐蔽，
别为了我让你也负伤。”解秀梅
说：“我是共青团员，我的任务就
是保护你，决不能让你再负伤。”

忽然，解秀梅摔倒了，正好一
颗炸弹落在身边不远处，解秀梅本
能地转身扑到李永华身上。霎时，
弹片、石块、泥土横飞，解秀梅身
上多处被划伤，就这样，解秀梅一
直将李永华背到安全地带。

永远的英雄儿女

英雄已逝，精神永存。
历史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

记，人民不会忘记。
1989 年 4 月 7 日，《中国青年

报》头条刊登了文章《英雄的生命
开鲜花》，介绍了李凤林和解秀梅
的英雄事迹，广大读者由此了解到
他们是王成、王芳式的英雄。

1992年，65集团军在赵先有所
在的 582 团驻地怀安营区办公楼
前，树立了一尊汉白玉的赵先有雕
像，并请巴金题字“王成式的战斗
英雄——特等功臣赵先有”。塑像
揭幕当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王
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有”雕像落成
大会实况，《河北日报》 发表了消
息，《人民日报》 海外版发表了文
章《浑身闪闪披彩虹》。

此外，《解放军日报》 还刊载
了《王成式战斗英雄祖孙三代同在
一个特功连》的文章，披露了一段
赵先有从未谋面的儿子赵绪文和孙
子赵新民都曾在赵先有生前的部队
6连当兵的佳话。

比李凤林和赵先有幸运的是，
解秀梅在朝鲜战场经历了生死考验
之后活了下来。1952年 1月，她作
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一员回到国
内。5月 23日，代表团受到毛主席
接见。解秀梅代表大家为毛主席献
花，并得到了毛主席签字：“志愿
军为中国人民争了光，人民感谢你
们！”随后，经过新闻报道，解秀
梅的名字和事迹传遍了全国。

1952 年 10 月，解秀梅受到金
日成的接见。不久，朝鲜还为解秀
梅颁发了“三级国旗勋章”。

朝鲜停战之后，解秀梅回到
国内，她藏起了自己的荣誉，从
未对任何人提起，一直过着平凡
的生活。1996 年 1 月，这位对祖
国怀着无限热爱，对工作有火一
样热情，对伤员有春天般温暖，
对荣誉像水一样平淡的女英雄因
病不治逝世。

多年来，关于谁是王成、王芳
原型的研究和讨论一直存在。其
实，像李凤林、赵先有、解秀梅等
这些英雄人物都不是电影里的王
成、王芳，但他们又都是志愿军里
的“王成”“王芳”。因为在中国人
民志愿军中，有千千万万个王成和
王芳。是他们用血肉之躯完成了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职
责，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
赞歌。

▼赵先有烈士塑像落成典礼。
本版图片均由阎丽提供

1950 年 10 月 9 日，中国
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全
国很快掀起了支援抗美援
朝的热潮，尤其是青壮年，
更是热情高涨，踊跃报名参
军。河北广大青壮年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发出了“随时
听候国家召唤”的誓言。

1950 年 12 月 1 日，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
务院作出了关于招收青年
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军事干
部学校学习的决定。河北省
迅速落实，动员青年学生和
工人报考军事干部学校。
1950 年 12 月至 1951 年 1 月
15 日，仅仅一个半月时间，
全省就有 1879 名青年学生
和 699 名青年工人报名，超
过原定目标的 11.6%，圆满
完成任务。

1951 年 6 月 24 日，国务
院再次发出关于各种军事
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决定。
根据决定精神，河北省成立
了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委员
会。为确保招生计划的完
成，6 月 28 日、29 日，共青团
河北省委、河北省青联、河
北省文教厅分别发出《告全
省各学校团员及全体同学
书》《关于胜利完成各种军
事干部学校招生计划的指
示》，号召广大同学报考军
事干部学校，投身国防建
设。经过宣传动员，加上朝
鲜战场传回振奋人心的消
息，极大地鼓舞了全省青年
的爱国热情，大家热烈响应
国家号召，踊跃报名应召，
在短时间内超额完成了招
生任务。

1951 年秋季征兵任务
下达后，河北省各级党组织
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9 月
27 日，《河北日报》发表了

《广大人民动员起来开展轰
轰烈烈的参军运动》的社
论，号召爱国青年在“抗美
援朝，巩固国防，保卫祖国，
保卫家乡，壮大人民解放
军”口号的鼓舞下，踊跃参
加人民军队，站到抗美援朝
和保卫国防的最前线。

同日，河北省妇联向全
省妇女发出号召，号召全省
妇女姐妹，发扬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的革命传统，掀起
更普遍、更广泛的母送儿、
妻送郎踊跃参军、保家卫国
的热潮。同时鼓励广大妇女
担负起后方的生产生活任
务，种好庄稼、做好家务、带
好子女。

经过广泛宣传动员，在
社会上形成了参军光荣、保
家卫国光荣的浓厚氛围。

1952 年底征兵活动开
始后，省委抽调了 8 名主要
领导带领工作队分赴有扩
军任务的张家口、保定、邢
台、沧县、邯郸、石家庄等 8
个专区具体指导。同时还适
时开展“五比五看”（比爱国
看热情，比积极看行动，比
光荣看家庭，比参军看英
雄，比代耕看收成）活动。通
过宣传、动员、指导，河北省
迅速掀起了参军热潮。

为了确保新兵质量，各
地还创新征兵方式。保定和
石家庄开展了“三保”（保证
做好政治动员、保证新兵质
量、保证新兵巩固）扩军挑战
竞赛运动等，有力保障了征
兵工作的顺利进行。

截至 1953 年 1 月，全省
报名参军人数近12万人，超
过目标任务的292%。经过层
层审查检查，到 1953 年 1 月
20 日，全省共 47385 名合格
新兵参军入伍，圆满完成河
北省的扩军任务。 文/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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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追忆这段历史，很多人马上会想到曾经风靡全国的电影《英雄儿女》，其中，男主角王成的一句“为了胜

利，向我开炮”，以及女主角王芳的一首《英雄赞歌》，令人激情燃烧、热血奔涌，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虽然《英雄儿女》是一部电影艺术作品，但其主要角色的英雄事迹都来源于朝鲜战场上真实人物的真实

故事。王成的原型有很多，其中就包括我省的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李凤林和特等功臣赵先有，我省女志
愿军战士解秀梅则是王芳的主要原型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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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儿女英雄儿女》》电影镜头电影镜头。。

赵先有烈士照片赵先有烈士照片。。
解秀梅解秀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