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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英烈故事

毕武斌：“空中董存瑞”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App”学习平台）

从“解放战士”到战斗英雄

王长贵在加入人民军队之前，是国
民党军60军的一名士兵。该部为国民党
滇系部队，部队中大多是云南人，抗日战
争时期打了不少大仗、硬仗。抗战胜利
后，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同时瓦解云南
地方军阀的势力，将 60军调往东北。
1948年10月17日，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
队在长春起义，随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50军。

在整军运动中，上级向50军派出400
多名党员干部，组织起义官兵开展了以
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
政治整训。通过整训，王长贵深刻认识
到劳动人民被欺压的根源，从思想上彻
底与旧社会、旧军队划清界限，提高了为
劳动人民而英勇奋战的觉悟。在解放战
争中，他随部队从东北转战到湖北、四川

等地。在四川清西河战斗中，王长贵冲
锋在前，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被评为战
斗英雄，光荣出席了1950年9月的全国
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血肉之躯战胜钢铁洪流

1950年10月，王长贵跟随50军入朝
参战。1950年12月底，第三次战役打响，
50军的任务是向议政府以西的高阳攻击
前进。在战斗中，50军149师446团击退
了美25师的1个营，然后继续追击，在高
阳以南的佛弥地，截断了正在撤退的英

军第29旅的退路。王长贵所在的445团
负责协同446团歼灭该股敌人。

英军29旅下辖一个皇家重坦克营，
当时50军投入战斗的部队没有反坦克武
器，战士们也缺少打坦克的经验，只能用
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来对付敌人的坦

克。1951年1月3日，王长贵带领一个班
阻击敌人的坦克，他们手里只有1根爆破
筒和1个炸药包用来炸坦克，同时每名战
士揣着4枚手榴弹对付坦克里的步兵。
战斗打响后，战士们利用黑夜的掩护先
打掉敌人坦克上的步兵，然后动手炸坦
克。王长贵见一辆坦克炮塔上的盖子打
开了，干净利落地爬了上去，准备把手榴
弹塞进去。突然，坦克车内射出一梭子
子弹，王长贵猝不及防，身中数弹掉下车
来，壮烈牺牲。

在这次战斗中，445团和446团齐心
协力，全歼了英军29旅皇家来复枪团第1
营以及皇家重坦克营，摧毁和缴获了敌
人31辆坦克、24辆装甲车和汽车，毙伤俘
敌700余人，取得了以步兵轻武器歼灭敌
坦克营的辉煌胜利。1951年5月，志愿军
第50军授予王长贵生前所在班“王长贵
战斗英雄班”荣誉称号。

王长贵，1923年出生，云南省禄丰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0年10月随部队入朝参战，中国人民志愿

军第50军149师445团1营3连9班班长。1951年1月，在第三次战役歼灭英军皇家重坦克营的战斗中，王

长贵冲锋在前，英勇牺牲。

现安葬于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王长贵：危难之中显英雄本色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
师横渡长江，毕武斌的家乡芜湖解放。
当年8月，他就报名参加人民空军。因
为体格健壮、视力好，又是芜湖高级商
业学校的毕业生，毕武斌在 2000多位
报名者中脱颖而出、顺利入选。朝鲜战
争爆发后，经过长春、哈尔滨航校专业
训练的毕武斌，经考核成为一名优秀的
飞行员，跨入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战斗行列。

轰炸大、小和岛：拔掉“钉子”，
一战成名

1951年10月底，为配合停战谈判，
志愿军总部决定，以志愿军空军第二、
三、八、十师各一部，配合志愿军第五十
军所属部队攻占大、小和岛、椴岛等岛
屿。位于朝鲜西北部的大、小和岛是美
军和南朝鲜军的重要前哨阵地。他们利
用现代化装备窃听情报，对中朝部队造
成极大威胁，是必须拔掉的一颗“毒钉”。

志愿军空军于1951年11月6日和
11月29日，分别对大、小和岛进行了两
次轰炸。成功炸毁了敌人的房屋、粮食
和指挥机构，并取得了志愿军空军轰炸
机部队首次用电子对抗和照明手段夜

袭的经验。第一次轰炸中，空八师出动
9架图-2轰炸机，炸死敌少将指挥官等
60余人，打出了“零战损、全摧毁”的骄
人战绩。

这次攻岛作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
唯一的一次陆空联合作战，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陆空联合作战，是
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次多机种协同作
战，其经验教训对人民解放军后来的联
合作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次轰炸：投下最后一颗炸
弹，坠海牺牲

1951年11月30日14时20分，空八
师二十四团出动9架图-2轰炸机，由一
大队大队长高月明带队。轰炸机群向
目标区前进途中，突然遭到美国空军30
多架 F-86战斗机的袭击。此时，担任
掩护任务的第三师米格-15歼击机仍在
开进目标途中，不能起到支援掩护作
用，形势十分严峻。

在紧急时刻，地面指挥员第八师师
长吴恺下达命令：“坚决前进，完成任
务！”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志愿军轰炸
机编队毫不畏惧、沉着迎战，始终保持
队形、顽强还击。

毕武斌在接近大和岛上空时，其驾
驶的飞机突然被击中爆炸起火。空中
指挥员命令他紧急跳伞，但内心坚定的
他不肯放弃。毕武斌在队伍中担任右
僚机，在队友的配合下，击落了敌方的
3架飞机，这一举动很快就被敌方盯
上，前后三架敌机将他包围了起来，腹
背受敌。飞机上的火越烧越大，这时的
毕武斌还有跳伞逃生的机会，但是他再
一次放弃了。想到飞机上的炸弹还在，
他誓要完成任务。于是，他驾驶着烟火
滚腾的飞机冲向大和岛目标。

战友杨注魁目睹相距仅百米的毕

武斌驾驶着剧烈摇晃、火光四溅的飞
机，坚持到最后一刻投下炸弹，大和岛
上传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大爆炸声。随
着最后一颗炸弹的投下，毕武斌驾驶飞
机冲向大和岛，年仅 21岁的他壮烈牺
牲。1952年，毕武斌被追记一等功，授
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了解到他
的事迹后，称赞他是“空中董存瑞”。

大和岛精神：首战用我、不畏强
敌、奋勇作战、不辱使命

在志愿军空军轰炸机群的配合下，
志愿军第 50军攻岛部队一举攻占大、
小和岛，执行了彭德怀司令员坚决拔掉
卡在咽喉上这颗“钉子”的命令。

参与此次战斗的飞行员年龄最大
的 24岁，最小的只有 18岁，其中 19人
血染长空。毕武斌、李祥华、周先念、何
国基、曹新广、张孚琰等15名空八师烈
士安葬于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空军英雄们发扬了“首战用我、不畏强
敌、奋勇作战、不辱使命”的大和岛精
神，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投身
于空中战斗，为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
全，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长空赞歌！

毕武斌，男，1930年生，安徽省芜湖市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8师

24团1大队1中队飞行员。1951年11月30日，在执行轰炸大和岛任务时，参战机队遭遇30余架敌机的袭

击。毕武斌驾驶的飞机被敌机击中后，他放弃跳伞逃生，选择坚持到达目标上空投下炸弹后坠海牺牲。

1952年，毕武斌被追记一等功，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现安葬于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战争中历练成长

李振出生在江苏省阜宁县羊寨区前
蒲鸠村，读过小学和中学，15岁的时候被
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1940年10月，李
振所在部队起义加入新四军，他被编入新
四军第3师兼苏北军区盐阜大队第3营任
排长。由于有着较好的文化基础，组织上
决定派他去位于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华中
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先后任新四军第
3师特务营司药、医助、医务所所长。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将目光聚焦在
了东北这块极具战略价值的地区，从全
国各地选派干部和部队前往东北，李振
所在部队也被调往东北发展根据地。解
放战争期间，李振曾任东北民主联军西
满军区独立师第1团卫生队队长、医政科
科长，率领医务人员先后参加了辽沈战
役、平津战役等。

在1949年3月至1951年3月间，李

振任第四野战军15兵团44军卫生部医
政科科长、军后勤部卫生处医疗科科长
兼教育科科长。工作中他刻苦钻研业
务，多年战地医疗救护工作使他具备丰
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深受广大指战员的
敬重和喜爱。这期间，他工作成绩突出，
荣立大功1次，小功2次。

冲在反细菌战的第一线

1952年初，美国侵略者公然违反国际
法，在朝鲜北部和中国的部分地区秘密实
施了细菌战，企图以此削弱志愿军和人民
军的防御力量。也就在同一时间，李振调
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第5分部21大站37

兵站医院院长，奉命随部队入朝参战。
李振在朝鲜前线看到，美军用飞机

在志愿军驻地投下了大量带有鼠疫、霍
乱病毒的苍蝇、蚊子、跳蚤等昆虫，部队
中不少战士患上了肺炎、痢疾、伤寒等传
染病。他迅速带领医护人员赶赴疫区，
在美军投掷细菌弹及周围地区喷洒消毒

液；积极治疗被感染的官兵，普遍进行疫
苗接种；广泛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很快控
制了疫情的扩散。

战地救护，转运伤员

在之后的阵地防御作战、夏秋季战术
反击作战和反登陆作战准备中，李振作为
战地医院的院长，带领医护人员辗转各前
沿阵地，救治转运了大批伤病员。在战地
救护中，部队合理优化救护力量编组，极
大提升战场救护效率；各兵站建立了护送
小队，担负伤员的列车护送任务；组织技
能培训，提升火线抢救能力；开展立功运
动，提升医护人员救治、转运伤员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在李振的带领下，37兵站医
院圆满完成了各项战地救护和伤员转运
任务，为作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6月14日下午，李振像往常
一样前往5分部开会，途中突遭敌机空
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

李振，男，1925年2月出生，江苏省阜宁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2年1月随部队入朝参战，志愿军后

方勤务司令部第5分部37兵站医院院长。1953年6月14日，李振在去开会途中，遭敌机空袭，不幸中弹牺

牲。现安葬于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李振：用生命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