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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展让观众身临其境

深秋时节的丹东市霜叶火红，枫林尽染，把
抗美援朝纪念塔衬托得更加庄严肃穆。

临近抗美援朝纪念日，抗美援朝纪念馆日
均上万人前来参观，观众纷纷在原创新展中重
温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铁血荣光。

在“铁血映战旗”主题展览上，纪念馆讲解
员说到在长津湖始终保持战斗姿势的“冰雕连”
时，观众的热泪扑簌簌滚落下来。

观展过程令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学生刘柿言终生难忘。他说：“抗美援朝纪念
馆仿佛是穿越时光的隧道，让我们切身感受到
了志愿军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抗美援朝纪念馆馆长刘静媛说，自年初以
来，抗美援朝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近200万人
次，“震撼世界的较量”展览还输出北京、天津等
多家单位。致力办新展的同时还坚持走出去，

“抗美援朝时期辽宁人民的贡献”等专题流动展
走进多所院校，传承红色基因的同时为青少年
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今年有 20余万
师生通过研学活动走进抗美援朝纪念馆。

首战两水洞、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岭……
进入抗美援朝纪念馆官网，同样能拥有立体化、
参与式的观展体验，一张张图片、一个个故事带
来思想的启迪和精神的激励，为红色文物赋予
永不消逝的“数字生命”。网站自2020年9月19
日上线以来，累计浏览量达到1.14亿余人次，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

在研学中传承红色基因

沈阳，皇姑区金山路，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

在纪念碑两侧松柏下，安葬着杨根思等123
位志愿军烈士，与英名墙上 19万余名烈士构成
璀璨的英雄星河。

抗美援朝纪念日前夕，园内满是自发前来
凭吊的市民，既有身穿旧式军装的老战士也有
佩戴红领巾的儿童，更多的是热血沸腾的青年。

“197653，在那遥远的战场；197653，他们留
下了希望；197653，他们留下了信仰……”在巍
峨矗立的烈士纪念碑前，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
第一小学的研学师生，在同唱歌曲《197653》中
共同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成为伟大抗美
援朝精神的传承者和讲述者。

进行红色研学的师生不止于此，在沈阳抗
美援朝烈士纪念馆讲解员赵彤的记忆中，沈阳
大学师生冒着漫天风雪撑着雨伞在纪念馆门前
排队等待参观；清明节期间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的莘莘学子在烈士纪念碑前朗诵《谁是最可爱
的人》；江苏淮北中学28名师生徒步1500公里，
向长眠在这里的王守正、许洪斌等江苏籍抗美
援朝烈士敬献鲜花……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
来研学团体数量达千余个，超过 10万名师生在

这里感受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管理中心主任吴涛

说，烈士陵园里鲜花不断，缅怀英烈已经成为不
变的传统。

在红色讲堂里厚植爱国情感

沈阳，浑南区旧站村，一间简陋却不凡的民
宅。

走进篮球场大小的院落，西侧墙壁挂满志
愿军老照片，东侧陈列着说不清年岁的老军装，

“免费参观”字样格外醒目。
这里的主人叫孙德山，18 岁时应召入伍，

1950 年跨过鸭绿江，当过汽车兵、通讯兵，荣立
三等功。他80岁那年，为纪念逝去的战友，萌生
出建立纪念馆的想法。整整 10年，孙德山几乎
没吃过肉，凭着当年参军养成的顽强毅力，把纪

念馆给建起来了。
每每见到观众，孙德山心里都格外高兴，他

一边掰着手指一边小声嘀咕：“有北京的，也有
上海的，本地人是最多的，咋也能有几万人来这
里参观了。让年轻人记住历史，战友们才不会
白白牺牲。”

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不会随着时间而流
逝。沈飞公司专门打造了包括大国工匠在内的
志愿讲解团队，在沈飞航空博览园宣讲抗美援
朝史和共和国航空工业史，线上线下已累计为
数十万市民提供服务；辽东学院打造的全国首
批《抗美援朝精神》课程，让学生在红色讲堂从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中汲取营养；为弘扬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抗美援朝纪念馆举办抗美援朝出
征地专家讲堂……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
省各地红色展馆利用红色讲堂为超百万人次宣
讲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文图均据辽宁日报·辽望客户端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熠熠生辉

我的父亲段建元出生于 1932年，今年已经
91岁了。耄耋之年的父亲身体很硬朗，就是耳
背得厉害。父亲的思维还很清晰，尤其对自己
经历的战斗岁月记忆深刻。

1948年，16岁的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由于他非常机灵，连队让他当了通信员。
在解放战争中，父亲参加了晋中战役，随部队解
放了临汾和太原，在一次次战斗中磨炼成一名
合格的解放军战士。

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1951 年，父亲所在的部队转隶中国人民志
愿军第68军，在天津紧张集训后入朝参战。父
亲也随部队奔赴朝鲜东线战场。他说：“那时候
敌人的飞机时不时就飞过来，少则几十架，多则
上百架，在我们的阵地上狂轰滥炸。我们白天
躲在简易防空洞里，到了晚上，再发挥夜战的优
势狠狠打击敌人。”

一天，连长把父亲叫过去说：“小段，你不能
一直在连里当通信员，要到前线锻炼锻炼。连
队要组织一个突击班，由你任突击班班长。”父

亲没有丝毫犹豫说：“坚决服从上级安排，以后
有什么艰巨的任务由我们突击班来完成！”

后来，父亲带领突击班总是冲在连队的最
前面，多次与敌人近距离战斗。

一次，上级命令父亲所在的突击班抢夺某
个制高点。作为班长的父亲很清楚意识到：如
果让敌人先占领了制高点，那么我们必然遭受
重大伤亡，所以他和战友们不仅要拿下制高点，
而且必须要快！

人高马大的父亲抄起枪带着战士们就向制
高点冲去。他们刚刚冲上制高点，就看见山坡
背面露出敌人的脑袋。父亲大吼一声：“同志
们，把敌人压下去！”战士们一个个像猛虎一般
扑向敌人。对面的敌人吓坏了，扔下几具尸体
掉头就跑。我问父亲：“当时你心里害怕不害
怕？”父亲说：“说心里话，一开始有点害怕，但是
冲上去以后就不怕了。其实敌人比我们更害
怕，他们看见我们的战士一个个如老虎一般冲
过来早就吓破胆了。我们朝着他们打了几枪，
也给后面的大部队发了信号。大部队听到枪
声，知道我们占领了制高点，就都上来了。”那次
制高点争夺战后，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荣立三等
功。

父亲获得的奖章

还有一次，志愿军部队要攻占一座山岭。
山岭上敌人重兵把守，除了密集的火力网还有
一座地堡。地堡里的重机枪一直扫射，压得我
军战士抬不起头。关键时刻，连长对父亲说：

“今天晚上大部队必须把山岭拿下来。我们有
那么多战士倒在敌人那座地堡的机枪口下，突
击班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把敌人的地堡炸掉！”

后半夜，父亲带着战士们悄悄摸上山岭。那
是一年中朝鲜最冷的时候，西北风卷着雪打在他
们脸上，刀割一样疼。战士们没有退缩，顶着大
风摸到敌人地堡前，埋伏在雪窝里。父亲观察了
一下周围环境，远处有敌人的流动哨兵来回走
动，地堡里能看到几盏昏暗的马灯，听不到任何
声响。父亲猜想，大概敌人睡着了。于是他命令
一个战士把爆破筒塞进地堡的机枪眼里。可这
个战士才补充进突击班没多久，没有战斗经验，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父亲一把将爆破筒夺过
来，拧开后盖一拉线，迅速把爆破筒塞进机枪眼
里。“轰隆”一声巨响，地堡被炸成一片废墟。大

部队趁势而上，一举占领了山岭。那次战斗结束
以后，上级给他们记了二等功。

听父亲说，他拉响爆破筒后虽然撤离得很
快，但是巨大的爆炸声还是把耳膜震坏了。我
这才知道，这些年父亲听不见是那次战斗留下
的创伤。

父亲的立功证书

1952年，父亲在战场上火线入党，成为一名
共产党员。他和他的突击班经历了大大小小无
数次战斗，直到1953年才回国。1955年，父亲复
员回到村子里，被选为生产队长，后来又当选为
村党支部副书记。他当了几十年的村干部，一直
秉持着党员的初心，为村里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
事。他说，无论在哪里，他都是一名党员、一名战
士，随时做好奉献自己的准备。 据新华社

我家有老兵·抗美援朝特辑

父亲和他的突击班

为弘扬伟大抗美
援朝精神，抗美援朝纪
念日前夕，辽宁各地
红色展馆依托资源
优 势 ，通 过 展 陈 推
新、红色讲堂、研学
活动实现与青少年
的双向奔赴，让伟大
抗美援朝精神在辽宁
发扬光大。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师生在抗美援朝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