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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扎根边疆教
育一线 40 余年，给大山里的女孩带去知识和希望；
扶贫干部黄文秀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信念
带领乡亲们苦干实干，把最美青春年华无私奉献给
脱贫事业；黄山风景区的工作人员李培生、胡晓
春长年在山崖间清洁环境，日复一日呵护着千年
迎客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我们的身
边，总有这样舍小我、求大我的人，他们在奉献中
传递大爱、在坚守中成就不凡，彰显向上向善的社
会正能量。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
胡晓春回信，勉励他们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
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向上向善是真善美
价值追求、正能量价值取向的具象化表达。新时代
弘扬向上向善的文化，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
要意义。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蕴含着很多劝导人向上向善的思想理念，如“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兼
善天下”“利济苍生”等。向上向善的文化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内在要求，体现思想向上、行动向前、心中向善
的自觉与自省，不仅可以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
责任感，而且有助于涵育家庭美德，带动社风民风
积极向上，凝神聚气、凝心聚力，聚合推动民族发
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从大处着
眼、小处着手，弘扬向上向善的文化，全社会道德
建设蔚然成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丰
沛道德滋养。从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
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到
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我们从治
家、治网等多方面培育向上向善的文化。从全国道
德模范、“中国好人”到“时代楷模”“最美人物”

“最美奋斗者”等，我们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一个个可信可学的榜样感召人、影响人，激励人们
见贤思齐、择善而从，在全社会营造奋发向上、崇
德向善、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
强。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
的。”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和坚实支撑。我们正处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完
成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应对复杂严峻的风险
挑战，需要全社会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去开拓奋斗，
需要进一步弘扬向上向善的文化，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只要我
们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
民族就会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新时代进一步弘扬向上向善的文化，要坚持日
日为继、久久为功，坚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既
要以文化人，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适合于
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结合时
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内涵，使之成
为涵养向上向善德行的重要资源；又要以榜样引
领，进一步培育和弘扬全社会向英雄模范致敬、向
先进楷模学习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德者
有得、好人好报的政策和制度保障，让先进人物的
事迹和品德成为激励人们积极进取和崇德向善的动
力；还要注重实践养成，引导人们把对高尚道德的
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
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
自己的光和热。

(本文转载自“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
响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以光荣的胜利拉开了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帷幕。1951年党中央
决定将10月25日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2022年9月16日，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活动中，我市抗美援朝老
兵、离休退休干部李先彬，参与退役军人事务
部宣传中心推出的“山河锦绣 英雄归来”迎接
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72
小时主题直播活动，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
网、央视网等百余家媒体矩阵同步直播，全网
破亿人次观看。

在今年的抗美援朝纪念日之前，记者走近
李先彬，听老人讲述了当年的往事。

李先彬，安徽郎溪人，1928年 3月
出生，1949年 4月入伍，1951年 1月入
党，曾任第二十七军八十一师二四三
团三营机枪连战士、班长；二四三团炮
兵营政治指导员；浙江绍兴军分区政
治指导员等职（副团待遇），1949 年参
加过上海战斗；1950 年参加过抗美援
朝，1951年1月作为炮兵参加了长津湖

战役中的新兴里战斗，此战一举围歼
了美 7师 31团，也就是著名的“北极熊
团”并荣立二等功。

李先彬在朝期间参加多次战役，
其中就包括异常惨烈的长津湖战役，
先后荣立三等功 4 次、四等功 2 次、嘉
奖 2次。现为镇江市军队离休退休干
部第二休养所军休干部。

记忆深刻的战友

“我能回来，是我幸运
呢！”李先彬表示，在抗美
援朝战场，自己遭遇了很
多次险情：

“在黑土岭 83天守备
战中，敌人的打法：先飞机
轰炸，然后炮来轰，轰过了
以后他们的装甲车、坦克都
上来了，坦克后面步兵也上
来了……我们当时只能躲
起来。那个时候我还是个
小班长，中间阶段不了解，
但是当时我们管一片区域，
都是分工包干的。我们80
多天也没有澡洗，身上都
长了虱子，虱子都吃饱了，
喝水也不方便，晚上用小
铁桶走好远去取点水来喝……”

“我们那个班就蜷缩在一块小阵地
上，敌军知道这里有重机关枪，用炮天
天来轰，我这个地方比较狭窄，敌人的
炮筒装的炮弹有多有少，装多的打远
了，装少的打近了！都在我们阵地附
近，我们一个班的战友都牺牲了，有次
一个燃烧弹下来就死了 12个。死的人
太多了……”

“还有一次，我去8连做接送任务的
时候，大概有十几米封锁线。我一开跑

就被敌人发现了，两挺机枪就扫射过来
了。我就把头钻到炮打出来的坑里面，
敌人以为我被打死了，过了大概 2 分
钟，我就爬起来一个箭步跑到指挥所
里，敌人后面再打枪，我已经躲进去
了……”

“当时，在战场上，白天不敢冒烟，
晚上不敢有灯火。敌人的飞机24小时不
停的巡视，哪个地方发现有情况，‘啪’一
个照明弹下来，不要5分钟，最少来三架
飞机，轮番轰炸……”

““抗美援朝纪念日抗美援朝纪念日””之际之际

听老英雄讲当年的战斗故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谢 勇勇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吴吴 玥玥

弘扬向上向善的文化
□ 曾建平

赴朝参战被冻伤

条件艰苦仍战斗

“生死都已经置之度外了。哪个也
说不清楚，他（敌人）要我死，我要他（敌
人）死。当时没饭吃，三天吃了两个土
豆。”李先彬表示，他和战友们都是在非
常艰苦的条件下和敌人战斗。

李 先 彬 当 时 穿 的 布 鞋 ， 零 下
45℃，布鞋都冻硬了，一走路就滑，
也不知道跌了多少个跟头。“我记得爬
的木铁岭，下午 5点开始爬，到第二
天上午 10 点钟才爬到顶上，爬不上
去，雪太厚。”

“我们吃的那个玉米，都是当地老
百姓收了又丢下的，怎么也啃不动。但
即使啃不动也要放到嘴里嚼嚼，要打仗
饿着肚子不行，走路很苦，饿得吃不消，
冻得吃不消，零下45℃要打仗是什么概
念啊！牺牲的战友都是由工兵用担架
一起往下拖，摆到一个山沟里面，掩埋
都没有掩埋……那个战争打得太惨烈

了……”
“他们开始全是牛肉罐头。那个时

候，零下45℃。美国人的罐头底下有个
燃烧的东西，在罐头盒子上，把这个东
西拿下来以后，这么一挤，火就出来了，
罐头烤好以后，盖子拉开就能吃。而我
们的土豆，因为天气太冷，都冻住了，啃
不动……”

有一次，李先彬和战友缴获了美军
一个仓库，才第一次吃到罐头。“他们
是军官，吃的是奶粉、白面、罐头。不
过，打到最后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到后
来只剩下牛肉土豆罐头，都不是纯牛
肉了……”

他们还发现美军的子弹底下有标
注年份，“那些年份从开始的 1939年一
直到后来 1949年，他们的子弹消耗也
不得了，仓库也空了！否则不会轻易跟
你谈判的。”

李先彬参加过渡江战役、解放上海
等战役，在准备解放台湾期间，朝鲜局势
紧张以后，李先彬就随部队赴朝作战。“在
朝鲜参加了二次战役、五次战役……打
到汉江附近，打到汉城，直到和平谈判
结束以后，我们才撤军回国了。”

“我们对付的敌人，是美国陆战第
一师，他们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没有
打过一次败仗，叫我们给打败了。他们
的王牌师等于我们那时候的兵团，什么
兵种都有，他们有高度现代化的武器装
备，我们当时还在用三个人的马克沁重

机枪……”
“死伤人数太多

了 ，我 们 的 装 备 不
行，他们汽车跑，我
们靠两条腿。”老人
回忆说，当时发的物
资有：一包牙粉，叫
舞蝶牌牙粉，猪鬃做
的 牙 刷 ，一 双 包 脚
布，没有袜子、一双
布鞋。“其他不够怎
么 办 呢 ，自 己 编 草
鞋，要会编草鞋。一
天是 6 毛钱的生活

费，零下45℃的山上，每个人背4斤多重
的小被子。”

零下 45℃的山上，李先彬被冻伤，
脚趾甲都冻掉了，“脚部红肿发紫腐烂，
烂了以后脚趾甲掉了再长出来……”

李先彬在部队里先做的是炮兵，使
用的是“60迫击炮”，后来因为个子大，
被调去使用重机关枪——马克沁重机
枪。“就是在电视上能看到的那种，枪筒
有这么宽，里面灌水的，要不然枪管会
爆炸的……我后来当到政治指导员，也
一直是使用重机关枪。”

在抗美援朝的岁月里，李先彬和战
友们同甘共苦，一些战友的英勇表现，
依然记忆犹新：

“陈德胜，他一个人打掉了 5 辆坦
克，不过他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了，

因为和我不是一个营的。”
“牟传英，那是个英雄，他当营长，

我当指导员，很多战斗，我们俩都是一
起打的。他立一等功，我立二等功。有
一次人打光了，我们只能拼了。当时飞
机在天上轰炸，他一点也不怕，坐在一
块石头上，照样抽烟……飞机不是一架
两架，当时飞机飞得还没有现在楼房高
呢。我们没有飞机，也没有好枪。打一
发，装一发弹匣。”

“我们营的管理员去外边找粮食，
就饿死在外面……很多时候没有吃
的。山坡上的叶子、路边上的蒲公英，
松毛，都拿来吃。后来，晚上眼睛夜盲，
也没办法打仗了。再后来有了压缩饼
干，但是冻得咬不动。苦和饿，都让人
吃不消，生死不能想太多……”

李先彬最后说：“假如我的战友还
健在，我想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新中国真好，我们真幸福，他们会和
我一样，幸福地度过晚年生活。”

(摄影 谢 勇)

印象最深的战斗

李先彬接受采访

李先彬讲述往事

李先彬展示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