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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采访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
爷爷，我特别紧张，担心不能很好地完成采访任
务。老爷爷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是侦察连的一名排
长，有一次出去执行任务时，遇到了敌机扫射，不少
战友不幸被敌机投下的子母弹打中牺牲了。讲到
战友的名字时，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也都十
分难过。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子母弹，第一
次听战争的亲历者讲述战争的残酷。从老人身上，
我更深切地体会到“爱国”两个字的分量。他们不
畏艰险，不怕牺牲，为我们赢得了今天和平幸福的
成长环境，他们太伟大了。

大四 辽东学院经济学院学生
姜雪 生于1996年

辽宁省丹东市人

提示

静美的鸭绿江水缓缓东去，与岁月一起悠然流过。它见证着70年前的那段历史，也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如今，在鸭绿江畔，一群与70年前跨江作战那些年轻人年纪相仿的大学生，正用心去寻访、亲耳去聆听辽宁人民抗美援朝的英勇事迹，

原来只停留在书本上的英雄们，在这群大学生的面前鲜活起来。
从2016年暑假开始，辽东学院组织开展了“千名大学生行万里路·寻访百位抗美援朝老兵”社会实践专项活动。以丹东为起点，1557

名大学生寻访足迹遍布全国11个省、28个地级市，累计行程68897.4公里。通过寻访，这些大学生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增加了哪些深
刻印象？在寻访老兵时有哪些感人的故事？6月10日，记者就此采访了10名参与活动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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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知梅 张晓丽 赵 雪

视觉设计 许 科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丹东人。我就读的大学与朝
鲜隔江相望，最难忘的是采访孙景坤爷爷，他是上甘岭
战役的一等功臣，但我见到的他只是一个苍老的农民形
象，朴实又真诚。在我们看他仅存的老照片时，爷爷在
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眼睛里写满了慈爱和期许。采访
结束时，他颤抖着穿上了当年的军装，上面挂满了军功
章。至今回忆起当天的画面，我都历历在目，何其有幸
能与老战士见面！

大四 辽东学院应用外语学院学生
姜玥 生于1998年

辽宁省丹东市人

大一时，我就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寻访抗美援
朝老兵活动。为了尽快了解抗美援朝战争，我们上
网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也看了一些抗美援朝题材
的影视作品。

在寻访老兵的过程中，我和同学一起去过4位
老战士的家里，其中两位由我负责采访。老战士基
本上90多岁了，其中有一位生病卧床，记忆力减退，
好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当看见我们这群学生时，老
爷爷眼泛泪花，在那一瞬间，我仿佛一下子成长
了。书本上记录的英雄形象突然鲜活了起来，这是
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意
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多么有意义。

大四 辽东学院经济学院学生
邢钟匀 生于1998年

辽宁省营口市人

采访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老兵与担架队的
一件事。战争很残酷，很多战友牺牲，卫生队人手
不够，见到身旁受伤奄奄一息的战友，3天没吃饭的
他还是冲上去抬起了担架，这份战友之间的情谊深
深感动了我。

在寻访过抗美援朝老兵们之后，我们当代青
年更应清楚自己身上的使命，明白我们现在的生
活是多么来之不易，无数人的牺牲才换回了我们
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我们更应该发奋努力，为了
祖国的未来不懈奋斗，不辜负老兵爷爷们的殷切
期望！

大四 辽东学院国际经贸学院学生
唐诗惠 生于1998年

辽宁省大连市人

参加活动时，我记得有一位老战士特别自豪地拿出自
己所有的军功章，挨个向我讲述每一枚军功章背后的故
事。他的每一枚军功章都保存得特别精心，介绍完，老人
又小心翼翼地收好，可见他身为军人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寻访让我感觉今天的和平和美好是多么来之不易，我
要更加珍惜，这些都是老一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脑
海里常记着参加活动时一位老奶奶说：和平时代不容易
啊，不容易。当时她眼含热泪，这种泪水也许只有老兵们
能懂得其中的深意。

大四 辽东学院管理学院学生
佘昕懿 生于1998年

辽宁省沈阳市人

在参加此项活动之前，我对抗美援朝战争有些了
解，看过有关抗美援朝的影视作品，比如《英雄儿女》《三
八线》等，但并没有进行更多的学习。这也是我在参加
这个活动以及之后努力的方向。

小时候，我就经常听爷爷提起“抗美援朝”“三八线”
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看了很多有关抗美援朝的影
视作品，自然对这段历史越来越好奇，曾专门查阅资料
来了解抗美援朝的这段历史，越了解就越对志愿军敬
佩，越为中国自豪。

我记得采访周婉芳奶奶，听她讲述抗美援朝时期的
经历。奶奶多次情绪激动，感慨地说：“你们是中国最新
鲜的血液，你们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力
量。”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要做到奶奶期望的那
样，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为祖国贡
献力量！

大三 辽东学院管理学院学生
刘雅男 生于1999年

辽宁省大连市人

作为一名辽东学子，每每看到丹东抗美援朝那些历史遗
迹，都会让我们想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

2019 年 10 月，我有幸和学校领导、老师前往抗美援
朝纪念馆参观学习，在参观过程中，看着眼前一幅幅画
面，听着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解，这些都把我拉回到那
段历史中。令我最为感动的是战士们“一口炒面一把雪”
的故事。

大四 辽东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学生
王俊楠 生于1997年

辽宁省葫芦岛市人

在没参加这项活动之前，我对抗美援朝战争的
了解只停留在书本上，随着寻访的深入，我逐渐增
加了对抗美援朝历史的了解。

在寻访老兵时，我遇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有
一次，在了解完一位老兵的作战经历之后，我们一
起观看了一场阅兵仪式。当国歌奏响时，那位老兵
爷爷突然站起来了，缓缓地举起右手敬了个礼。我
看着他在耳边颤抖的手瞬间很感动。

在整个寻访的过程中，老兵爷爷没有说一句“我
爱中国”这样的话，但他的爱国之心却在那一刻体现得
淋漓尽致。抗美援朝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当代大学
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大二 辽东学院经济学院学生
林圆圆 生于1999年

辽宁省大连市人

对于当时每位参与者来说，抗美援朝战争都是一段刻
骨铭心的记忆。在寻访时，我遇到一位已经94岁高龄的老
兵，他的听力有一定障碍，但在讲到战争中的经历时，他的
情绪很激动。

对抗美援朝时期的事，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口炒面
一把雪”，起初，我所理解的炒面是我们平时吃的炒面条，
了解后才知道那时的炒面就是简单炒熟了的面粉。后来，
我采访别的老兵时，我也问过相关的问题，有些老兵告诉
我，有时候可能连炒面都没有。

大三 辽东学院城市建设学院学生
杨雨晗 生于1999年

辽宁省朝阳市人

当时我方后勤补给能力不足，国家当时也不富裕，靠
卡车、火车运送物资，敌人的飞机还经常轰炸，很多人牺牲
在运输途中。

通过寻访老兵，让我更加认识到，如今幸福、和平的生
活来之不易，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人们最懂得和平的重要与
珍贵。

大三 辽东学院管理学院学生
贾雨彬 出生于1999年

辽宁省沈阳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