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5.李向群（1978-1998）

男，汉族，海南省琼山市人，中共党
员。1996年入伍，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
75121部队9连战士。

李向群成长在一个改革开放后富
裕 起 来 的 家 庭 ，他 家 富 不 忘 报 国 ，主
动放弃优裕生活从军入伍，在部队大
熔炉里，他由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合
格战士、优秀士兵和共产党员。参军
不到两年，他记下了 5 万多字的读书
笔 记 ，获 得 法 律 单 科 结 业 证 ，两 次 被
评 为 全 团 训 练 尖 子 。 在 1998 年 长 江
流域抗洪抢险战斗中，突击队员名单
里本来没有李向群，但他 4 次递交决
心书，强烈要求参加部队的抢险突击
队。连日发烧的他带病坚持战斗，先
后 4 次晕倒在大堤上，被送进医院救
醒 后 ，又 拔 掉 输 液 针 管 上 堤 战 斗 ，终
因 劳 累 过 度 ，壮 烈 牺 牲 ，年 仅 20 岁 。
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他置个人
生死于度外，以其 20 年短暂生命和 20
个月的短暂军龄，展现了崇高的人生
追 求 、强 烈 的 进 取 意 识 、高 尚 的 道 德
情操和无私的献身精神，谱写了壮丽
的人生凯歌。他被中央军委授予“新
时 期 英 雄 战 士 ”荣 誉 称 号 ，获 得 中 国
青 年 五 四 奖 章 ，被 广 州 军 区 授 予“ 抗
洪 勇 士 ”荣 誉 称 号 。 经 中 央 军 委 批
准 ，将 其 画 像 制 作 印 发 全 军 ，在 连 以
上单位悬挂、张贴。

226.李国安

男，汉族，四川省成都市人，中共党
员。1946 年出生，1961 年入伍，内蒙古军
区原副司令员。

李国安长期战斗在条件艰苦的祖国
北疆，任给水工程团团长 13 年间，为解
决困扰边防部队和边疆人民“吃水难”的
问题，他和党委“一班人”带领广大官兵，
转 战 大 漠 戈 壁 ，历 尽 千 辛 万 苦 ，跋 涉
24800 公里，打井 580 余眼，先后圆满完
成了解决边疆军民吃水用水难的“952”
工程、张家口地震灾区的“百眼救灾扶贫
井”工程、解决内蒙古贫困地区农牧民吃
水难的“992”工程等，造福 10 万群众，被
誉为“草原水神”。李国安还刻苦学习专
业理论，成为水文、地质、物探、钻探等专
业的行家，带领部队勘察了八千里边防
线，收集了 2 万多个水文地质数据，对北
部边疆地区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水文地质
普查，新完成普查面积 8.4 万多平方公
里，重复验证完成普查面积 24 万平方公
里，调查水源点 4000多个，采集各种实验
样品 7000 多个，建起全军第一个水文地
质实验室，填补了内蒙古北部边疆无水
文地质资料的空白。他以实际行动践行
了“上不愧党，下不愧兵”的庄严承诺。
他是中共十五大代表，被授予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先后荣立一、二、三
等功 5 次。中央军委授予他“模范团长”
荣誉称号。

227.李剑英（1964-2006）

男，汉族，河南省郑州市人，中共党
员。1982年入伍，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
94038部队飞行员。

李剑英始终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
待飞行，练就了过硬的飞行技术，先后 4
次改装新机，每次都是首批放单飞。在
驻藏飞行训练期间，创下某机型编队飞
行时间最长、高原超低空飞行高度最低
等多项纪录。在 20 多年的飞行生涯中，
他共飞行 5003 个架次、近 2400 小时，从
未发生过任何“错、忘、漏”现象和事故
征候，出色完成了高原驻训、科研试飞
等重大任务。1999 年，在一次飞行训练
中，飞机因机械原因空中停车，面对生
与死的考验，他沉着冷静，以精湛技术
成功实施了空中开车，避免了一起严重
飞行事故。2006 年 11 月 14 日，李剑英
驾机执行昼间飞行训练任务，飞机在着
陆下滑时遭遇鸽群撞击，导致发动机空
中停车。战机下方，密集分布了 7 个自
然村、数百户人家、三四千名群众以及
车流密集的高速公路和收费站。为了
保护地面数千群众的生命安全，危急关
头他毅然放弃跳伞，极力控制飞机状态
实施迫降，但未能成功，不幸壮烈牺牲，
年仅 42 岁。他先后荣立二、三等功 3
次。 2006 年，空军为李剑英追记一等
功，并追授“空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
誉奖章”。

228.李春燕
女，苗族，贵州省从江县人，中共党

员。1977年出生，现为贵州省从江县雍里
乡大塘村博爱卫生站医生。

2000年，李春燕从卫校毕业后来到大

塘村。该村是一个苗族村寨，山高路陡，
交通闭塞，生活贫穷，“小病扛，大病顶，实
在不行把巫师请”是当地群众缺医少药的
真实写照。2001年，为了利用自己学到的

医术解决村民看病难问题，在家人的支持
下，李春燕卖掉了家里 3 头耕牛中的两
头，筹集资金 2000元，开办了大塘村有史
以来的第一个卫生室。卫生室创办之
初,她连药箱也买不起,只好用竹篮子代
替，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也是从当医生
的父亲那里借来的，但是她仍以高度的
责任心为村民们服务。当地村民家庭困
难，看病吃药大多付不起钱，只能赊欠记
账，久而久之，卫生室资金周转也就越来
越难，李春燕家里为此还背上了 7000 多
元的债务。为了筹钱买药，李春燕和家
人把家里剩下的一头耕牛也卖了，最困
难的时候，她卖掉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
西，包括结婚戒指。李春燕多年如一日，
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服务群众，共医治
病人上万人次，接生婴儿百余人，她常常
不顾个人安危抢救病人，深受当地老百
姓的爱戴。2007 年，她被评为中国十大
杰出青年。

229.李桂林、陆建芬夫妇

李桂林，男，彝族，四川省汉源县人，
中共党员，1967 年出生，凉山彝族自治州
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小学教师；陆建
芬，女，彝族，四川省汉源县人，1966 年出
生，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
坪村小学教师。

1990 年，李桂林、陆建芬夫妇来到甘
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任教，村民的落后
与贫苦深深地震撼了这对彝族夫妇。二
坪是凉山北部峡谷绝壁上的彝寨，村民上
下绝壁都要攀爬 5架木制的云梯，进出极
为艰难，村民一年难得下绝壁一次。就是
在如此艰险的环境下，李桂林、陆建芬夫
妇扎根这里 18 年，把知识的种子播种在
彝寨，为村民走出彝寨架起“云梯”。他们
共培养了 6届学生共 149人，其中有 22人
是从外村慕名而来的。因为教学任务重，
他们没有时间照看儿子和老人，儿子不小
心摔伤了手，由于离卫生院太远，延误了
医治时机，还留下了后遗症。李桂林和陆
建芬夫妇全身心投入山区教育事业的精
神感动了当地广大干部群众。二坪——
这个过去的“文盲村、穷山村”，现在成了

“文化村”。昔日的荒凉到今天的巨变，是
与这两位老师付出的心血分不开的。他
们为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撑起了一片蓝
天。2007 年，李桂林被授予全国模范教
师荣誉称号。

230.李素芝

男，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共党
员。1954 年出生，1970 年入伍，现任西
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军区总医院院
长。

1976年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李素
芝放弃留在上海工作的优越条件，主动申
请进藏。在藏工作 33 年来，他始终怀着
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厚感情，先后攻克高
原心脏手术和高山病防治两大世界医学
难题，对急性高山病发病机理及其防治研
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使西藏急性高原病
发病率大幅下降，驻藏部队连续 12 年没
有 1 名官兵因急性高原病死亡。他组织
开展的 150 多项新技术、新业务中，20 项
创世界医学奇迹、36项属国内首创、86项
填补高原医学空白，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
步奖 20 项。先后成功主刀大小手术
13000多例，抢救垂危病人 600多名，成功
实施高原首例浅低温心脏不停跳心内直
视、肾移植、背驼式全肝移植等手术。担
任院长13年来，他先后带领500余批医疗
队，行程百万余公里，巡诊病人 30余万人
次。他积极推行西藏农牧民免费医疗，为
1000多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
被藏族群众亲切地称为“门巴将军”。他
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
道德模范、全军优秀共产党员，先后荣立
一、二、三等功7次。

231.李素丽

女 ，汉 族 ，北 京 市 人 ，中 共 党 员 。

1962 年出生，1981 年参加工作，现任北京
公交集团服务部副部长兼“北京交通服
务热线”公交分中心主任。

1981 年，年仅 19 岁的李素丽当上了
一名售票员。她真心实意以服务工作为
荣，自重自强，任劳任怨，恪尽职守。在
晃动的、时常拥挤的车厢里，她视乘客如
亲人，始终坚持微笑服务，以真诚的爱心
创造着让乘客上车如到家的舒畅环境。
她热诚迎送乘客，服务周到，体贴入微，始
终坚持做到“四多六到”：多说一句，多看
一眼，多帮一把，多走几步；话到，眼到，手
到，腿到，情到，神到。她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也尽情地享受着工作的愉悦，受到乘
客和社会公众的一致好评。1999年，公交
服务热线成立，李素丽作为“公交品牌”调
入服务热线任负责人。公交服务热线不
断发展，从开始的十几个人，到现在的100
多人，成为北京交通服务热线，平均每天
接电话 17000余个，被评为全国青年文明
岗和巾帼文明岗。无论在售票员岗位还
是在管理岗位，她始终努力践行“一心为
乘客，服务最光荣”的工作理念，被乘客誉
为“微笑的天使”。她是中共十五大、十六
大代表，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职业道
德标兵、全国杰出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
称号。

232.李梦桃

男，汉族，上海市人，中共党员。1948
年出生，1964年支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工作，现任农六师奇台医院党委书记。

位于中蒙边境的北塔山牧场，平均
海拔 3000 米以上，年均气温只有 2.4℃，
居住着汉、哈萨克、蒙古、回、藏等 5 个
民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李梦桃热爱
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坚持为牧民
行医 40 多年。他开始学的是儿科，看到
牧民高度分散，什么样的病人都可能遇
到，就刻苦钻研医学知识，在较短时间
掌握了内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等的
一般医疗理论和技术，成长为全科医
生。为了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群众服务，
他还自学了哈萨克语，治病救人的同时
积极宣讲党的民族政策。多年来，他靠
着一匹马、一个药箱、一件羊皮大衣、一
块毡子和一支枪，常年往返于几百个放
牧点之间，为牧场的职工群众、牧民和
边防战士送医送药。为了抢救群众的
生命，不管白天黑夜，不论路途远近，接
到病情立即出诊。行医过程中，他多次
遇到恶劣天气，发生意外险情，始终无
怨无悔。这些年，他走遍了牧场的每道
山岭，累计行程 26 万多公里，救治病人
2 万多人次，接生 800 多个婴儿，赢得了
牧区人民的尊重和爱戴，被誉为“哈萨
克人民的好儿子”。他被授予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
号。

233.李登海

男，汉族，山东省莱州市人，中共党
员。1949年出生，现任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山东）主任。

李登海从事农业科研工作以来，长
期致力于玉米育种和高产栽培研究，连
续 30 多个春节都在海南育种基地度过，
以每年 3 至 4 代的速度进行科研育种，开
创了我国紧凑型玉米育种先河。他研究
的玉米品种 7 次刷新我国夏玉米高产纪
录，被誉为“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
2005 年创亩产 1402.86 公斤的世界夏玉
米高产纪录并保持至今。先后培育出紧
凑型玉米杂交品种有 52个通过国家和有
关省市审定，获得 44 项植物新品种权和
10 项专利。国家实施“九五”计划以来，
他承担国家、省部级课题 41 项，其中“高
产玉米掖单 13 号的选育和推广”项目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加快科研成果
转化，他在全国各玉米生产区设立了育
种中心和试验站，建成国内最大的玉米
育种科研平台。目前，他培育的玉米高
产品种在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 10 亿亩，
实现经济效益 1000 多亿元，为保证国家
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共十
四大、十七大代表，第八至十一届全国人
大代表，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新
长征突击手等荣誉称号，被评为中国十
大杰出青年。

234.杨业功（1945-2004）

男，汉族，湖北省应城市人，中共党员。
1963年入伍，生前系第二炮兵副参谋长。

杨业功是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
变革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指挥员。入伍
40 多年特别是担任领导干部以来，他

把履行使命任务、维护国家安全看得
比生命还重，始终以高昂的精神状态
忘我工作。他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个
新型常规导弹旅，成功组织了第一枚
新型常规导弹发射，带领部队创造了
新型导弹部队当年组建、当年形成实
战发射能力的显著成绩。1995 年 7 月
和 1996 年 3 月，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
重大决策，命令第二炮兵向东海、南海
预定海域进行导弹发射训练。杨业功
奉命负责阵地勘选、发射方案拟定和
现场组织指挥，凭着过硬的技术和勇
于负责的精神，确保 6 发导弹全部准确
命中目标，打出了国威军威。此外，杨
业功还多次参加重大军事行动和新中
国成立 50 周年首都阅兵，为加快我军
导弹部队建设、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作
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病重期间，他
仍然牵挂着部队战斗力建设，直到生
命最后一息。他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
表。中央军委追授他“忠诚履行使命
的模范指挥员”荣誉称号。经中央军
委批准，将其画像制作印发全军，在连
以上单位悬挂、张贴。

235.杨利伟

男，汉族，辽宁省兴城市人，中共党
员。1965年出生，1983年入伍，现任中国
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副主任，特级航天员。

2003 年 10 月 15 日，杨利伟作为执
行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
员，不畏艰险，敢为人先，乘神舟五号飞
船在太空飞行 21 个小时，实现了中华民
族的千年飞天梦想，为祖国、为人民、为
民族赢得了巨大荣誉。杨利伟入选航
天员之前是一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面
对祖国的召唤，他毅然投身全新的载人
航天事业。为适应新的任务，他惜时如
金，勤学肯钻，不到两年时间，学完了载
人航天工程基础、航天医学基础等 10 多
门高新技术课程，考核成绩全部达到优
秀。为掌握过硬的航天技能，他不断挑
战自我，超越自我，勇克难关，日复一日
苦练，一项一项攻关，在 5 年的时间内圆
满完成了 8 大类 58 个专业近百项的训
练任务，熟练掌握了飞行程序和操作规
程，以专业技术考核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入选首飞梯队。首飞任务中，他沉着冷
静，以良好的素质、坚强的意志和过硬
的本领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神
圣使命。他是中共十七大代表。200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

“航天英雄”荣誉称号，并颁发“航天功
勋奖章”。

236.杨怀远

男，汉族，安徽省庐江市人，中共党
员。1937 年出生，1956 年入伍，1960 年
转业，交通部上海海运局长柳轮原服务
员。

杨怀远曾先后担任原交通部上海海
运局和平 14 号轮、大庆 11 号轮的生火
工、服务员、副政委、政委。1980 年他主
动辞去政委职务，到长柳等轮继续担任
服务员，直到 1997 年 11 月退休。38 年
中，他始终以雷锋为榜样，甘当人民的

“挑夫”，自备 120 多种方便旅客的用具，
肩挑小扁担，穿梭于旅客之中，为旅客排
忧解难，被旅客誉为“老人的拐杖”、“孩
子的保姆”、“病人的护士”。他独创一套
语言服务和心理服务学，用日记积累了
6000 余首服务诗歌、顺口溜，还把服务经
验写成 40 余万字的《讲点服务学》。他
挑着一根为人民服务的小扁担，从青年、
中年挑到老年，始终不计报酬，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被誉为“小扁担精神”。曾
经被他帮助过的群众在他的 47根扁担上
写满了饱含真情的话语。他不仅是优秀
的服务员，还是精神文明的宣传员。退
休后，他成为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成员，
应邀到学校、企事业单位等作报告 600多
场，认真践行着“为人民服务到白头”的
承诺。1985 年，他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

237.杨连第（1919-1952）

男，汉族，天津市北仓镇人，中共党
员。1949年入伍，生前系中国人民志愿军
铁道兵团1师1团1营1连副连长。

杨连第 1949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同年 8月，他所在的部队奉命抢修陇
海路八号桥，桥高 45米，是全国有名的险
要工程。杨连第脚踩单面云梯只身飞步
登上桥墩，仅以一块木板作掩护，轻伤不
下火线，连续三天爆破百余次，炸平 5 座
桥墩顶面，荣立大功一次，并被授予“登
高英雄”称号。1950 年 11 月，杨连第参
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多次出
色完成大桥抢修任务。1951 年 7 月，当

清川江大桥被洪水冲毁，杨连第带领一
个排的战士，头顶美机的狂轰滥炸，采用

“钢轨架浮桥”法，在 6 米/秒的激流中，
奋战 30 多个昼夜，12 次架设铁路浮桥，
保证了军需物资及时运往前线并使正桥
顺利抢通。1952 年 5 月 15 日，已升任副
连长的杨连第正在清川江大桥上指挥起
重钢梁时，一颗定时炸弹突然爆炸，一块
弹片击中他的头部，壮烈牺牲，年仅 33
岁。他被中国人民志愿军追授为“一级
英雄”、“特等功臣”，他生前所在连队被
命名为“杨连第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追授他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
级国旗勋章。

238.杨根思（1922-1950）

男，汉族，江苏省泰兴市人，中共党
员。1944年入伍，生前系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20军58师172团3连连长。

杨根思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从小受到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心中对旧社
会充满仇恨，得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
民的队伍，就下定决心跟党走。入伍后，
他把这种信念化为苦练军事本领的动力，
坚信只要时刻遵守党的决议、指示，就“不
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信有战胜不
了的敌人，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
随部队转战南北，不畏艰难困苦，先后经历
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
炮火洗礼，参加过无数次战斗，靠着过硬的
军事技术，为党和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0年11月，在坚守长津湖畔1071.1高地
东南侧小高岭战斗中，杨根思率领三排打
退美军8次进攻，在最后只剩下他一人时，
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毅然抱起炸药包
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年仅 28 岁。
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为他追记特
等功，授予“特级英雄”荣誉称号，同年 12
月，命名其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授他英雄称号
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239.苏宁（1953-1991）

男，汉族，山西省孝义市人，中共党
员。1969年入伍，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
65435部队参谋长。

苏宁以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忠
诚，爱岗敬业，埋头苦干，身在基层，心系
全局，成为一名具有现代军事素质的指
挥员。他率先垂范，带领部队从难从严从
实战需要出发，苦练军事技术，掌握打赢
本领。他时刻把祖国的安危挂在心上，紧
盯世界军事科学的发展进步，在做好本职
工作的同时，潜心钻研现代军事理论，挤
时间撰写了 70篇学术论文。他与战士情
同手足，生前曾 3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战
友。1991年4月21日上午，苏宁现场指挥
团队建制连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轮到
12 连投弹时，一名投弹手由于挥臂过猛，
弹体碰撞到堑壕的后沿，手榴弹落在不到
一米外的监护员脚下。全神贯注的苏宁
看到已经拉开拉火环的手榴弹冒着白烟，
在手榴弹即将爆炸的危急时刻，不顾个人
安危，大喊一声“快卧倒！”一个箭步冲过
去推开监护员，俯身抓起手榴弹，想把手
榴弹扔出堑壕，但手榴弹还未出手就爆炸
了。两名战友得救了，苏宁却身负重伤，
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年仅 38 岁。1993
年，中央军委授予他“献身国防现代化的
模范干部”荣誉称号。经中央军委批准，
将其画像制作印发全军，在连以上单位
悬挂、张贴。

240.谷文昌（1915-1981）

男，汉族，河南省林州市人，中共党
员。1950 年，他随解放军南下至福建省
东山岛，生前曾任东山县县长、县委书
记。

东山岛东南部原有 3.5 万多亩荒沙
滩 ，狂 风 起 时 飞 沙 侵 袭 村 庄 ，吞 噬 田
园。谷文昌到东山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下定决心，要率领群众战胜风沙，根治
旱涝，并发出誓言：如不治服风沙，就让
风沙把我埋掉。他带领干部群众在百
里海滩上摆开战场，多次组织群众筑堤
拦沙、挑土压沙、植草固沙、种树防沙，
在全县掀起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
全民造林运动。至 1964 年，全县造林
8.2 万亩，400 多座小山丘和 3 万多亩荒
沙滩基本完成绿化，194 公里的海岸线
筑起了“绿色长城”。谷文昌还发动群
众挖塘打井、修筑水库、开发利用地下
水资源，缓解旱情。他坚持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经常开展访贫问苦活动并参
加生产劳动。基层干部来汇报工作，什
么时候都不烦。普通群众来反映问题，
三更半夜也不嫌。他常年深入农村，挽
起袖筒植树，卷起裤腿犁田，拿起钢钎
打石头。他带领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实

现粮食亩产过千斤，群众称他为“谷满
仓”。谷文昌病逝后，当地群众把他的
骨灰埋在东山岛上，每逢敬宗祭祖时
节，都有老百姓祭奠这位为东山人民造
福的共产党人。

241.邰丽华

女，汉族，湖北省宜昌市人，无党派
人士。 1976 年出生，现任中国残疾人
艺术团团长，中国特殊艺术协会副主
席。

邰丽华两岁失聪，但她身残志坚，
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以独特方式创造
艺术，15 岁成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领
舞演员，28 岁成为艺术总监，塑造了特
殊艺术经典《我的梦》。她领舞的《千手
观音》，在 2004 年雅典残奥会上震撼世
界，在 2005 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感动国
人；她创编并主演的精缩舞剧《化蝶》轰
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她将美奉
献给世界，带领艺术团足及祖国山山水
水，出访五大洲 60 多个国家。她将爱传
递给人间，带领艺术团开展大量公益慈
善活动和义演，并用节俭下来的演出收
入注资设立“我的梦”和谐基金，为四川
地震灾区、左权革命老区捐款 296 万元，
为国际慈善项目捐款 40 万美元。邰丽
华以艺术与心灵之美赢得人们的广泛
赞誉，被誉为“美与人性的使者”，被世
界残疾人代表大会称为“全球六亿残疾
人的形象大使”，被联合国机构指定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她
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被授予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自强模范、巾帼建功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和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

242.邱少云（1926-1952）

男，汉族，四川省铜梁县人，中共党
员。1949年入伍，生前系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15军87团9连战士。

1952 年 10 月中旬，在抗美援朝一次
战斗中，邱少云所在营奉命担负潜伏任
务。潜伏前，邱少云向党支部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写道：“宁愿自己牺牲，决不暴
露目标，为了整体，为了胜利，为了中朝
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愿献出自己
的一切”。执行任务中，邱少云在距敌前
沿阵地 60 多米的草丛中潜伏时，敌人突
然向潜伏区逼近，为了掩护潜伏部队，指
挥所命令炮兵对敌进行打击。敌人遭到
打击后出动飞机侦察，并盲目发射侦察
燃烧弹，一颗燃烧弹正好落在邱少云身
边，飞迸的火星溅落在他的左腿上，烧着
了他的棉衣、头发和皮肉。他身旁就是
水沟，只要往水沟里一滚，就可以把火扑
灭。但为了不暴露潜伏部队，他严守纪
律，咬紧牙关，双手深深插进泥土中，以
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剧痛，一声不吭、一动
不动，直至壮烈牺牲，年仅 26 岁。上级
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被中
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荣誉
称号，并追记特等功一次。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追授他英雄称号和金星奖
章、一级国旗勋章。经中央军委批准，将
其画像制作印发全军，在连以上单位悬
挂、张贴。

243.邱光华（1957-2008）

男，羌族，四川省茂县人，中共党员。
1974 年入伍，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
77116部队副师职特级飞行员。

邱光华是我军第一代少数民族飞行
员。他始终以对党忠诚、对人民热爱的
高尚情怀，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忠实履
行使命任务。他先后飞过 6 种机型，累
计飞行 5800多小时，多次执行边防巡逻、
抢险救灾等任务，和战友一道开创直升
机在海拔 5000米以上地区悬停和载重飞
行等数十项我军直升机飞行纪录。1987
年 5 月，他驾机向被称为“黑色死亡之
谷”墨脱运送救灾物资时，与一股强气流
不期而遇，在他的沉稳操控下，直升机紧
急迫降在海拔 4200 多米的山口，他身受
重伤。伤愈后，他再次踏上墨脱航线。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他不顾还有几
个月就到停飞年龄和家中严重受灾的情
况主动请战，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飞赴
汶川等重灾区，累计飞行50多小时、63架
次，运送物资 25.8 吨，转移受灾群众 180
人。5 月 31 日，在执行任务返航途中，因
高山峡谷局部气候瞬时变化，飞机突遇低
云大雾和强气流不幸失事，邱光华光荣牺
牲。2008 年，他被中央军委追记一等功，
先后荣立二、三等功 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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