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EATURE 民政

E-mail:bianjibu1515@sina.com 责任编辑/欧莉 美编/卫华韵 2023.9.27 7

抗美援朝期间浦东人民积极响应号

召，共捐献旧人民币约200.16亿元，盘尼西

林300瓶，粮食、棉花约4.97万公斤。

原川沙县（含顾路乡、曹路乡、高徐

乡、龚路乡、合庆乡、小湾乡、横沙乡和城

厢镇）：

1950年12月，川沙县抗美援朝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召开。之后，全县全面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各界人民订立爱国公约，并

掀起了参军、参干、劳动竞赛、捐献飞机大

炮和慰问志愿军运动。各级团组织还动

员358名团员、青年参加了志愿军。

1951年 8月，川沙县总工会成立。成

立大会后，县总工会发动全县职工贯彻爱

国公约，掀起“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

高潮，共捐献旧人民币 7.52亿元，购买了

“川沙工人号”大炮一门。

1952年 1月 20日，川沙县抗美援朝捐

献运动结束。据统计，各阶层捐献旧人民

币总额达 36.91亿元，超额完成原计划，慰

劳金 2.57亿元。期间，川沙县还举办了两

次抗美援朝图片展览，并发动群众，替 849
户烈军属代耕土地2327亩。

原杨思区（含杨思乡、周浦乡、六里

乡、艾镇乡、严桥乡、塘镇乡）：

杨思区积极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

会发出的《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

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据1951年11月
统计，杨思区共捐献旧人民币 35.93亿元，

其中农村8.64亿元，工厂9.63亿元，市镇工

商业9.41亿元，工会、团体2.02亿元，青年、

妇女、居民 6.23亿元。全区还组织人民群

众给烈军属写慰问信、送纪念章、慰问袋、

光荣灯等折合旧人民币3850万元。

原洋泾区（含泾南、钦仰、高庙、陆行、

张桥、张楼、金桥乡、浦南乡、洋泾镇）：

1951年 1月，洋泾区抗美援朝支会成

立。支会先后组织240多块黑板报、400多

个群众性学习小组，使全区 90%以上群众

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1951年5月，为响应《上海各界人民共

同爱国公约》的号召，洋泾区举行反对美

国武装日本示威游行。共有 7.5万人参加

游行，另有 3万人收听广播大会。医务界

通过游行捐献 300瓶盘尼西林，洋泾镇工

商界捐献旧人民币750万元给朝鲜难民。

截至 1951年 6月，洋泾区为救济朝鲜

难民共捐献旧人民币5101万元。

截至 1951年 12月底，据不完全统计，

洋泾区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农民捐献稻

2.55万公斤、棉 0.5万公斤、折合旧人民币

3.6亿元；工商界捐献37.3亿元；里弄9.7亿
元；工厂仅颐中、船舶修造所、大安、民船

木工、和丰、公和祥、经纬、益中、搬运 9个

单位达 15.1亿元；利华纸厂增产捐献飞机

1架、鸿丰每月增产捐献1亿元。

原高桥区（含海滨、高行、东沟、高东、

凌桥、高南乡和高桥镇）：

1951年 3月 18日，高桥区举行抗美援

朝、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参加

人员达2万余人，为全区人口的1/3。
截至1951年11月底，高桥区共捐献旧

人民币 8.1 亿多元，稻 0.56 万公斤、棉花

0.43万斤、豆 0.87万公斤、杂粮 0.06万斤。

其他支援慰问前线的有农民捐献的鸡鸭

120多只，工商界捐献 600多万元、茶点 66
盒，妇女制军鞋1721双。

原南汇县：

1951年 4月，南汇县召开第二届第一

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抗美

援朝总结报告》。

1951 年 10 月 17 日，南汇县各界人民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

据统计，全县提前完成捐献 4架战斗机的

计划，共捐献旧人民币45亿元。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光阴荏苒，70年过去，朝鲜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在时间的长河里，然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的时代战歌，还是那么豪气万丈，回荡在鸭绿江

畔；还是那么地熟悉，那样地振奋，唱响在人们的心头。

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浦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捐钱捐物，积极支援前线；浦东优秀儿女更是踊跃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

战场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彰显英雄本色。无论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耸立的“冰雕连”中，还是在上甘岭战役阵地的反复争夺与坚守中，浦东儿女谱写了气

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今天，我们回到70年前，回到那个光荣而倍感自豪的年代，重温英雄走过的道路！

华银奎（1927-1953）

川沙县蔡路乡人（今浦东新区合庆镇）

1950年 6月 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国

家号召有志青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华银

奎积极响应祖国号召。1951年 1月，华银

奎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成为志愿军67
军 201师 603团 3连的战士，后来又担任

了副班长。1951年10月，在朝鲜金城南阻

击战中，华银奎荣立三等功。同年 11月 5
日，在反击战中表现英勇顽强，胜利完成

战斗任务，再次获立三等功。1953年 7月

24日，在 602高地争夺战中歼敌 17人后，

不幸中弹牺牲，为祖国为朝鲜献出了他年

轻的生命。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

抗美援朝中的浦东力量

当时市民汇款收据。

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时期浦东新区共牺
牲烈士390名。

向抗美援朝时期牺牲的烈士致敬！

陶妙根（1918—1951）

南汇县盐仓乡人（今浦东新区祝桥镇）

陶妙根，1944 年参加革命，新四军浙

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战士。1945年 9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泰

安、鲁南、宿北、孟良崮、淮海、渡江、解放

上海等战役。1950年 2月，全国英模总评

时，被评为二级战斗英雄。1950 年 10 月

赴朝鲜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20 军 60
师 178 团 2 营营长。先后参加第二次战

役，第五次战役。1951 年 6 月，在“华川”

阻击战黎船冈 602.2 高地，陶妙根所在营

指挥所被敌人炮火击中倒塌，陶妙根被压

在巨石下，不幸壮烈牺牲。

蔡刚（1926—1951）

曾用名蔡帮杰、蔡龙海

南汇县宣桥乡人（今浦东新区宣桥镇）

蔡刚，1941年参加淞沪抗日游击队第

五支队。在保卫解放区的战斗中因表现优

异，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

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战役。1950年作

为志愿军第 9兵团 20军 59师 175团一员，

于 11月 7日从辑安渡过鸭绿江，隐蔽开赴

朝鲜东线战场，由于在战役中的出色表现，

战后他被任命为 175 团 3 营副教导员。

1951年 4月 23日清晨，蔡刚所在的 175团

向敌后长明里方向攻击前进。在激战中，

蔡刚不幸牺牲,遗体被安葬在朝鲜多木里

的一个山坡上。

王根福（1924—1951）

南汇县泥城乡人（今浦东新区泥城镇）

王根福，1939 年参加了保卫二中。

1941 年 5 月，王根福随部队南渡浙东，开

展抗日游击战争。1945年，由于王根福作

战勇敢，工作勤恳，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

党，并担任连队干部。先后参加了莱芜、

豫东、孟良崮和淮海等一系列战役。1950
年 6月，朝鲜内战爆发。王根福任志愿军

20军 60师 178团 3营教导员。入朝后，参

加了长津湖战役。1951年 4月 23日在路

过朝阳江时，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发生激

战，在激战中，王根福身上多处中弹，鲜血

染红了衣服，但仍咬牙坚持战斗，直至献

出自己的生命。

邵三苟（1922—1951）

南汇县泥城乡人（今浦东新区泥城镇）

邵三苟，1941 年加入淞沪游击队第

五支队。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参加过著名的莱芜、孟良崮、淮海和解

放上海等战役。先后荣立三等功、二等

功和四等功各 1次。上海解放后，在“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邵三苟又

告别母亲，在 1951 年，奔赴朝鲜战场，担

任志愿军 60 师 180 团某连连长。同年 2
月，在朝鲜 40线西段战役中，同美军浴血

奋战，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的

生命，时年30岁。 张友慧（1934-1951）

川沙县蔡路乡人（今浦东新区合庆镇）

1948 年张友慧进入上海惠中中学求

学，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组织活

动。1949年5月上海解放，9月20日，报名

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文工团，成为

一名文艺战士。1950年 6月美国侵朝，10
月8日党中央发出入朝作战令。正在住院

治病的张友慧报名参战，同年12月随文工

团赴朝。参加了第四、第五次战役。1951
年 6月 5日上午，美飞机向金城西南 15公

里处狂轰滥炸，年仅17岁的张友慧不幸中

弹牺牲。她的遗体安葬在朝鲜中部金城西

泉洞对面山腰里。

王正玉（1930—1951）

南汇县万祥乡人（今浦东新区万祥镇）

抗日游击战中，王正玉先后参加了北

宋突围战、界河桥战、朱家店伏击战等战

斗。1949 年，参加了渡江战役、上海战

役。1950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第五次

战役后，美军利用其现代化装备的优势，

集中 4个军 13个师的兵力，对我方发起了

闪击战。为了掩护大军的撤退，部队果断

停止后撤，就地转入防御，主动和3倍于己

的美军展开激战。王正玉同 20军 58师炮

兵团的战友以准确、猛烈的炮火向美军发

起了炮击。炮战中，王正玉被敌人的炮火

击中，不幸牺牲。

朱 焚（1909—1951）

南汇县三墩乡人（今浦东新区大团镇）

1943 年 10 月，朱焚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一纵政治部秘

书。在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了豫东战役、

鲁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

役。

上海解放后, 部队接到调防命令。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

江，肩负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

命。朱焚随中国人民志愿军 20军入朝作

战。在长津湖地区参加了第二次战役。

1951 年 11 月 9 日,在朝鲜阳德郡，朱焚不

幸中弹牺牲，时年 42岁，遗体安葬在他牺

牲的阳德郡。

英烈精神永垂不朽！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炮声距离我们越来越遥

远，然而它所折射出来的坚忍不拔、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已经成为我们

这个时代的宝贵财富，成为红色基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

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让我们继承英烈遗志，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推动改革创新发

展上继续走在前列、不断蹚出新路，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在先行先

试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探路破局。

抗美援朝中的浦东英烈

□本版文图 浦东新区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内容和数据摘自《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历史大事记》及《南汇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