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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如下：

野三年以来袁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

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浴 三

十年以来袁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

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浴 由此上

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袁从那时起袁为了反

对内外敌人袁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

幸福袁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浴 冶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犹如一部不

朽的史书，铭刻着中华民族近现代的奋

斗历程，深刻诠释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

的丰富内涵与伟大实践，激励着当代中

国人民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征程

上奋勇前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成为推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核心力量，这

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所涵盖的历史

进程紧密相连。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

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无数仁

人志士奋起抗争，但因缺乏先进政党领

导而成效有限。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在三年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解放军为推

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

的新中国而浴血奋战，这期间众多英雄

烈士前赴后继，他们的牺牲是中国共产

党带领人民走向现代文明的坚实一步。

回溯三十年，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前

夕，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不断成

长壮大，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历

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艰难险

阻，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构建起以

人民为中心的革命理念与文化体系，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了人民性的核

心内涵。自 1840 年起的漫长历史进程

中，中国共产党深刻汲取近代以来民族

抗争的经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思想文化

层面重塑民族精神，打破封建旧文化的

桎梏，倡导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现代

文明理念，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奠

定了思想根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建设的崭新起点，这一伟大成

果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所纪念的英雄

奋斗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文

明建设方面，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政权，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享有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这是对碑文

所体现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目标的伟大实践与制度性保障。在经济

文明建设上，新中国逐步建立起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为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

一时期的建设成就离不开自 1840 年以

来历代英雄人物的奉献，是他们的牺牲

换来了国家建设的和平稳定环境，是他

们的奋斗精神激励着全国人民投身于新

中国的建设热潮。从社会文明建设角度

看，新中国大力发展教育、医疗、文化等

社会事业，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

文化素质，培育社会主义新风尚，构建起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关系，

这一系列举措都在续写着人民英雄们未

竟的事业，推动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的

道路上稳步前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建设的康庄大道，人民英雄纪念碑

碑文所铭记的历史脉络深刻融入其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蓬勃发展。在文化建设领域，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正体现了对自

1840 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精神的

继承与创新。从经济体制改革来看，建立

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创举是在新中国

成立后经济建设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

也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困境反思

后的突破，与人民英雄们为国家富强而

奋斗的目标一脉相承。在社会建设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加强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这一系列伟大成就都是在向着人民

英雄纪念碑碑文所昭示的人民自由幸福

不断迈进，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

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彰显出独特的优越

性和强大生命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的重要路径与目标指向，与人民英雄

纪念碑碑文的内涵深度契合。中国式现代

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意味着要

在庞大人口基数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等多项目标。从 1840年起，无

数英雄先辈们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

的幸福安康而不懈努力，他们的奋斗为如

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和物质基础。在物质文明建设上，中

国式现代化注重高质量发展，依靠科技创

新驱动产业升级，这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

渴望国家强大、科技进步的愿望相呼应，

也是对碑文所蕴含的民族自强精神的时

代诠释。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中国式现

代化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这是在传承自近代以来民族文

化觉醒与抗争精神基础上的升华，使中华

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独特的文化标

识和精神品格。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体现了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饱受列

强欺凌到如今以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

治理的转变，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

设的世界意义，是对人民英雄们为民族尊

严和人类和平正义而奋斗的崇高敬意与

伟大传承。

渊作者系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副教授
刘袁浩冤

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诠释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1901 年，黄开湘出生在江西弋阳漆

工镇黄家村，是中共弋阳支部最早的党

员之一。长征途中，黄开湘担任红一军

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指挥了飞夺泸定

桥、勇夺腊子口两场作战，为长征的胜

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毛泽东称赞他为长

征的“先锋”。

英勇无畏的野斧头将军冶

黄开湘少年时代学做木匠、箍桶

匠，一把斧头就是他的谋生工具。1926

年，黄开湘在方志敏、黄镇中的介绍下

加入中国共产党，斧头成了他干革命的

武器。他常以木匠的身份为掩护，在赣

东北一带走村串户，开展农民运动，发

展农民党员，秘密建立农民协会。黄开

湘参加了著名的弋横农民暴动，领导了

上饶茗洋关暴动。在战场上，他用斧头

英勇杀敌、冲锋陷阵，威震赣东北苏区。

朱德得知黄开湘的英雄事迹后，称他为

“斧头将军”。

1928 年 6 月方胜峰会议后，黄开湘

根据上级指示秘密前往上饶县组织发

动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开辟新的革命根

据地。1929 年初，黄开湘和方志敏、吴先

民等 6 人化装成农民，到德兴参加第一

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路上他们遇到了

国民党“靖卫团”巡逻队的盘查。一个团

丁一眼就认出了方志敏，他指着方志敏

就喊：“他，他就是方，方志敏！”“敏”字

还没说出口，黄开湘从腰里迅速拔出斧

头，冲上去就砍，一连砍死了好几个团

丁，吓得其他人都跪地求饶，缴械投降。

危险解除后，他们

得以顺利出席代表大会。会上，黄开湘当

选为德兴县军委主席兼独立营政委。

从 1930 年到 1932 年，黄开湘先后

担任红十军第七旅政委、第八十二团政

委，率领部队参加了二取景德镇、二打九

江、二进闽北等战斗，为巩固赣东北苏

区，发展壮大红十军，创建闽浙赣革命根

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坚决干革命的黄家野五老虎冶

黄开湘出身贫农，共有兄弟五人，他

排行老三。在黄开湘的影响下，其他兄弟

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部队表现英勇，

作战勇猛顽强，当地人称他们是“磨盘山

上五老虎”。

大哥黄开柜是连队的特派员，担负

着为部队筹集、运送粮食的任务。第一次

反“围剿”时，国民党对苏区进行封锁，物

资极其匮乏。为了支援红军，当地百姓宁

愿吃野菜、喝菜汤，也要把省下来的粮食

送给红军。一天，黄开柜筹集好粮食准备

回部队，意外被敌人发现。由于寡不敌

众，黄开柜和另外几名战士被敌人残忍

杀害，壮烈牺牲。黄开湘的四弟黄开米担

任卫生连的指导员。战场上，他不怕牺

牲、奋勇向前，救治伤员时不辞辛劳、尽

心尽力。一次，黄开米在抢救伤员时子弹

击穿了他的胸膛，直到牺牲时手里还紧

握着抢救战友的担架。

“五老虎”中的另两个兄弟黄开龙、黄

开树也先后牺牲了。不久，黄开湘的妻子

也被国民党杀害，家里只留下年迈的老母

亲和年仅 7岁的女儿黄菊花。一系列悲痛

的事没有打垮黄家人干革命的意志，老母

亲坚决支持黄开湘坚定地跟着共产党。

1933年 1月，赣东北唯一一支主力红军红

十军奉命前往中央苏区参加第四

次反“围剿”。部队南渡信江后，红

十军改编为红十

一军，黄开湘担任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师

长。在金溪、黎川附近，红十一军配合中央

主力红军，取得了草台岗大捷、东陂大捷，

粉碎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

长征中善出奇招的野先锋冶

红军开始长征后，黄开湘担任红九军

团第二十二师政委，掩护中央纵队强渡湘

江。1935年 1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黄开

湘接替耿飚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

团长，杨成武担任政委。作为中央红军的

开路先锋，第四团在黄开湘与杨成武的率

领下，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次次粉碎国

民党的围追堵截，为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

北杀出了一条血路。

1935 年 5 月 28 日，第四团黄开

湘、杨成武接到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

明天夺取泸定桥。而此时，第四团距离

泸定桥还有 240 里。如何在一天一夜

之内到达？黄开湘、杨成武提出“走完

二百四，赶到泸定桥！”来不及生火做

饭，战士们就和着雨水吃生米；为了防

止打瞌睡掉到河里，大家就解下绑腿

连在一起，互相拉着前进。部队终于在

29 日清晨 6 点多钟，胜利到达泸定桥

的西岸。黄开湘与杨成武侦察了地形，

决定分成三个梯队正面突击，22 名突

击队员作为战斗先锋，其他突击队员

带着木板用来铺桥面，两个突击营进

行火力掩护。下午 4 时整，全团数十名

司号员一齐吹响了冲锋号，战士们集

中火力向对岸开火。经过激烈的战斗，

红军战士胜利夺取了天险泸定桥。

1935 年 9 月，毛泽东、周恩来率领

红一方面军越过雪山草地后，到达甘肃

迭部东北部的腊子口。当地有一民谚：

“人过洮岷山，像过鬼门关；走过腊子口，

像过老虎口。”9 月 15 日，第四团接到紧

急命令：3 日之内夺取天险腊子口，并扫

除前进途中拦阻之敌人。当部队到达时，

黄开湘立即组织察看地形，发现敌人依

托地形，在悬崖上修筑了碉堡，四挺重机

枪对准红军的必经之路。面对敌人依山

而建的堡垒群，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杨

成武率部正面佯攻，另一路由黄开湘率

部从侧翼爬上悬崖，居高临下用手榴弹

炸毁敌人的碉堡。结果，这一招取得了出

奇制胜的效果，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围追

堵截红军的图谋，也充分体现了黄开湘

的军事指挥才能。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到

攻占腊子口的部队看望指战员，当众夸

奖：“有斧头将军和白袍小将为先锋，就

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红军到达陕北后，黄开湘感染了严

重的风寒。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缺

医少药，黄开湘于 1935 年 11 月不幸病

逝，时年 34 岁。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弋阳党史部门的干部曾两次到北京拜

访杨成武。面对黄开湘家乡来的干部，

杨成武非常激动，深情地回忆了他和黄

开湘在长征路上的战斗经历。临别的时

候他再三嘱咐弋阳来的干部：“黄开湘

是长征途中的英雄，我们应该永远地记

住他！”

渊钟晟 江琛冤

“斧头将军”、长征“先锋”黄开湘

1937 年 9 月，八路军一二零师奉

命来到晋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到

1940 年初，晋西北完全成为八路军的

活动区域。

日军对此十分惊恐，于 1940 年 6

月上旬派兵相继侵入静乐、方山、临县、

岢岚、河曲、保德等地，企图对八路军一

二零师实施“扫荡”。针对敌人的进犯，

一二零师首长制定了“在战役初期以游

击战争消耗敌人，待战役末期集中兵力

歼其一路”作战方针。

6 月 28 日，3000 多名日军分 4 路

进犯兴县，企图将驻扎在此的中共晋西

北抗日根据地党政机关及八路军主力

一网打尽。但在敌驱兵合围之际，根据

地机关和一二零师主力已转移至兴县

西南地区。因找不到八路军主力，数日

后各路日军陆续撤回原防，突入兴县县

城的第九混成旅团遂成孤军之势。一二

零师师部判断，日军“扫荡”已近尾声，

兴县之敌必将向岚县撤退，于是决定调

集兵力在兴县城东二十里铺地区伏击

日军。

7 月 1 日，一二零师下达作战命

令：要求三五八旅、独一旅、五支队、三

支队向预定战区挺进。经两昼夜冒雨强

行军，3 日下午各部渐抵指定位置。4 日

拂晓，八路军先头部队独一旅七一五团

二营、二团一营进入阵地，五支队负责

外围警戒。当日 11 时，兴县日军 2000

多人进入伏击圈，八路军战士立即发动

袭击，敌人顿时被打得死伤一片。日军

指挥官发现八路军重武器较少，于是命

令集中炮火向八路军阵地轰击，并组织

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冲锋，企

图夺取八路军的阵地。八路军战士沉着

应战，和敌人展开激烈厮杀。

战至下午 1 时，八路军打退了敌人

的 5 次冲锋。与此同时，跑步赶来的八

路军七一五团和二团主力以及七一六

团相继投入战斗。日军见势不妙，慌忙

收缩兵力，撤往阳会崖、明通沟等村落

组织防御，八路军各部追击至村外，将

敌人封锁起来。

战至晚 8 时，三五八旅和独一旅抽

调 14 个连的精兵，冒雨向敌人发起猛

攻，给敌人重大杀伤。敌指挥官见突围

无望，一面指挥手下继续顽抗，一面疯

狂向附近日军求援。

5 日拂晓，附近各路日军纷纷出

动，向战场赶来，但遭到八路军打援部

队的阻击，前进缓慢。不久，敌人又调集

大批飞机赶到战场上空轰炸扫射。鉴于

各部已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

目的，一二零师于是命令参战各部交替

掩护撤出战斗，并用尾击、侧击、截击等

战术继续打击日军。

据统计，兴县二十里铺战斗共计

毙、伤日伪军 700 余人。此战不仅创造

了一个远距离运动击敌的经典战例，也

进一步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渊方海兴冤

兴县二十里铺伏击战：

远距离运动击敌的经典战例

1942 年 11 月 7 日，新四军第三

师在江苏省阜宁县孙河庄举行军事

检阅比赛大会。然而此时，敌人获知

这一情报后，闻风而动。

日军第十七师团达子万部和伪

军第三十六师各一部共 800 余人，

从响水口、小尖子、百禄沟等据点出

发，企图袭击大会会场并“扫荡”我

抗日根据地。获悉敌情后，我第三师

命第八旅第二十二团第三营及涟东

独立团第五、第七连于涟水县境的

佃湖镇阻击敌人。

佃湖镇位于涟水县城东北 40

余公里处，东临黄河故道，与河堤相

接，南、西、北三面筑有两米多高的

围墙。这里不仅是苏北根据地边缘

重镇，也是日伪军进犯的必经之地，

一旦失守，敌军兵锋将直指第三师

师部。受命阻敌的第三营成立于

1933 年，前身是红二十五军第七十

四师第三营，先后参加过直罗镇、平

型关等战斗，战功累累。受领任务

后，第三营与加强的涟东独立团两

个连迅速构筑工事，严阵以待。

9 日拂晓，日伪军兵分两路，一

路直插佃湖，另一路沿黄河故道抢

占制高点。为查明敌情，第三营营长

郑本炎带通信员跃进到阵地前 500

米的坟地侦察，但遭敌发现。回撤途

中，郑本炎腿部中弹负伤。敌军紧追

不止，直至距我军阵地数十米处时，

遭我阻击部队迎头痛击。敌军见势

不妙，赶紧退去。不久，日伪军在重

机枪掩护下又向我守军扑来。第三

营政治教导员韩明曾组织部队奋勇

反击，打退敌第二次进攻。

久攻不下的敌人恼羞成怒，集

中全部兵力，在火炮、机枪、掷弹筒

的掩护下从三面发动强攻，企图一

举突破我军防区。弹片呼啸，硝烟弥

漫，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面对日伪

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我官兵以大

无畏的战斗精神守住了阵地。日军

见此情形，下令施放毒气，但亦无助

于战局，佃湖镇仍牢牢掌握在我军

手中。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

我第二十二团团长张天云判断敌人

第二天可能聚集兵力发起更大规模

的攻势。为确保阵地不失，张天云决

定不给敌人调整之机，趁其疲惫予

以反击，遂急调援军前来。随后，我

第三营与增援的部队合力实施突

击。敌军见势不妙，仓皇撤走。打扫

战场时，我军在敌遗尸中发现日军

军官一名，经核对，系敌酋达子万。

是役，我军击毙日伪军 100 余

人，圆满完成阻击任务，并缴获敌

“扫荡”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作战计划

和地图，极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

抗战信心。战后,第三师授予第三营

“百战百胜第三营”荣誉战旗。

解放战争中，第三营又先后参

加辽沈、平津等战役，并一路南下，

把火红的战旗插上了镇南关。昔日

的铁血厮杀声虽已逐渐远去，但从

伟大抗战中锻造出的精神，早已融

入这支功勋部队的血液中，为一代

代官兵传承和发扬。

渊蒲元 李智冤

“百战百胜第三营”战旗———

英勇抗敌 誓死阻击

野百战百胜第三营冶荣誉战旗

黄开湘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