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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把苏制老旧步枪，静静地陈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
物馆内，见证着一段传奇。

这是一支无任何光学瞄准设备的普通苏制1944式步骑枪，
枪管长520mm，瞄准基准线长420mm，闭锁方式为机头回转，瞄
准具为弧形表尺，圆柱形准星，弹仓可装5发子弹。

它确实是一把普通的步马枪，但它又有着极不普通的经
历。抗美援朝战争中，它的主人使用它，曾在32天内以436发子
弹打死、打伤214名敌人，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
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这一切的不平凡，还要从其主人——优
秀狙击手张桃芳说起。张艺谋导演近日执导的影片《最冷的
枪》，主角原型就是张桃芳。

张桃芳，1931年出生在江苏兴化陈堡一贫苦农民家庭，幼
年时期的张桃芳只读了几年书，就赶上日军全面侵华。正因为
张桃芳小时候目睹过日军的残暴，所以从小就萌生了长大以后
要参军，要去保家卫国的想法。1951年3月，张桃芳在妻子的支
持下，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训练了一年半之后，于1952年8月随
24军进入朝鲜。1953年1月11日夜，其所在的24军接替十五军
进入上甘岭阵地。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当时，前沿部队在毛泽东主席
“零敲牛皮糖”作战方针指导下，广泛开展冷枪冷炮杀敌活动。
张桃芳所在的连队响应上级的号召，开展了争创杀敌“百名狙击
手”活动。张桃芳渴望获得这一称号，便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射
击要领，学习狙击经验。

然而，对于他这个入伍不久，打靶曾剃过“光头”的初战者来
说，要想打着敌人并非易事。他第一天上狙击台，两个敌人在距
他不到100米的地方走动，他连打12枪，结果连敌人的衣服边都
没擦到。初战的失利并没有使他气馁。团里送他去射击训练
班。他苦练真功，白天一趴一整天，晚上对着香火瞄，反复琢磨
步马枪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他还特别注意向队里优秀的狙击手
学习射击方法。

他知道，冷枪杀敌，最难把握的就是提前量。敌人不是傻
子，不会站在那儿等着你打。有一次3个敌人急急火火地往山
下跑，他瞄准第一个开枪，可倒下的却是第二个。班长告诉他，
打下山的敌人要瞄膝盖，瞄着头打自然是第二个倒霉。班长的
话给了张桃芳很大启发。他自己也总结出一套方法，例如上山
的敌人该怎么打，下山的敌人怎么打，横着跑的敌人怎么打，跑
得快、跑得慢的敌人又怎么打。不久他的狙击技术有了飞快的
进步，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回到部队的张桃芳仍旧没有放弃训练。他刻苦钻研狙击技
术，抓紧时间观察地形，研究敌人的活动规律，加修射击台，改善
射击环境，将敌人难走的道路和经常走的地方统统测好距离、编
好号，做固定封锁点，实战中不断总结经验。

正因此，张桃芳的狙击战绩越来越大，很快就成了团里有名
的神枪手。他在22天时间内，击发247发子弹，打死71名敌军，
并在团里第一个突破百名大关，被授予“百名狙击手”称号。团
里的“阵地快报”上登载他冷枪杀敌113名的事迹，并号召全团
狙击手向他学习。

24军军长皮定均对此将信将疑，就让作战参谋带上一双保
暖皮靴去597.9高地一探究竟，并嘱咐道：看他是否可以消灭3
个敌人，真的就送靴子，作假就给处分。后来，张桃芳就在这个
参谋面前击毙了三名美军。

已是出色狙击手的张桃芳，成为许多新狙击手的老师。他
所在的班，在他的帮助和带动下，平均每人杀敌五六十名，全班
共杀敌760名。

仅凭一杆不带任何光学瞄准设备的普通苏制1944式步骑
枪，这个不曾接受任何系统战术训练的年轻战士，打得美军神经
几近崩溃。荣誉面前，张桃芳并没有放松，他仍在一次又一次的
战斗中和战友们不断摸索研究新方法，创造了诸如“打等枪”“打
游击”、用子弹“点名”等许多狙击战法。

张桃芳实际战斗32天，耗弹436颗，毙伤敌214名，成为志
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且自己毫发无损、全身
而退，创造了一个奇迹。

张桃芳以他突出的战绩被载入抗美援朝战争史册，被志愿
军领导机关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

1954年，张桃芳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战斗机飞行员，并以优
异成绩入选。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因为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
大地春常在？因为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一曲《英雄赞歌》从硝
烟滚滚的抗美援朝战场唱到了民富国强的新时代，传扬着荡气
回肠的英雄精神，深蕴着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感人至深，催人
奋进。

回顾 70 年前这场抗美之战、援朝之战、卫国之战、立威之
战、强军之战、凝心之战，我们更加敬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战略谋划和不畏强暴、维护和平的坚定决
心，更加敬佩志愿军将士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不畏
强敌、制胜强敌的精神优势。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模范和先辈
先烈们用忠诚、信念和热血熔铸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
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英雄精神，气壮山河；精神长存，山河无恙。
（文中档案文献系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泰州市档案

馆藏）

★雪在烧：特级英雄杨根思
★金刚川：工兵英雄张振智

★冷的枪：传奇狙王张桃芳

——江苏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故事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众多战斗英雄中，杨根思是第一位特等功
臣，仅有的两位特级战斗英雄之一，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位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并被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
勋章。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英雄儿女》，影片中
王成手持爆破筒扑向敌人的情节就取材于杨根思的事迹。

1922 年 11 月 6 日，杨根思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羊货郎店。
杨根思原名叫羊庚熙，1944年2月，杨根思加入新四军时，登记人
员误将他名字记成“杨根思”，杨根思索性便改了名字。

杨根思作战勇敢、顽强，屡立战功，尤其擅长攻坚爆破。1946
年，在攻打山东泰安天主堂的战斗中，杨根思被授予“战斗英雄”
称号，此后，他又多次荣立战功，被授予“华东一级战斗英雄”“华
东三级人民英雄”等荣誉称号。

1950年9月26日，杨根思作为出席全国英模大会的代表，与
800多名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一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
令的接见。

1950 年 11 月 7 日，已任志愿军第九兵团第 20 军第 58 师第
172团第3连连长的杨根思率部奉命入朝参战。

进入朝鲜，一路上见到的都是美国飞机狂轰滥炸所造成的惨
象。所过之处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几乎见不到一间完整的房
子，走在街上，烟熏火燎，呛得人都睁不开眼睛。到处都可以看到
横卧的尸体，听到伤员的呻吟声。杨根思和指导员陈文宝商定，
组织部队在江界召开了一个控诉和揭发美帝滔天罪行的现场
会。战士们都用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血淋淋的事实进行揭发和
控诉。战士们说：“如果我们不抗美援朝，我们祖国的人民必将遭
到同样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多流血，祖国人民就不流血”。这样
的揭发和控诉可以说是一次最有力的战斗动员。

11月28日下午5点，3连每人只抓了一把半生不熟的黄豆，
急行军130里，爬了四座从没人爬过的大山，到达下碣隅里投入
战斗。当晚配合友邻部队攻占了东山1071高地。

下碣隅里为长津湖南端的一个小镇，地处朝鲜东北部的盖马

高原，穿镇而过的简易公路是这一地区的交通命脉。驻扎于此的
美陆战一师是二战时太平洋战场的“王牌”师，装备精良，火力凶
猛。第二次战役打响后，志愿军第9兵团将长津湖地区美军分隔
阻截，形成四个大包围圈。美陆战一师孤立无援，唯有突围南逃。

下碣隅里外围以海拔命名的1071.1高地是一个关键的制高
点。小高岭是1071.1高地的东南屏障，是美军南逃的唯一通道。
营长命杨根思率三排守住小高岭。杨根思接受任务回来，向全连
进行战斗动员，他讲了三个不相信：“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有
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
的敌人”。

11月29日拂晓，天下起了大雪，气温降到零下40℃。杨根思
率领三排刚刚进入阵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资历最老、规模最大的
王牌部队——陆战1师的重炮就向小高岭上猛轰，十几架飞机轮
番进行轰炸、扫射，一次又一次发起攻击。

战斗愈来愈激烈，三排剩下的人不多了。29日中午，打退敌
人第八次进攻的战斗打得最艰苦。这时弹药已经耗尽，刺刀、枪
托、石头都用上了。敌人虽然被压下去，但这时小高岭上只剩下
杨根思和营里配属的重机枪排排长以及两个负伤的战士。杨根
思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让他们带重机枪撤回主峰，自己一个人
留下坚守阵地。

这时，敌人发起了第九次冲锋。杨根思投完手榴弹，射出最
后一颗子弹后，敌人从三面蜂拥而上。杨根思毅然抱起10多斤
重的炸药包，冲向敌群，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用28岁的年轻
生命诠释了“三个不相信”的宣言。

杨根思牺牲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赞誉他是“中
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
员”。志愿军总部并将他所在的连队命名为“杨根思连”，这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支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连队。

杨根思烈士的英勇事迹影响和鼓舞了整个志愿军官兵。在
临清江反击战中，就出现了38个杨根思式的战斗英雄。上甘岭
战役中，包括黄继光在内涌现了68个杨根思式的英雄。黄继光
牺牲后，从他的书包里发现三本连环画，第一本就是杨根思。

为纪念杨根思，英雄出生地泰兴羊货郎店被更名为“根思
乡”。1955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泰兴县兴建了“杨根思烈
士祠”，1965年更名“杨根思烈士纪念馆”，1970年更名为“杨根思
烈士事迹陈列馆”，1980年改扩建，更名为“杨根思烈士陵园”。

“三个不相信”是杨根思毕生践行的战斗誓言，更是激励一代
代官兵的铁血连魂。2017年8月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三个不相信”精神，
他说：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面对气焰嚣张的强大敌人，人民军队
曾经发出了“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
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
的敌人！

在这场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浴血搏杀的残酷战争中，197653
名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壮烈牺牲，其中江苏籍烈士8000多人。在这
场以弱胜强的伟大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
范人物，他们坚强、无畏、勇敢，用信仰和生命捍卫世界和平，把胜
利写在鲜血染红的战旗上，把革命的英雄主义和崇高的国际主义
精神留在盛开着金达莱花的山水间。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凯歌，而且锻造
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时强调，“要深入学
习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在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让我们通过几位江苏抗美援朝
英雄的战斗事迹，去走近英雄、了解英雄、致敬英雄，感受他们留给
我们永不磨灭的精神财富和无穷力量。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

血 写 的血 写 的荣光荣光

【编者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70
年前，为了保卫和平、反抗侵略，中国党和政府毅然作
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英勇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高举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舍
生忘死、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为
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战斗英雄杨根思 左下角为杨根思签名

↑第一排右
六为杨根思

→ 杨 根 思
（前排左三）与战
友合影

孤儿杨根思牺牲时
尚未成家，他的侄女在
1956 年的公祭现场发
言。

←彭德怀题词
↑1956年泰兴县委宣传部整理

的杨根思事迹材料

电影电影《《金刚川金刚川》》概念海报概念海报

金刚川河上本来有一座大桥和
一座人行桥，敌军为了封锁这里，昼
夜出动飞机狂轰滥炸。1953年夏季
金城反击战期间，志愿军后勤物资必
须经这里运抵前线，没有了桥，就等
于切断了前线部队的生命线。为此，
敌人持续对这里进行毁灭性轰炸。

5 月 20 日下午，张振智带领三
连奉命在金刚川岩里渡口架一座载
重桥，保证它畅通无阻，上级给他的
期限是8天。

金刚川河面宽 60 米，水流湍
急，这么短的时间，在这么宽的河上
架载重桥，简直比登天还难！但是，
张振智没有向组织提任何困难，当

即表示：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
张振智带着三排先伐木，但是，敌军将这一带山林都当成轰

炸对象，顿时，山林一片火海。
有人说，如果飞机把树木都炸坏了，就没有材料架桥了，因

此，大多数人建议冒着敌人的炮火抢锯树木。可是，张振智却坚
持先隐蔽，他对大家说：“敌人扔下炸弹，炸断了很多树木，我们
就省事了，把他们炸断的树木头尾收拾一下，拿过来就能用。”

就是靠着这个办法，张振智带着全排很快完成木料收集工
作，然后快速捆扎成木排，趁夜色通过水路运往岩里渡口。就这
样，7天7夜后，全连官兵在张振智带领下，架起了一座载重桥。

然而，敌人的侦察机也很快侦察到了这个情况，出动了24
架“黑寡妇”飞机，两个小时内向这里投下了700多枚炸弹，本来
的七孔桥只剩下了两孔，桥不能用了。

金城前线最重要的阵地之一883.7高地打得非常胶着，部队
的弹药很快就要打光了，再不送上去，就会影响整个战役的走
向。这时，工兵10团团长、政委、参谋长都来了，向张振智传达
了志愿军总部的要求：必须在一个半小时内修好桥梁，先送过去
一部分弹药，完不成任务，军法处置！

张振智二话没说，第一个跳下河，指挥全连官兵二次架桥。
此时，敌人的轰炸越来越猛烈，一发又一发炮弹在张振智和

战友们身边爆炸，张振智头部、肩部多处受伤，但他依然坚持不
下火线，继续指挥架桥。

张振智带着全连憋着劲儿猛干，哪里紧急，哪里就有张振智
的身影，在张振智的带领下，终于提前15分钟架好了桥，运输车
陆续通过。

直到这时，张振智才终于松了口气，差点当场晕倒。
在这次任务中，敌人在载重桥周围共投下了近千枚炸弹，还

有 2500 多发炮弹，桥炸坏了就修，再炸坏再修，在敌人的炮火
中，这座简易的载重桥简直变成了打不垮的钢铁桥！

张振智和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屹立不倒的志愿军将士们，以
血肉之躯架桥、守桥，最终汇成撼动人心的两句七言：“融世代血
肉金刚，换当下风平浪静”。

战后，张振智作为工兵英雄代表回国参加英模大会，中国人
民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亲自带着他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听到他
的先进事迹后，先后两次接见他，鼓励他再立新功。

即将上映的电影《金刚川》，是以志愿军60军工兵第10
团3连连长张振智为原型创作的。

张振智，江苏省东海县人，1922年出生，1946年参加革
命。张振智从1951年1月28日跨过鸭绿江，到1953年10
月5日奉命回国，历经了第五次战役、夏季防御作战、金城
反击战，大大小小的战斗共几十次，荣立3次一等功，被评
为志愿军二级模范；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
自由独立勋章一枚；被原华东军区授予“工兵英雄”的荣
誉称号。

金刚川正是张振智书写英雄事迹的地方。
金刚山位于今朝鲜和韩国交界处。大部分山峰位于朝鲜

境内，素有朝鲜第一山之称。金刚川是金刚山附近，也是金城
前线附近的一条河流，地理位置重要，且最宽处可达60米，如
果不借助桥梁根本无法通过。

工兵英雄张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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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桃芳苦
练狙击本领

张桃芳（左）在
学习驾驶战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