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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诞生仅一年的新中国不畏世
界第一强国军事威胁，为了捍卫世界和平与
人类正义，保家卫国，毅然决然出兵入朝作
战，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铸就了伟大的
抗美援朝精神，塑造了民族复兴进程的一座
里程碑。

70年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经济、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深刻调整，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又走到了

“十字路口”。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旗帜，矢志不渝谋求实现民族
复兴，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

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坚定维护核心利益

鞠万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4次负
伤。如今在老人的书房里，摆满了军事书籍
和资料。

鞠万昌说，抗美援朝战争使任何霸权主
义和侵略者清醒认识到，不屈不挠的中国人
民是不惜用鲜血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

历史时钟拨回1950年。6月25日朝鲜
内战爆发后，美国以其冷战思维和称霸全
球、遏制共产主义的野心，粗暴实施武装干
涉，并派遣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战火很快烧
至中朝边境，人民生命财产严重受损，中国
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中国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此时，新
中国成立仅一年，创伤未愈、百废待兴，交战
双方力量极其悬殊。

然而，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不畏强敌，打
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50年至1953年，中国GDP从426亿
元增长到709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5％，
三年间GDP总计1700亿元人民币，战争所
耗的62亿元只占其3.6％，做到了“仗打得
好、建设也搞得好”。

70年后——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
2020年，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长“转正”，成
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这表明，无论是抵御霸权主义等传统威
胁，还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新型挑战，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都能克敌制胜、无
坚不摧。

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锻造了伟大
的抗美援朝精神。

“过去钢少气多，现在是气多钢也多。”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
将来，中国都能彰显制度优势、精神优势，没
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中国地位，没有任何力
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中华民族必能克服一
切艰难险阻、实现复兴伟业。

准确把握历史前进大趋势

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
类社会处于十字路口，曾面临着“向何处去”
的历史之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意味着中
国历史进入了新纪元，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
发展进程，其本身就是准确把握人类历史前
进大趋势的结果。

抗美援朝战争及其伟大胜利，是新中国
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
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深刻影响了二战后
亚洲乃至世界战略格局的塑造，有力推动了
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

而今，人类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
7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昭示，正义必

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势不可挡，只有朝着
正确的历史方向，避免任何形式的“新冷战”
和军事冲突，谋求合作共赢，才能推动人类
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进步。

朝鲜战争的一个国际大背景是两大政
治军事集团的冷战对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国家互相视为敌人。当
前，固守冷战思维的一些西方政客，违逆时
代潮流，试图挑动同中国的“新冷战”。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
究院院长刘建飞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生
命力对比，不是靠遏制、攻击、围堵、封锁、施
压、抹黑，而是要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水平。

“某些西方政客必须摒弃冷战思维和强
权政治，否则必然遭受新的失败。”刘建飞
说，“新冷战”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
符，中国不加入、也不接受“新冷战”，继续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大变局中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

手持钢枪的志愿军战士昂首挺立，70
束金色光芒迸发而出，和平鸽、水纹、五星、
桂叶等紧紧环绕，共同组成金达莱花的五瓣
造型。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寓意保卫和平、反抗侵略
的正义之战，彰显中国不畏强敌、维护世界
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和信
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
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
资大幅萎缩，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世界
进入动荡变革期。

刘建飞说，面对严峻国际形势，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
方案”更加鲜明、更加紧要。

中国国力和世界影响力快速上升，让一
些西方国家陷入“集体性恐慌”，某些政客囿
于旧理论和冷战思维，作出“地缘战略冲突
将不可避免”“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宿命冲
突”的判断。

中国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相互
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主要内涵，是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变革
的新方案。它超越了持续400年之久“强权
政治、歧视排斥、零和博弈”的旧国际关系。

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内容
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超越了民
族、文化、国别、党派、制度差异，符合全人类
共同价值和世界历史发展演进大势。

刘建飞表示，一些西方政客固守冷战思
维，是无法解决其疫情蔓延和政经矛盾的，
也不利于世界各国共克时艰。和70年前一
样，拼凑“反华联盟”的企图也是不会得逞
的。

“战争不可遗忘，影响力不可遗忘，某些
西方政客不要再像70年前那样发生战略误
判，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意志、决心和力
量。”刘建飞说。

新华社北京10月 23日电（记者王建
华、秦华江、徐扬、赵洪南）

“三连连长载玉义，三连指导员杨少成，
三连副连长杨文海……”

2019年11月的一天，朝鲜中部平安南
道一座白雪覆盖的山丘上，一位身着军装的
中国老人，声音微微颤抖，逐一念出了71位
牺牲于此的志愿军烈士姓名。

这里就是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松骨
峰。作家魏巍曾在《谁是最可爱的人》里描
绘了1950年11月那场悲壮惨烈、浩气长存
的松骨峰战斗，志愿军战士们忘我牺牲的英
雄气概深入人心。

老人名为曹家麟，今年85岁。15岁那
年，他正是深受魏巍这一名篇的感召，参加
志愿军，随部队跨过鸭绿江。“我们希望保家
卫国，我们要成为最可爱的人！”

1951年入朝，1956年回国，抗美援朝的
亲身经历成为老人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
他最难忘的是金城反击战役，与战友、朝鲜
民众组成的担架队一道抢运伤员，“昼夜不
停地穿行在雨中和炮火中”。他坚信，中朝
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会世代传
承。

老人在战场上负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
多年来总是深夜难眠。辗转反侧时，他脑海
中总是盘旋着一个心愿——什么时候能去
一次松骨峰，祭奠那些最可爱的人？

自2000年以来，曹家麟和一些战友已
多次重返朝鲜祭奠长眠他乡的志愿军英烈，
并在中朝有关部门和热心志愿者的帮助下，
促成实现了一百多名志愿军烈士的亲属和
后代亲赴朝鲜祭扫的心愿。他对在朝志愿
军烈士墓修缮工作也保持长期关注，积极建
言献策。

2019年11月，曹家麟终于第一次来到
数十年来魂牵梦绕的松骨峰战斗高地，面向
群峰含泪诵读祭文，向英烈在天之灵倾诉最
深的崇敬。

至今，曹家麟回忆起去年的松骨峰之行
仍格外动情。“这场发生在志愿军入朝不久
后的战斗，以如此劣势装备打出这样的成
绩，战斗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英雄豪气，展现
了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松骨峰高地上飘

扬的就是中国的军魂！”
今年受疫情影响，老人本来规划中的第

10次朝鲜之行没能实现。他希望以后还有
机会再去长津湖和自己当年部队老首长牺
牲的地方祭奠。

不久前，又一批志愿军烈士遗骸从韩国
回家。“国家给予回归烈士的隆重礼遇很感
人，我也很欣慰。”老人说。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之际，我们要缅怀那些为胜利、
为和平做出贡献的英烈，也要倍加珍惜来之
不易的和平。”老人说。

“我不希望再有战争，但也希望那些想
要发动战争的人能记住，70年前中国刚刚
站起来就能把他们打服，今天我们有更强大
的‘长城’保家卫国。”

新华社北京10月 23日电（记者程大
雨、江亚平、刘艳霞）

最可爱的人，我回来看你们了

2019年11月15日，在朝鲜平安南道价川市，志愿军老兵曹家麟（前右二）与陪同的价川
市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黄炳植（右一）等登上松骨峰。 /新华社记者 程大雨 摄

1951 年 6 月 22 日，199 师跨过鸭绿江大
桥入朝参战。 /曹家麟供图

21世纪的视角：抗美援朝战争启示录

（上接A04版）
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将会场气氛

又一次推向高潮。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更不会忘记当

年那段峥嵘岁月。”走出会场，先后参加过开
国大典和1954年、1984年、2019年国庆阅兵
的抗美援朝老战士于志明仍然激动不已，“作
为一名老兵，我要领会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离休不离岗，退休不褪色，用自己的亲

身经历向身边人讲述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共
和国的辉煌成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援疆3年刚刚返京的青年干部李辉说：
“70年前，新中国青年一代高扬‘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旗帜浴血奋战，为刚刚诞生的人

民共和国赢得和平与荣光。今天，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也要发扬
斗争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谱
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新时代是

成就英雄的时代。
“70年前的那场战争，志愿军前辈‘钢

少气多’却打败了强敌。现在我们‘钢’多
了，‘气’要更足。”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
重要讲话，海军某部干部赵炜倍感振奋，“新
时代革命军人要继承和弘扬伟大抗美援朝
精神，牢记初心使命、聚焦备战打仗、苦练打
赢本领，为实现强军梦中国梦贡献全部力
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