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

通过上河口铁路过轨的车皮达21723辆，占全部

过轨车的11.8%。

1950年10月至1953年3月

由长甸河口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有7个军另

2个师，以及炮兵第七师，加上后勤、战勤民工等，共

30万人左右，占入朝参战志愿军总数的1/10。

词条

提示

从丹东市区前往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河口村，一路上，清冽的鸭绿江水悠悠而过，遮
不住的青山隐隐前来，一派世外桃源的好风光。70年前，这个位于中朝边境的小村落，却
是抗美援朝运动的前沿基地，大批人员和物资从这里进入朝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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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记者第一次去卢骅家拜
访。卢骅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辽宁抗美
援朝历史的研究，收藏了许多抗美援朝时
期的物件。他家的客厅里堆放了各式各
样的东西：生锈的步枪、扁长的消毒盒、志
愿军的服装、厚厚的书籍资料……

卢骅是宽甸满族自治县人，他的父亲
是一名军医，曾经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
战场上因为战友舍生保护才得以幸存。
这段经历给卢骅的父亲留下了刻骨铭心
的记忆，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他总爱给孩
子们讲述一些抗美援朝的故事。卢骅从

小就听父亲讲这些故事，被抗美援朝精神
深深感动，后来他开始深入研究抗美援朝
历史。

“研究历史，我不断地寻找与抗美援
朝相关的旧物件来印证。”卢骅说。他收
藏的第一件关于抗美援朝的物品就是父
亲的军人证。

这些年来，卢骅走访了多个地方，寻
访了多位志愿军老战士，收藏的抗美援朝
物品已达几百件。

卢骅一直有个执着的想法：建一个以
抗美援朝为主题的陈列馆。但选址是个

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卢骅作为毛丰美
干部学校的客座教师来到宽甸满族自治
县河口村讲授抗美援朝历史课，河口村村
委会听了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他收藏的物
品，便提议与他合作在河口村创办一个以
抗美援朝为主题的陈列馆。

经过研究，他们将抗美援朝陈列馆的
地址选在河口村的桃花岛上，桃花岛景色
优美，每年来参观的游客很多。经过多轮
研究，确定了河口抗美援朝陈列馆的主
题：以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为背景，重点回
顾宽甸县和长甸河口军民抗美援朝的历

史，以表达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纪念，对抗
美援朝烈士们的缅怀，对伟大的抗美援朝
精神的弘扬。

抗美援朝陈列馆的位置，距离河口断
桥 400 米。卢骅把多年来收藏的宝贝陈
列在馆中，他还翻阅了大量文件档案、资
料、图书、图片、实物和回忆录等，精心为
展馆撰写展陈大纲。

9月19日，河口抗美援朝陈列馆正式
对外开放。记者看到，在450平方米的展
厅中，共展示了575张历史图片、311件实
物，这些展品中很多是首次对外公开。

在河口建一个抗美援朝陈列馆

G331 国道沿着鸭绿江而建，车向东
北方向行驶，记者见到十多座桥梁、断桥、
残存的桥墩，这些遗址都在诉说着这样的
往事：渡江作战，运送物资。

翻看历史资料，记者看到这样一个细
节：河口是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渡江点之
一。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骅告诉记
者：“由长甸河口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共有7
个军另 2 个师，以及炮兵第七师，加上后
勤、战勤民工等，有 30 万人左右，占入朝
参战志愿军总数的1/10。”

走在河口的公路断桥上，两侧的红旗
迎风招展，偶尔能看到耄耋老人临江东
望，满脸沉重。

这座断桥原名清城桥，是鸭绿江上最
早建成的公路桥。记者采访志愿军老战
士时，“河口村”是经常被提及的地名，他
们有的从这里入朝作战，有的经由这里回
国养伤。河口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作战的渡江点之一，是志愿军伤病员口岸
医院所在地和中转站，是东北军区鸭绿江
长甸河口江防司令部所在地，是抗美援朝

的前哨阵地。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冉庆臣
告诉记者，这些年来每年都有一些志愿军
老战士回到河口，举办一些纪念活动。

据卢骅介绍，除了运送志愿军渡江
作战，河口还是运输物资的重要通道。
大量史料显示，抗美援朝时期，通过上
河口铁路这个咽喉过轨的车皮达 21723
辆，占全部过轨车的 11.8%，是一条支援
抗美援朝前线的生命线。为了加快运
送人员和物资，当时河口村临时增建了
几座浮桥。

大批人员和物资由这里进入前线

70年，曾经嗷嗷待哺的婴儿变成了古
稀老人；70年，曾经的硝烟在河口村已全
然散去；70年，战争的沧桑在这里积淀，形
成了独有的抗美援朝文化。

卢骅在河口村建了一座新的抗美援
朝陈列馆。他说：“长甸河口是中国抗美
援朝文化的发祥地之一。”1950年8月29
日，根据河口村渔民柳福州在鸭绿江运军
粮途中被敌机射杀事件创作的《渔夫恨》，

是中国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历史的曲艺
作品。此后，与长甸河口相关的抗美援朝
曲艺、影视作品，作为时代的主旋律，曾鼓
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至今仍有强大的
生命力和感召力。

中国第一部反映铁路抗美援朝的电
影《铁道卫士》，讲述了长甸河口抗美援朝
铁路运输的真实故事，河口村和凤上线正
是这部电影的主要外景拍摄地之一。同

时，河口村还是《铁血大动脉》的唯一外景
拍摄地，它是中国第一部反映铁路抗美援
朝的大型故事片。

河口村有河口断桥遗址、铁路抗美援
朝纪念馆、上河口车站遗址、岸英小学，还
有许多抗美援朝时期的旧址、遗址。到过
河口村的人，都会对抗美援朝的历史有新
的认识。时至今日，要了解抗美援朝的那
段历史，河口村是一定要探访的一站。

这里是抗美援朝文化发祥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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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晓丽

视觉设计 许 科

河口村，那个桃花盛开的地方。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记者先后4次前
往采访。第一次是4月17日，我们沿
着鸭绿江上的桥，一路向北，来到河口
村的铁路抗美援朝博物馆。7月5日，
记者跟随专家再次来到河口村，全面
了解了河口村的抗美援朝历史。7月8
日，记者到河口村寻找抗美援朝时期
的防空洞，爬了3座山，终于找到了。9
月2日，在河口公路断桥上，记者采访
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活动。

（图为记者在河口村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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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口村桃花岛上游的4.5公里处，
有一座小小的火车站，站内一座木结构老
建筑特别引人注目，它就是当年河口火车
站旧址。

1950 年 10 月，东北军区决定将原来
的凤城至宽甸灌水的铁路延长，修至上河
口，同时修建的还有河口火车站。当时，
这座小火车站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每天，
大批物资经由这里发往朝鲜，前方的志愿
军伤病员被运到这里救治或者转运治疗。

河口村内曾经建有志愿军伤病员口
岸医院，卢骅领着记者来到一片红色瓦房
附近，他介绍说：“这个位置就是曾经的口
岸医院所在地。”当年的口岸医院已然不

在，原址上已建起了一排排砖瓦房。
据卢骅介绍，长甸河口是抗美援朝的

前哨基地。在当地各级党委、政府领导
下，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大军
渡江、参战部队和伤病员提供各种服务，
为江防部队开展战勤服务，为赢得抗美援
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记者在采访抗美援朝的汽车兵杨殿
生时，老人向记者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他因患有斑疹伤寒病被送回祖国，到达
河口火车站后，衣服和行李都进行了全
面消毒，食堂提供伙食，他记得大米饭不
定量，菜是大白菜炖粉条，里面还有些猪
肉。“作为抗美援朝的前哨基地，河口村

为支援前线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服务。”杨
殿生说。

根据卢骅的考证，长甸河口还是东北
军区鸭绿江长甸河口江防司令部所在
地。河口村的地理位置特殊，这里的铁路
桥和公路桥是支援抗美援朝的生命线，时
常遭遇空袭。在河口村设立江防司令部，
可以指挥协调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
和空军部队，就近守卫着鸭绿江上的江
桥、电站、大坝。

7月份记者采访时，当地村民说，如今
河口村的一些山头中间还能见到防空洞
以及高射炮的阵地，很多防空遗址仍然保
存完好。

这里是后方的前方

典型代表
宽甸县长甸镇河口村

主要贡献
志愿军入朝作战渡
江点
伤病员口岸医院所
在地和中转站
后勤输送物资重要
通道

1950年12月

东北军区在长甸河口设立志愿军口岸医院，除接收治
疗志愿军伤病员外，还是志愿军伤病员的口岸中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