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晓梅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中国人民
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正义旗帜，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同以
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
了异常艰巨的战斗。在战场的后方，
举国支援前线。1951年6月1日开始
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一经发起便迅
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给在朝鲜
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巨大的精
神鼓舞和物质支持，充分体现了中国
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情
怀。

一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
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
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
定，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把
战火燃烧到中朝边境。危急关头，应
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共中央作出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
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前方战事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1951 年 2 月 2 日，中央下发《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
动的指示》，提出要慰劳中国人民志
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订立爱国公
约。4月初到5月中旬，慰问团8个分
团深入朝鲜前线和后方地区开展慰
问。团长廖承志在回国后答记者问
中，关于前方需求指出：“需要有更多
的飞机、坦克、大炮、高射炮、反坦克
炮和汽车、大车等，那样就可以更有
力地打击敌人，提早取得战争的最后
胜利。”

然而，这一时期国内财政负担十
分困难。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
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
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

“根据前线的报告，根据我们的赴朝
慰问团回来的报告，我们中国人民志
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
方面都能完全压倒敌人，困难的只是
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
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
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
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迅
速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
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给前线。我们
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
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
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
分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
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来加强他们的
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各地捐献的
飞机、大炮、坦克等将冠以捐献单位
的名字，作为光荣的纪念。”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为了
进一步普遍深入抗美援朝的运动和
教育，中央决定，在全国普遍地开展
爱国公约运动，开展增产、捐献武器
运动和优待烈属军属及残废军人的
运动，借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
国热忱，借以鼓励前线的士气并解决
一部分财政上的困难。现中国人民抗
美援朝总会已发出具体号召，望即遵
照执行。”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支援前线的两件大事》，指出：“全国
各市、县、旗都应于六月份内召开一
次各界人民的抗美援朝代表会议，来
讨论并制订在今年下半年增加生产
捐献武器的计划，并发动群众尽可能
做到每户每人都制订这样的计划。发

起制订计划时，应该从各界各业的实
际情况出发，并应根据群众的自觉和
自愿。”

6 月 7 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
会发出《关于捐献武器支援中国人民
志愿军的具体办法的通知》，规定捐
献运动暂定以半年为期，款项由各地
人民银行代收，捐献需自愿不得强
迫。同时，要求各分会、团体等订立具
体宣传和动员捐献计划，在工厂应与
增加产量、减低成本运动相结合，在
乡村应与深耕细作及发展家庭副业
相结合，在工商界应与改善经营增加
收入相结合。明确捐献人民币 15 亿
元（旧币值，其一万元等于新币值一
元。下同）即作为战斗机一架，捐献人
民币 25 亿元即作为坦克一辆，捐献
人民币9亿元即作为大炮一门，捐献
人民币8亿元即作为高射炮一门。

二

号召发出后，全国各地、各界积
极响应。各地先后集中一段时间进行
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充
分认识捐献武器的重大意义。当时，
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连续遭到中朝军
队五次战役的沉重打击，表示愿意进
行停战谈判。针对这种情况，各地在
宣传教育中着重向群众说明：美国决
不会在谈判桌上轻易认输，只有在战
场上给予它更沉重的打击，才能争取
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
问题。开展捐献武器运动，加强志愿
军的武器装备，正是取得抗美援朝战
争早日胜利所必需的。

在此基础上，各级组织普遍制订
了捐献武器的计划。6月1日，首都工
商界通过以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等
来积极支援前线的议案。到 6 月 10
日，北京、天津、沈阳、上海等市，河
北、山西、内蒙古、新疆等省区，海关
总署、水利部、民航局、中国新闻出版
印刷工会，及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
等先后掀起捐献热潮。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
增加产量、炼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
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1架；
苏北姜堰小学学生写信倡议全国小
朋友节约糖果费，支持购买飞机；农
业劳动模范王洛合自愿捐献小米
5000 斤，并提出将今后农副业收入
除全家消费外，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
志愿军；京剧艺术家梅兰芳6月间在
汉口举行两场义演，将得款1亿元全
部捐献；豫剧演员常香玉领导的“香
玉剧社”全体人员，半年内在陕西、河
南等 6 个省巡回义演 170 余场，用义
演收入捐献了1架“香玉剧社号”战斗

机……截至10月份中国人民志愿军
出国作战周年纪念，全国缴款总数已
达23154亿元。

10 月 23 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
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作《政治报
告》强调：“应当继续扩大增产捐献的
抗美援朝运动，以争取朝鲜战争的胜
利结束。”24日通过的《关于抗美援朝
工作的决议》明确要完成和继续扩大
捐献武器运动。

三

1951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抗
美援朝总会发出结束武器捐献运动
工作的通知，指出 12 月底即将胜利
完成任务，截至26日，实缴捐款已达
47280亿余元。通知还要求各地应将
清理账目于明年1月向群众公布。

从 1951 年 6 月 1 日到 1952 年 5
月底，一年内全国各省市人民银行汇
解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武器
捐款共 55650 多亿元，折合 3710 架
战斗机，尚余人民币6230多万元。

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极大地激发
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使志愿军的
武器装备得到明显改善和加强，同时
也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中国人民
抗美援朝总会于1952年6月24日对
全国人民捐献武器运动进行了总结：

“这次爱国捐献运动所获得的巨大成
就，已经极大地加强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的威力，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打击
美国侵略者。”“全国的工人、农民、知
识分子、工商业家和其他各界人民，
在这次捐献运动中，都争先恐后地贡
献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神圣事业，充分表现了爱国
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

（《解放军报》）

抗美援朝的捐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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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晨

詹天佑是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同时，他
还是一名礼敬妻子、关爱儿女的模范丈夫。

1887 年 3 月 27 日，26 岁的詹天佑和 19 岁
的谭菊珍在双方父母的主持下，在澳门成婚了。
夫妻感情很好，一共生育了5男3女，儿女个个
成才。

詹天佑看到夫人平时吃饭较慢，常常饭未
吃完，饭菜先已冷了，就专门设计订造了一套保
温餐具，供夫人专用。

詹天佑的外侄女谭韫玉曾经说过这样一件
事：谭菊珍常年有肺病，卧病在床，常常咯血，久
治不愈，无法照料丈夫生活。有人巴结詹天佑，
要给他找个小妾，被詹天佑坚决拒绝了，坚持细
心地照料妻子，继续维持专一的爱情。其实，詹
天佑生活的时代，纳妾风气浓厚，但他终生奉行
一夫一妻主义。

因为夫人的名字中有个菊字，詹天佑特别
爱养菊花，简直到入迷的程度。闲暇，他用菊花
把庭院装点得花团锦簇。每当铁路工程碰到难
题时，他信步庭前，驻足菊花丛中，仿佛与花细
语，以此排忧解闷。他爱菊花，只要是好品种，不
管什么价，都要设法买到手。爱屋及乌，詹天佑
对岳父谭伯羌也是恭敬得无以复加。

詹天佑认为男人必须敬爱妻子，不爱妻子
的男人，也必定不会忠于事业与朋友，他非常反
感听到夫妻争吵、离婚这类事情，一旦听说谁家
夫妻不睦，他总认为错在男人。在平时，他总是
反复告诫部下要尊重爱护妻子。榜样的力量是
无穷的，京张铁路上，职工大多十分尊重妻子，
家庭普遍和睦，夫妻吵嘴打架的事情很少发生。
很多职工还是“妻管严”，个别职工家里不睦，小
心翼翼地遮掩，生怕别人知道。

1919年4月24日，詹天佑因为心脏病和疲
劳过度逝世在汉口仁济医院。谭菊珍惊闻噩耗
后，悲痛欲绝。她迁居北京后，经常卧病，至59岁

（1926年）病逝，夫妇相差7岁，夫人后7年逝世，
夫妇同寿，合葬于北京西郊海淀小南庄村。

（《老年生活报》）

“模范丈夫”詹天佑

▲“香玉剧社号”战斗机（资料图）

□张小英

又是一年深秋时节，香山红叶进入最佳观
赏季，吸引游人陆续前去打卡。细心的游人会发
现，在香山地区，除了如画的风景，还散落着几
座流行于西南地区的石碉楼。北京为什么会出
现这样的建筑？还得从清朝的一场败仗说起。

乾隆十二年春，四川大、小金川地区土司发
动叛乱。清军赴川平定，叛军倚仗当地高耸的碉
楼使清军屡攻不下，伤亡惨重。于是，乾隆皇帝
命工部在香山方圆十多里山地上仿建金川碉
楼，并从八旗前锋营和护军营中选拔一千精壮
兵丁，专门演习云梯攻碉战术。苦练几个月后，
这支部队随征金川，平定了叛乱，功成凯旋。

乾隆大喜过望，将这支骁勇善战的部队别
立为营，命名“健锐云梯营”，简称“健锐营”，驻
扎在香山地区。这些得胜之兵从京城内的营房
里接出家属，在香山脚下新建的八旗营房中，开
始了新的生活。

健锐营以静宜园为中心，分左右两翼遍布
香山。香山北侧向东的山麓犹如左翼，分布正
黄、正红、镶红和镶蓝四旗；香山南侧的山峦向
南似右翼，是镶黄、正白、镶白和正蓝四旗。依山
而建的旗营并不规整，有时一旗又被地形分成
几营，如健锐营镶黄旗旗营就分为南营、西营和
北营。健锐营初期有营房3500间，随着兵力不
断扩充，全盛时有营房上万间。

每座旗营都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军事社区。
四周有虎皮石砌成的围墙，墙外是护营沟，营门
早晚按时启闭。

健锐营为清王朝南征北战，参加了两次平
定大小金川之战、平定新疆大小和卓之战和反
击缅甸犯滇之战等，在乾隆“十全武功”诸多战
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北京日报》）

香山健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