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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美援朝七十周年

本报讯 （记者 孙露） 20 日，大风降温
来 袭 。 市 文 明 办 联 合 团 市 委 、市 青 年 志 愿
者协会组织 30 余名青年志愿者走上街头，
分 发 宣 传 资 料 ，呼 吁 广 大 市 民 遵 守 市 民 文
明公约。

为进一步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提高
市民参与率、知晓率，在活动中，统一着装的
青年志愿者们先后分组来到东城墙、西城墙、
御东行政中心外围广场及万达广场，向市民
发放印有讲文明、树新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等内容的宣传卡，面对面为市民讲解文
明公约知识，倡导大家积极响应《大同市文明
市民公约》，用实际行动加强社会公德、家庭
美德、文明礼仪教育。

是日上午，记者在西城墙外围广场看到，
行色匆匆的市民被志愿者们的微笑所感染，
纷纷停下脚步，或与志愿者们探讨如何践行
文明，或认真阅读文明公约，不少市民对志愿
者们竖起了大拇指。市民王爱将说：“文明城
市建设需要每个人参与，只有文明深入每个
市民内心，成为大家的共同行为守则，文明之
花才会遍地绽放。”

本报讯 （记者 杨昱郁） 记者从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获悉，10 月 20 日在北京
召开的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
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上，大同市再
次被命名表彰为“全国双拥模范城”，这
是我市连续第九次获得这一殊荣。

自 2016 年我市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
“八连冠”以来，市委、市政府和驻同部队
把这一荣誉作为继续前进、再创佳绩的
新起点，问情于民众、问计于官兵，紧紧
围绕增强军政军民团结，推动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不断总结经验，开拓创新，全
市双拥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

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县）“九连冠”
工作开展后，全市各级、各部门和驻同各
部 队 在 充 分 运 用 传 统 媒 体 宣 传 的 基 础
上，拓展“互联网+双拥”阵地平台，推出
接地气的双拥文化作品，不断拓展双拥
工作的社会影响。各县区、各部门和各
单位持续开展助力随军家属就业工程；
加大教育拥军工作力度，想方设法解除
官兵后顾之忧；巩固扩大铁路、交通、银
行、医院等系统“军人依法优先”、停车场

“军车免费”等成果；对于派到湖北抗击
疫情一线军队医护人员家属就业、子女入
学入托等实际需求，坚持特事特办，优先

予以照顾解决；精心组织“八一”、春节等
节日期间走访慰问部队和优抚对象，深入
开展“关爱功臣、关爱烈属”活动。

驻同各部队加强资源统筹，全力支
持驻地发展和民生改善；注重帮扶家庭
困难军人军属，确保如期高标准完成帮
扶任务；组织开展军队参与脱贫攻坚工
作成效排查，巩固深化脱贫成果；积极做
好支援大同重点工程、生态文明建设等
工作；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文明创建等活
动，全力保护改革发展成果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记者 魏冬妮） 住房问
题是不少青年创业者的“拦路虎”，为了
让怀揣梦想和才华的青年人才留下来，
盘活发展的“第一资源”，我市勇于创新，
下大气力建设大同转型汇智创新城。日
前，记者在大同转型汇智创新城了解到，
目前该城已准备各类精装公寓 2614 套，
户型从 65 平方米至 137 平方米不等，全
部为 6 层精装修公寓，可满足单身、科研
团队及家庭式居住要求。

据了解，大同转型汇智创新城的精
装公寓对具有 2020 年普通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未就业且有留同就业
意愿毕业生免费提供，转型汇智创新城
将按照 2 人一套的标准，提供设施完善、
功 能 齐 全 的 人 才 公 寓 。 入 住 期 限 为 一
年。大同转型汇智创新城分为南、北两
苑，屋内大到衣柜、床具、冰箱、洗衣机、
电视机、炊具，小到床品、牙刷、毛巾、衣
架、拖鞋、洗护用品等一应俱全。

大同大学毕业生张文琪今年 8 月收

到了大同转型汇智创新城的入住通知，
“屋内设施齐全，完全拎包入住，就像在
自己家里一样舒服。”走进这套两室一厅
的公寓，她感慨万分。

目前入住大同转型汇智创新城的有

大学毕业生、硕士生、博士生，也有企业高
管。大同氢雄云鼎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魏明勇说：“和家人一起住在这么
好的房子里，感觉自己在大同也有了一个
家，这样更能专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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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名志愿者
走上街头宣传文明公约

1951年春天的朝鲜战场永远铭记一
个名字：铁原。在这里，志愿军经过十几天
的惨烈战斗，迫使敌人止步于三八线以南。

因为这场战斗，王应邦失去了两根
肋骨和半块肺叶。

王应邦，1927 年 12 月出生于山西
省灵丘县羊山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1944 年参加八路军，1945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51 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随
63军 189师赴朝作战。

“我们当年是一路唱着歌进入朝鲜
的。”王应邦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部队抵
达安东（今丹东）时已近天黑，立即换装
后，又马不停蹄地奔赴前线。

就这样，24 岁的通信参谋王应邦开
启了他保家卫国的壮烈征程。

入朝没几天，王应邦所在部队上山
执行任务，与少量英军部队迎头遭遇。
短暂交火后，王应邦和战友们抓获了几
名俘虏。事后得知，这支部队正是英军
第 29旅的王牌部队“格洛斯特营”。

“我们给俘虏们吃大米，而我们自
己吃冷水泡的糙米、糙面。”王应邦说，
当时的英军俘虏都对他们竖大拇指。

1951 年 4 月 24 日 ，在 抗 美 援 朝 第

五次战役中，英军“格洛斯特营”被我
志愿军歼灭。

第四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将“联合
国 军 ”遏 制 在 三 八 线 南 北 附 近 地 区 。
1951年 4月 6日，志愿军党委召开扩大会
议，认为敌人进占三八线以后，仍要继续
北进。为夺取主动权，会议决定在敌登
陆之前实施战役反击，即第五次战役。

5月27日，铁原阻击战打响。当面美
军拥有各种火炮1000余门，坦克300余辆，
还有空军的强大支持。阻击战一开始，美
军的炮火和炸弹就倾泻到了63军死守的正
面防线上。一场殊死较量在所难免。

“外面的炮弹声、轰炸声一直在响，
不分日夜。”王应邦在坑道中的指挥所维
护着我方的通信线路，“战斗很惨烈，我
看到一个战士腹部中弹，肠子都出来了，
但他捂着肚子就冲了出去。”

战斗中，敌人密集的炮火将我方的
通信线路炸断，王应邦带领战友们前去
抢修。此时，一枚弹片击中了王应邦的
左胸。战场的通信线路不能中断，他忍
着剧痛继续抢修，完毕后才对伤口进行
了简单的包扎。

6 月 10 日，历时 50 天的第五次战役

结束。此役，我共歼敌 8.2 万余人，粉碎
了敌人企图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
线的计划，迫使敌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
略防御并接受了停战谈判。

1953 年，王应邦随部队回国，带回
的除了军功章外，还有满身的战伤。3
年后，王应邦在训练中咳血，经检查发
现，当年被弹片击中的左胸还残留了一
颗黄豆大的弹片。手术后，王应邦失去
了两根肋骨和半块肺叶。

由于身体原因，1956年，王应邦转业到
河北徐水，为地方邮电事业奋斗了几十年。

“我只是缺了肋骨和半块肺叶，但
我的很多战友都牺牲了，再也回不到祖
国了。”一想到牺牲的战友，王应邦心痛
不已，“侵略者就该打，谁欺负我们，我
们就要狠狠地打他们。”

沉浸在回忆里的王应邦摸着凹陷
的左胸反复地哼唱着一首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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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败美国野心狼！”

那一年，王应邦和他的战友们就是
唱着这首歌，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的。

据 新 华 社

血 战 铁 原
——记山西省灵丘籍志愿军老战士王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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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诗珩 崔莉英） 近日，
书画频道在微信公众号上展出《始平公造
像记》拓本、《晖福寺碑》拓本、《郑文公碑》
下碑碑额拓本等魏碑书法经典，体现魏碑
艺术的魅力；展出唐楷《玄秘塔碑》局部，让
书 法 爱 好 者 系 统 地 领 悟 书 法 的 传 承 和 发
扬；还有书法家韩进水创作的《康有为推崇
魏碑十美》等作品，展示了当代书法家对于
魏碑书法的理解。

据“云冈杯”首届全国魏碑书法双年展
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本次双年展不仅为魏碑
书法爱好者提供一个学习、交流、展示的绝
佳机会，同时也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提供了
一个了解、感悟中国传统书法文化魅力的
平台，书画频道希望以此为契机，通过专家
解读、深度访谈、作品展播等形式全面立体
地展示魏碑书法精髓，推动魏碑书法进一步
传承发扬。

组委会还透露，本次双年展从征稿开启
至今，组委会的热线电话几乎从未停歇，众
多专业书法工作者和业余书法爱好者热情
高涨，纷纷表达参赛诉求、咨询相关细节，甚
至还有不少参赛者询问能否从家乡赶到组
委会亲自递交作品。主办方和组委会延期
征稿的举动也引来广泛赞誉，不少书法专业
工作者都表示将充分利用延期征稿的这段
时间进行参赛创作，力争将自己最完美的魏
碑作品呈现在评委和广大观众面前。

书画频道以大展为契机
彰显魏碑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