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草草地地周周刊刊》》 欢欢迎迎读读者者评评报报、、提提供供新新闻闻线线索索

9
新华每日电讯/2018 .1 .26/第 362 期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李牧鸣

版

邮箱： worthreading01@163 .com

西南联大
为何让人热泪盈眶

电话：（ 010 ） 88051377

扫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

10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朱朱旭旭东东、、李李灿灿、、陈陈刚刚

在江苏省邳州市王杰烈士纪念馆内，有一座
造型奇特的亭子，飞檐崭角式，双层 6 角琉璃瓦
形，青松环绕。奇特之处，是它竟然有 12 根柱子。

此亭建于王杰牺牲处。1965 年 7 月 14 日，济
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王杰，在组织民
兵训练时突遇炸药意外爆炸。危急关头，23 岁的
王杰奋不顾身扑向炸药包，掩护了在场的 12 名民
兵，自己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 23 岁。那 12 根柱
子，代表王杰救下的 12 人。

王杰是曾经与雷锋齐名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
士，也是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
一。毛泽东主席为他题词“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
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2017 年 12 月 13 日，习近平主席来到驻江苏
徐州的第 71 集团军某旅王杰生前所在连。在王杰
牺牲时遗留的血衣和钢笔残片前，习近平详细了
解王杰舍己救人的壮举。习近平感慨地说：“我小
时候就知道王杰的故事，王杰是我心目中的英
雄！”

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后不久就明确指出，军
人要有血性，血性就是战斗精神，核心是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习近平先后多次强调，无论
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都不能
丢。

王杰烈士纪念馆馆长王莉对记者说，“可惜前
些年由于宣传较少，青少年中知道王杰的人太少
了！”

即便当初，王杰也差点被埋没甚至被误会。王
杰牺牲后，当地民众 7 月 16 日为他举办了追悼
会，两个月后，他所在的部队才给他举行隆重的追
悼会。50 多年过去了，我们重新走进历史，借助王
杰烈士纪念馆内的诸多陈列，通过走访当年“地雷
班”的老民兵，感受彼时对一位牺牲的战士到底是
英雄还是责任人的较真，为英雄的浩然正气深深
打动！

意外爆炸，王杰救人牺牲

王杰 1942 年出生于山东省金乡县，1961 年
8 月入伍后，年年被评为优秀战士，两次荣立三等
功，并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一级爆破技术能手。

1965 年 6 月，王杰所在的工兵营到邳县张楼
公社野营，在运河里进行游泳训练。6 月底，张楼
公社党委和人民武装部领导找到工兵营，请求选
派教练员帮助训练公社民兵地雷班。

营长和教导员决定派王杰担任教练员。从那
时起，王杰每天很早即起床，5 点准时到民兵集训
地给民兵上课，8 点再回部队参加游泳训练。

7 月 14 日，王杰给民兵上课的内容是“绊发
式防步兵应用地雷”实爆。这种地雷不加导火索，
要求瞬间爆炸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原地雷班班长李彦清老人回忆说，王杰对他
们的训练要求非常高，因为，“训练场就是战场”。
如何跪着、卧着挖雷坑，以及挖雷坑时必须保持静
默、注意观察敌情等，完全按照实战要求进行。王
杰当天选择的教学地点，就是实战时需要埋地雷
的十字路口。

“我们用的是土地雷，用水泥包纸包好 4 个雷
管，每个雷管装二两五炸药，接上起爆装置，埋入
地里，就成了地雷。”李彦清说。

李彦清当时位于王杰的左前方，离王杰不到
1 米。其他 11 位民兵也团团围在王杰周围，或蹲
或站，全神贯注。

王杰先讲解了实爆要领，下达完训练课目后，
开始做实爆示范。他捆好炸药包，将雷管、拉火管
连在一起，一切都非常顺利。他向围成一圈的 12
人讲解说：“我刚才所做的，就是炸药包的实爆
连接步骤。做完这些后，下一步只要拉去拉火管
的拉火栓，立刻爆炸……”

就在王杰进行讲解时，意外发生了：埋炸药

包的土层里冒出白烟，火星喷溅。就在李彦清等
人惊恐万分的时候，王杰已经扑了上去……

李彦清只是下意识地用双手蒙脸，然后就被
震晕过去了，腿部受伤。当年 18 岁的吴步良蹲
在王杰左后方，距离炸点更近，他右半身的皮肤
因爆炸全给扯伤，同样被炸晕了……

当他们醒过来时，看到民兵罗汉瑞抱着自己
的右腿哭喊：“我的腿没了，王教员没了……”

罗汉瑞站在吴步良右边，紧贴在王杰身后。
事后他们分析，王杰往地雷上扑的时候，爆炸冲
击波穿过王杰两腿间的空档，炸折了罗汉瑞的右
腿。

王杰被炸得粉身碎骨。但他周围的 12 位民
兵，全部存活下来。罗汉瑞受伤最重，导致右腿
截肢。

部队官兵很快赶来保护现场，抢救伤员，收
集王杰骨肉……

工兵营营长和教导员，邳县武装部部长和政
委都赶到现场。他们听了当时在场的 12 个人的
介绍后，将王杰牺牲的情况上报师党委。

拉火管为什么自燃？

师党委决定，派师政治部主任刘德一带领调
查组，到王杰所在的营、连和张楼公社，找当事
人了解事情经过。刘德一等人到工兵营和张楼公
社后，被王杰的举动所感动，决定按因公牺牲的
烈士来拟定上报材料。

但是，在起草调查报告时，调查组遇到一个
问题：拉火管为什么会自燃？到底是因为拉火管
自燃，还是因为王杰操作失误造成爆炸？这个问
题，直接关系王杰牺牲的性质认定。如果不把这
个问题弄清楚，并进行详细回答，报上去的材
料，也会因为存在疑问而被退回。

李彦清等人分别接受调查组单独调查，他们
回忆王杰现场操作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都
足以说明：王杰的操作完全正确，根本不存在操
作失当的问题。

拉火管自燃仍是困惑大家的一个问题，因为
这样的事，实在是少之又少。在有调查组全体成
员列席的营党委扩大会议上，有人提出“除非有
人预先在拉火管上做了手脚”，甚至有人认为是
“一起人为的恶性事故”。

调查组通过与邳县人武部、张楼公社的一些
干部对王杰牺牲前几天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特
别是当天是否有人经手武器装备或者接触炸药的
情况进行反复调查，排除了“有阶级敌人做手
脚”的疑点。

这时，师党委打来电话，催促调查组尽快拿
出调查结果。刘德一只好将调查的情况和关于王
杰牺牲性质认定的不同意见加以综合，写成一个
汇报提纲。

根据调查组报来的情况，当时只有王杰本人
接触过爆炸设备和材料，又排除了“阶级敌人破
坏”的可能，而营党委扩大会议上，有很多人提
出拉火管不可能自燃，这样，只剩下王杰操作失
误的可能了。师党委经过反复研究，只好根据调
查组的电话报告，把王杰牺牲定性为“一起由于

违反操作规定而造成的责任亡人事故”。这样一
来，王杰不但不能被认定为英雄，而且将被认定
为错误而给予严重处分。

时值盛夏，天气炎热，当地干部群众和部队
战友收集到的王杰遗体保存不住。地雷班的民兵
们，开始为王杰赶做棺柩。在当地干部群众的强
烈要求下，部队决定把王杰安葬在他牺牲的地
方。

7 月 16 日上午，张楼公社党委和工兵营党
委联合召开安葬仪式，男女老少约 1500 人冒雨
参加追悼，公社书记丁如光在灵柩前领路。他
们按照当地风俗将王杰安葬，周围村庄的百姓
抱着扎花、纸幡等，从四面八方涌来，泪流满
面。

由于师党委已经把爆炸定性为“一起由于违
法操作规定而造成的责任亡人事故”，当天下午
在工兵营为王杰举行的追悼会，就与地方为王杰
送葬的情况完全不同。会上，没有介绍王杰的事
迹，而更像一个情况通报。营教导员在悼词的结
尾说：“王杰身为班长、学雷锋标兵、一级技术
能手，酿成了不该发生的恶性事故，给部队建设
和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这个追悼会引起全营官兵的不解。追悼会结
束后，大家议论纷纷：不管怎么说，王杰为了掩
护在场的 12 人，跃身扑向炸药包，用自己的粉
身碎骨，救了其他人的生命，不是一般人能够做
得出来的。这个行动本身就说明，王杰是伟大
的。他不是英雄，还有谁能当英雄？

王杰的战友们对“违反操作规定”的结论提
出质疑。他们说：在连队，王杰的爆破技术水平
最高，责任心非常强，心非常细，是连队最放心
的实爆手，怎么会“违反操作规定”呢？

意外发现王杰日记

师政治部主任刘德一在张楼听到了王杰战友
和当地群众对师党委结论的不同看法，并把意见
带回师里。他在师党委会议上强调：一定要对九
泉之下的王杰负责，不能草率了事！

他向师党委提出复查的请求，党委同意重新
成立调查组，对王杰牺牲的原因进行调查。刘德
一带队重新对民兵地雷班和张楼百姓进行了细致
的走访。被王杰救护下来的 12 位民兵，强烈要
求确立王杰的英雄行为；张楼公社的百姓，向调
查组倾诉着王杰曾经为他们做过的好事。

刘德一再次被感动，初步意识王杰在扑向炸
点的瞬间，一定还有很深的“隐情”。

调查组又来到王杰生前所在的连队，对他生
前遗物进行复查，意外在王杰的枕头下、衣箱
里、桌子的抽屉里，发现了 23 本日记。这是王
杰最私密的东西，从不示人，因此，也是他真实
思想的记录。

“人一生，以服从祖国的需要为最快乐……”

这是王杰入伍前的日记。

“人活着要怎么样学习做人？做什么样的人？
通过学习《为人民服务》，我深刻认识到：做人就是
做一个雷锋式的、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人。”(1963 年 8 月 3 日)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
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
服务就是幸福。”(1964 年 7 月 28 日)

“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
畏的人。”(1965 年 5 月 1 日)

“李玉和说：‘共产党员，怕死就不要干革
命！’……只要革命需要，我一定像李玉和那样
视死如归，不怕牺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
(1965 年 6 月 28 日)

随着不断翻阅日记，王杰的可贵精神跃然
纸上。 23 本日记看完后，刘德一的双眼红
了——— 如此高尚、纯粹的战士，怎么会制造事
故破坏部队建设呢？

刘德一在师部党委会上捧出王杰的 23 本
日记。常委们相互传阅，他们同样被王杰的精
神所感动，决定将 23 本日记迅速送济南军区
装甲兵党委。

装甲兵常委会各常委相互传阅王杰日记
后，当即拍板：一是将王杰日记报送中央；二
是请有关专家对事故进行评估。

炸药和爆破专家的现场报告

在邳州王杰烈士纪念馆内，陈列着一份《来
自现场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专家组到民兵
训练的现场进行勘察拍照后，分别找 12 名参训
人员逐一调查，绘制出当时王杰与 12 人的各自
位置。为了查证王杰在爆炸瞬间扑向炸点的情
况，专家组决定进行现场实爆试验。

8 月上旬，师工兵科科长田永泰组织实
爆。实施实爆者是具有丰富爆破经验的季家
祥，长期负责军训工作，在师工兵教练员集训
队曾是王杰的教官。

季家祥用拉火管连接好雷管后，按照民兵
描述的王杰原来操作的程序、操作的姿势，一腿
跪着，一腿蹲着。他把拉火管拉开后身体往后一
滚，雷管“啪”的一声爆炸，季家祥安然无恙。

实爆显示，王杰作为一级爆破能手，在发现
炸药即将爆炸的危急时刻，只要往后迅速一仰，
避开爆炸形成的 45 度最大杀伤角，完全可以保
全自己。但他却放弃了自救，毅然扑上炸点，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

专家组在现场测量、调查所获的数据验证：
爆炸形成的冲击波把王杰抛出地面一人多高，
身体被抛到其作业位置的后方，头部距离炸点
2 . 1 米，脚距离炸点 3 . 7 米。这是他身体往前
扑，重心对准炸点而被甩导致的——— 如果保持
原姿势不变，只会被冲击波原地冲向后倒，不
可能抛出 2 至 3 米，也不可能让身体倒转过
来。 5 名受轻伤的民兵身上都有王杰的碎骨，
更证明了是王杰以自己的身体盖住了炸点……

专家们还用王杰使用的同类爆炸材料进行
了 30 多次试验，最后得出结论：一、王杰当
时所用的拉火管已过期，处于失控状态，拉火
管突然自燃，采取任何补救措施都来不及，只
需几秒炸药包就会爆炸。拉火管过期，只有火
药专家进行实物检测时才能发现，作为爆破作
业专门人员的王杰，很难发现；二、在事发地
点，从王杰的位置看，在炸药包爆炸前的瞬
间，只要他往后仰倒，完全可以保住自己的生
命。

7000 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专家们的鉴定，不仅推倒了先前“操作失
当”“违反操作规定”的结论，而且通过无可
辩驳的事实证明：王杰是为了救别人而不惜牺
牲自己的真正英雄。

济南军区装甲兵党委把专家鉴定结论反馈
给师党委。师党委再次开会，在将王杰确认为
革命烈士的基础上，又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
员。同时决定，由师党委主持召开王杰追悼大
会。

1965 年 9 月 16 日，济南军区为王杰召开
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这次追悼会的有济南军
区和来自山东、江苏、徐州、徐州军分区、邳
县、金乡县的干部群众和战士 7000 多人。装
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黄志勇敬献了挽
联：“毫不利己实一心服务人民，临危不惧真
人民英雄本色”。

地雷班的所有民兵都参加了这次追悼会，
李彦清代表地雷班民兵在会上发言。“我还记得
当时发言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是再现王杰扑
向炸点保护民兵的英雄之举，第二部分，就是表
态，要接过王杰的枪，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后来，王杰的事迹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开
来。仅 1965 年第四季度，全国各大报刊、电
台发表与王杰有关的报道就达 1300 多篇。其
中， 10 月 30 日和 31 日，《人民日报》《解
放军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别刊登和播发
了王杰日记摘抄，新华社记者和《解放军报》
记者联合发表了长篇通讯《革命青春的赞
歌》。 11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学习王杰同志一心
为革命的崇高精神》……

今年已经 71 岁的吴步良，当时在医院恢
复 20 多天后，医生从他伤口中取出一块小骨
头。“罗汉瑞的腿被炸折了，没有碎片。那块
骨头，肯定是王教员的……”吴步良说。

如今，吴步良在家安享天伦之乐，有两个
儿子， 3 个孙子 1 个孙女。“现在日子过得很
好，也比较富裕。”每次路过王杰烈士纪念
馆，他都感慨万千：“如果没有王教员，就没
有我的现在。”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王杰不仅在日记中写道要‘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不仅用最后的那次牺牲证明他‘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贯地
不怕苦、不怕死，是个惊人的言行一致的人！”王
杰纪念馆馆长王莉激动地说，在沂蒙山区施工
时，突发山洪卷走了物资，他义无反顾奔去抢
救；爬险路、钻山洞，他总是不畏艰险，冲在前
面；施工爆破，他总是冒着风险抢先装药、放炮。
有时出现哑炮，他也争着冲上前去排除。
至于平时的好人好事，更是举不胜举！他在

1964 年 2 月 19 日的日记中写道：“为了完成国
防施工，不怕粉身碎骨。现在苦些是为了千万人
民不受苦，什么样的苦我都能忍受。”在 1964 年
3 月 3 日的日记中写道：“牢记：在荣誉上不伸
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他连续
3 年被评为“五好战士”，被授予“模范共青团员”
“一级技术能手”称号，两次荣立三等功。

王杰还是一个高度自律，不断见贤思齐的
人。当兵 4 年他记下的 10 万字日记，充满了对
先进人物的崇敬和对自己的严格解剖。一次，他
得知要训练紧急集合，就在前一晚上做好准备，
第二天又提前半小时起床等着，抢了个第一名。
事后他认识到这是弄虚作假，就主动找排长检
讨，并在日记中记下：“要不得的第一。这样得到
的表扬是不光荣的。今后我一定要正确对待荣
誉问题，做一个无名英雄。”一次，他在日记中反
省自己“集体看电影找好位置，洗澡找好地方，
干活总找个好工具。”说“自己处处把‘我’放在第
一位，太没出息。”

当然，王杰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没有生活情
趣的超级英雄。工作学习之余，他同样有自己的
兴趣爱好。在邳州市王杰烈士纪念馆内，收藏着
王杰使用过的乐器(二胡和笛子)、集邮册以及
放大的日记影印件等。显然，读书写日记是王杰
最热衷的爱好。王杰留下的 23 本日记，足有 10
多万字，忠实记录着他从入伍到牺牲前的心路
历程，频频闪现出王杰的思想火花。

后来，人们把王杰精神总结为“一心为革
命，两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伸手(在
荣誉、待遇、物质上不伸手)，四个自问(什么是
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
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
福；什么是痛苦？人最痛苦的是失去人民的信任
和为人民工作的机会。)”

讲好王杰故事的春天再次来临

从王杰牺牲的那天起，邳州(原邳县)人民
一天也没有忘记这位英雄。在这片献出他宝贵
生命的土地上，“王杰”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的象征，与时代共同前
进，成为邳州党员群众的“活教材”，激发当地干
部群众干事创业，延续至今。

为持续开展学习王杰精神，邳县县委于
1966 年 3 月 10 日在王杰牺牲地建立王杰烈士
墓。2009 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烈士纪
念建筑物保护单位”。2012 年，邳州市对陵园和
纪念馆提档升级改建。王杰用生命掩护下来的
“张楼民兵地雷班”，1985 年被江苏省军区命名
为“王杰民兵班”。驻地中小学分别被命名为“王
杰中学”“王杰小学”，激励青少年全面发展，做
王杰小传人。

在邳州，宣讲王杰事迹，弘扬王杰精神的活
动从未间断。进入新世纪后，更把弘扬王杰精神
作为提振干部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的强大动力。
市委把王杰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作为教育、动
员干部的基地，每年都组织全市科级以上干部
和四套班子到陵园祭扫，缅怀英雄，接受英雄精
神的洗礼。

12 位民兵中的李彦清，1973 年 5 月在为
一位女民兵排除哑雷的过程中，被意外爆炸的
地雷夺去了双眼。他坚持学习王杰，宣讲王杰精
神，被誉为“活着的王杰、当代的保尔”。78 岁的
李彦清，至今已演讲 3000 多场，听众 210 多
万。

邳州市委书记陈静等人认为，推进新时代
伟大斗争，尤其需要王杰精神。陈静表示，共
产党员作为推动新时代发展的先锋战士，要像
王杰同志那样平常时间能看得出来、关键时刻
能冲得出来、危难时刻能豁得出来，要有随时
为党和人民事业牺牲奉献的政治自觉。

“讲好王杰故事的春天再次来临。”王莉
说，“尽管王杰的生命只有短短的 23 年，但
是他活得非常精彩，即使用当下时髦的眼光来
看，年轻的王杰，代表着积极向上、乐观、忠
于职守，同样贴合当下很多年轻人推崇的时代
精神，讲好王杰故事，理应受到年轻人的欢
迎。而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个不伸
手’的革命精神，不仅是全党全军的宝贵财
富，也是激励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强大动
力。”

“两不怕”王杰，险些被误会和埋没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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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就知道王杰

的故事 ，王杰是我心目中的

英雄！” ——— 习近平

▲王杰生前照片。 新华社发资料片 ▲王杰日记影印版。摄影：李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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