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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纪念抗美援朝 70周年的

影片，《金刚川》没有聚焦于正面战场
上的任何一场宏大战役，反而将镜头对
准了战役后方补给团队的一次修桥任
务，给了历史原型张振智一个名副其实
的C位，也是对后方运输线上默默付出
的志愿军将士的一次深刻缅怀。

战争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算得上英雄，
这是影片开端就提出的一个疑问。在接到
修桥任务时，队伍中一个小战士除了一句

“收到”的回复，还在暗自嘀咕着：“上次
修桥就是我们连，这次怎么还是？”“我是
来打仗的，不是来修桥的。”

一句话暴露了可能是当时无数战士
的内心活动：修桥算不上战斗，牺牲了
都称不上英雄。

影片中那些为了修桥而伪装成草木
的战士，在一声指令下伺机而动。他们
面目模糊，不具姓名，有的刚迈开步就
被从天而降的炮弹打飞半条腿，有的还
没来得及送木材到水中已经丧命途中。

在和正面作战对比之下，负责后勤

的事务兵、负责运输的工兵……是否如
同战争中的配角一般，显得“没那么伟
大”？

导演管虎给出了最佳答案：“这是整
个中国集体的民族情感。一段御敌于国
门之外的战斗，让中国立国之初，在世
界上能站稳脚跟。其背后是不被常人所
见的牺牲，而每一个牺牲都有价值。”

在阐释和纪念抗美援朝这场战役
时，这种理解显得愈加恰如其分。

指挥抗美援朝的彭德怀元帅曾说：
朝鲜战争的胜利60%～70%应该归功于
后勤。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
愿军后勤部队冒着美军飞机的轰炸，修
复了 784 公里的铁路、2061 座铁路桥
梁、8100公里公路，从国内转运了260
万吨物资，补充了 48万支枪，救助了
83.8万多名伤员。

美国 1975 年出版的 《百科全书》
中说道，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显示
了令人惊奇的补给能力”。志愿军补给
线堪称打不断、炸不毁的钢铁运输线。

““修桥修桥””的算不上英雄的算不上英雄？？

博览天下 2020年11月11日 星期三 责编：苏艳红8

■相关链接

本报地址：漯河市嵩山东支路新闻大厦 邮编：462001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111004000038 印刷：漯河日报社印刷厂（黄河路东段东兴电子产业园24号楼）

张振智：电影《金刚川》英雄原型

架设炸不垮的“钢铁”大桥

1953年，31岁的志愿军工兵第
十团第三连连长张振智接到一个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

8天时间内，面对湍急的水流和
头顶敌人的枪林弹雨，他们要在宽
60米的金刚川河面上，架起一座可
承载军用物资运输的载重桥。

金刚川本是发源于金刚山的一条
不起眼的溪流，只因在战争中成为我
军后方补给运往前线的必经之路，而
骤然变成敌方想要断我后路的关键
点。在考察过地形后，张振智决定在
被炸毁的原有桥梁旧址上，利用周边
林木茂密的优势，再搭起一座木质大
桥。

觉察到志愿军意图的敌人，不仅
继续昼夜不停地轰炸金刚川上建设中
的桥体结构，甚至连金刚川沿岸的树
林都遭到了大规模轰炸。

似有神助。张振智突然意识到，
被拦腰斩断的树木，居然成了建桥材
料，省去了伐木的时间。在平均每天
落弹300多枚的情况下，张振智硬是
带着大家经过 7天 7夜奋战，提前一
天架起了一座7孔载重木桥。

然而，大桥刚建起还没有通车，
就被敌方侦察机发现。恼羞成怒的敌
人当即派遣24架“黑寡妇”战斗机，
两个小时内向这里投放了700多枚炮
弹，本来的七孔桥只剩下了两孔。

此时，前方的金城反击战正打到
最胶着的阶段，我军面临弹药紧缺的
困难。物资如果不能及时送到，可能
会影响整个战役的走向。

张振智又接到志愿军总部的要
求：必须在一个半小时内修好桥梁，
先送过去一部分弹药！

张振智第一个跳下河，指挥全连
官兵二次架桥。此时，敌人的轰炸越
来越猛烈，一发又一发炮弹在张振智
和大家身边轰然而起，可是没有人理
睬它。平时需要十几个人抬的材料，
6个人抬起就跑，最后提前一刻钟完
成任务，扭转了战局。

从 1951年跨过鸭绿江到 1953年
奉命回国，两年多的时间里，张振智
经历了第五次战役、夏季防御作战、
金城反击战等大大小小的战斗共几十
次。

几十年后，被问起印象最深刻的
一次战役，张振智老人仍满含热泪地
把金刚川上的那座桥称作自己的一座

“丰碑”。

架起炸不毁的架起炸不毁的
““钢铁钢铁””桥桥

正在公映的电影
《金刚川》再现了抗美
援朝战争最后一次战
役金城战役中，中国人
民志愿军在金刚川上
架桥打通生命线的真
实故事。而这个故事
的原型，正是志愿军的
工兵英雄张振智：两次
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的“钢铁战士”，最终倒
在“抗美援朝精神”宣
讲台上的老英雄。

战后，张振智荣誉加身。两年多的
战斗中，他共荣立3次一等功，被评为
志愿军二级模范；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枚；被原
华东军区授予“工兵英雄”的称号。

张振智在作为工兵英雄代表回国参
加英模大会时，洪学智副司令亲自带他
去见毛主席。主席听到他的先进事迹
后，先后两次接见他，鼓励他再立新
功。

1982年，张振智光荣离休，在原
南京军区第三干休所安养晚年。但他依
然没有停止发挥余热，为机关和学校做

了数百次志愿军事迹的报告讲座，是华
东地区有名的志愿军英雄事迹宣传员。

《金刚川》也不是张振智的故事第
一次被写进影视剧，1998年拍摄的电
影《铁血大动脉》中，张振智也是其中
的故事原型之一。

2000年，张振智被查出身患肺癌
和白血病。考虑到他的健康，家人劝他
不要过度劳累，但张老英雄还是一场不
落地继续着他在宣讲台上的“战斗”。

2000年 10月 27日，张老受邀赴南
京中央路小学演讲。刚讲了没几分钟，
他便倒在了宣讲台上，再也没有起来，

享年78岁。
与众多志愿军

英 模 相 比 ， 张 振
智 的 名 字 或 许 并
不 为 人 所 熟 知 ，
但 他 和 战 友 们 曾
经 浴 血 奋 战 过 的
地 方 ， 在 抗 美 援
朝 70 年 后 因 为

《金刚川》 这部战
争 片 ， 成 为 人 们
热 议 的 话 题 ， 也
让 老 英 雄 的 事 迹
再次成为焦点。

据《环球人物》

倒在倒在““抗美援朝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宣讲台宣讲台

志愿军工兵部队抢修被炸毁的桥梁志愿军工兵部队抢修被炸毁的桥梁。。

战后在北京与其他志愿军先进集体和个人一道受到表彰的张振智战后在北京与其他志愿军先进集体和个人一道受到表彰的张振智（（左一左一）。）。

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
战役，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和我军历史上
唯一一次向坚固阵地之敌发起的进攻战
役，创造了阵地进攻战的经验。此次战
役，志愿军火炮和炮火的密度达到了抗美
援朝战争的最高水平，整个战役消耗弹药
1.9万吨，相当于志愿军前五次战役消耗
弹药总和的2.2倍，充分表明志愿军的作
战能力大大增强。

1953年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历时
近两年，终于达成了所有议程的协议。6
月 15 日，停战协定签字准备工作基本就
绪。然而，南朝鲜李承晚当局却激烈地反
对停战，叫嚷北进，要武力统一朝鲜，并
于6月17日深夜，突然以就地释放为名，
强迫扣留 2.7 万余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
员，编入南朝鲜军队。李承晚公然破坏停
战谈判刚刚达成的协议，引起了国际舆论
的强烈谴责。为了惩罚李承晚当局，加深
敌人内部矛盾，保证停战后朝鲜局势的稳
定，毛泽东、彭德怀决定推迟停战签字，
发起金城战役。

7月13日黄昏，志愿军撼天动地的大
炮轰鸣声拉开了战役帷幕。1100多门炮列
阵齐射，在28分钟的时间里，将1900 多
吨炮弹倾泻到金城以南南朝鲜4个师正面
宽 25 公里的阵地上，摧毁了敌人阵地上
的主要工事。随之，志愿军数十路突击分
队分头冲向敌阵，在一个小时内全部突破
敌防御前沿阵地。

志愿军突入敌阵后，在混乱中向敌纵
深猛插。西集团203师穿插分队先头侦察
班在副排长杨育才率领下，化装成南朝鲜
军，通过了重重哨卡，摸到了南朝鲜首都
师第1团 （白虎团） 团部。侦察班立即发
起突然袭击，打毁了该团的指挥系统。部
署于周围的南朝鲜军失去了指挥，迅速溃
乱。这就是后来在国内广泛流传的奇袭白
虎团。战至 16 日，志愿军完成了全部进
攻任务，向敌纵深推进，最远达18公里。

志愿军的攻势震惊了联合国军。联合
国军第三任司令官克拉克亲自飞临前线督
战，并调集了8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
炮支援下全力反攻，企图夺回失地。志愿
军遂转入防御，与敌展开了反复的阵地争
夺战，共击退敌军反扑1000余次。7月27
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金城战役胜利结
束。此战，共歼敌5.3万人，收复阵地160
余平方公里，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

据《解放军报》

金城战役

抗美援朝最后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