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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
侧耳听。鸭绿江，中朝界河之一，
全长795公里，源自长白山南麓，
汇入浩瀚黄海，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出国作战的必经河域。

吉林省，与朝鲜隔江相望，
是中朝边境线最长省份，是抗美
援朝历经两年零9个月走向胜利
的见证之地，是全民支前“一切
为了前线”的后援之地，更是抗
美援朝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的传承之地。

战争期间，吉林省目送了众
多志愿军战士的英雄远征，也动
员了无数修铁路、运物资、抬伤
员、缝衣物、做干粮的平民英雄
助阵，他们的事迹在鸭绿江畔汇
成不朽赞歌。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致敬英
雄的旋律再次唱响。

英雄远征：
鲜血染红美如画的战旗

盛夏的集安市，鸭绿江水波
清澈，五女峰葱茏叠翠。

一大早，5 名佩戴红领巾的
小学生在老师的组织下来到鸭
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景区，声情并
茂地录制说唱视频《197653》。“繁
华盛世，因有负重前行的人，吾
辈 当 自 强 ，保 持 热 血 的 力 量
……”参与录制的集安市实验小
学学生王嘉悦说。

《197653》致敬的是抗美援朝
期间牺牲的197653名英烈。1950
年10月至1953年7月，中国人民
志愿军参战总数达 290 万人，其
中 42 万名将士从集安渡江赴前
线作战，包括新中国第一位特级
战斗英雄杨根思。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
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
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是杨
根思的英雄誓言。1950年11月29
日，时任第20军58师172团3连
连长的他，在弹尽粮绝情况下抱
起炸药包冲入敌群，将生命壮烈
地定格在 28 岁。他的戎装照，今
天仍醒目地展列在通化市抗美
援朝纪念馆。

通化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中现有 337 位无名烈士，其中许
多是 1950 年冬天东北军区第 31
陆军医院（今96605部队医院）收
治的冻伤者。“这些无名烈士身
份极难考证，但其中极有可能包
括‘冰雕连’的战士。”过去 20 余
年采访了数百位抗美援朝老兵
的通化市纪实作家孙艳华说。

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
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用胸膛堵
枪眼，以身躯作人梯，抱起炸药
包、手握爆破筒冲入敌群，忍饥
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
动，敢于“空中拼刺刀”……“不
是生来胆大，是打起仗来没时间
害怕。”97 岁的 38 军老兵刘德厚
回忆，1951 年坚守汉江南岸，极
寒天气下他双手各持一把机枪
扫射，脑子就一个想法“把敌人
往死里打”。

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
少”。许多老兵回忆，除了克服武
器差距，还要忍受饥肠辘辘。42

军老兵桑贵福和战友曾在坑道
战中为了生存不得不集体喝尿，
42军老兵宫德祥曾因3天水米未
进冲进敌营后误喝马尿导致胃
溃疡，46军老兵吴化南回忆当时
最大的愿望就是“等胜利了回到
祖国先吃个大肘子”……

抗美援朝期间，有18499名吉
林籍志愿军战士牺牲在朝鲜战
场。“几十年来最爱看《英雄儿
女》！因为我们的战士就是王成的
样子！”39军退伍老兵李润兰说。

平民英雄：
战争也是人民意志的较量

和风细润，夏雨绵绵，从集
安市溯江北上约 200 公里，即到
了临江市。解放战争期间，四保
临江战役的胜利为东北战场的
全面大反攻奠定了基础。抗美援
朝期间，临江亦是重要后援地，
参加长津湖战役的部分将士从
此渡江——电视剧《冬与狮》今
年3月专门为此在临江取景。

“志愿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跟
到哪里。”临江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樊祥利站在临江中朝国境公路桥
前介绍，抗美援朝期间，这座桥和
周边的4座浮桥也是“打不垮、炸
不断的钢铁运输线”，除了15万名
志愿军从此过江，临江还组织了4
万多人的民工大队和战勤大队经
此支援前线。其间，他们共修路
448公里，修复桥梁40余座，运送
物资不计其数。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
乡”。1950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但
为了志愿军将士吃得饱、穿得暖，
各地百姓纷纷勒紧裤腰带、捐出
家底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作为重
要后援地的吉林省，在抗美援朝
期间仅耕地面积就扩大了34%。

筹粮、运输、修桥、补路、缝
衣、收治、献血……吉林省委党
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显示，抗美
援朝期间，边境城市除了青壮年
入伍、学校后撤外，剩余百姓都
在坚守。其他城市也各尽所能，
其中，长春完成 125000 吨高粱
米、68040 吨豆饼、114.37 万斤炒
面、20 万斤煮肉等军粮加工任
务，全市输血队员保持在6000人
至 8000 人 ，累 计 为 伤 员 输 血
145.85万毫升。

“抗美援朝的胜利不仅是战
场拼杀，更是人民意志的较量。”
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宜
田介绍，当年全省有5万多人作为
保障人员随军赴朝，虽然经济条
件有限，但到1951年底，全省各地
捐款的710亿元（旧币）就够买47
架飞机了。之后，“榆树号”“延吉
号”“扶余号”“吉林妇女号”等以
吉林捐献地域、群体命名的飞机，
陆续补充到空军阵营。

长春文艺团体也发挥了独
特作用。1951年5月，朝鲜国立电
影制片厂转移到长春，之后利用
长影设备拍摄了《为了祖国》《保
卫家乡的人们》等7部影片，还制
作了《粮食战线》《停战谈判》等
12部纪录片。1953年3月起，长春
市文工团 34 名演职员赴朝鲜慰
问，在137个日夜演出140多场。
时任副团长的王兆一回忆，随着

胜利的临近，他们一路的伙食也
足见全国人民支前成果：“有山
东的大葱、四川的榨菜、锦州的
小菜、热河的白菜……”

英雄传承：
抗美援朝精神历久弥新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集安市
今年新建了一条“音乐公路”。

这条 385 米长的公路路面
上，有工艺切割的特定序列凹
槽，当汽车以35公里至40公里时
速行驶其上时，凹槽与轮胎接触
产生空气破裂音，进而奏响《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旋律。这
条“音乐公路”，已成为集安红色
旅游线路的新晋打卡地。

江风拂面，花簇飘香，73 岁
的纪实作家孙艳华坐在车上，情
不自禁地随着音乐哼唱起来。

生于抗美援朝期间的她，
2001年从通化市商务局退休后，
以红色文化传承为追求，寻访了
数百位从东北抗联到抗美援朝
期间的老兵及后人，编辑了录入
648 位老兵简历的画册《军旗的
荣光》，完成了《冰川血山》《血性
碑》等老兵纪实作品。

2020 年以来，孙艳华以《抗
美援朝，打服对手的战争》为主
题做了 30 多场专题报告。在通
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在孙奶
奶的影响下更加熟悉了家乡的
英雄历史，也更以家乡的红色气
质为荣。

“志愿军战歌是刻在我们这
代人骨子里的旋律。”孙艳华说，

“但我更希望年轻人珍惜先烈为
我们争取来的温暖的土地、和平
的阳光。”

“抗美援朝，反帝前沿；通化
儿女，奋勇参战；崇贵神勇，机智
果敢；永泰无畏，英雄独胆……”
通化市二道江小学教室里书声
琅琅，孩子们诵读着被编入教材
的家乡英雄人物——“崇贵神
勇”指的是用机枪击落敌机的42
军机枪手关崇贵，“永泰无畏”指
的是机身中弹 56 处仍安全返航
的飞行员李永泰。

这堂特殊的历史课所用教
材，是由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编撰的系列方志读物。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重
要的是一方地域历史文化对一
方人的教化培育。”吉林省方志
馆馆长竭宝峰说，吉林省作为抗
美援朝后援地，域内的青少年应
当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并以此为
自豪，所以用千字文的形式编纂
成书，免费发放，让孩子们知家
乡、爱家乡。

时值暑假，游客如织，这为
红领巾小解说员团队提供了实
践契机。

阳光明媚的上午，集安市实
验小学三年级五班学生张茜媛
在鸭绿江畔开始了新一天的讲
解：“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
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
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必将激励我
们新时代青少年克服一切艰难
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新华社长春7月24日电）

鸭 绿 江 畔 唱 英 雄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 张博宇 王帆 周万鹏

2023 年 7
月 13 日，游客
在吉林省集安
市革命烈士陵
园内观看抗美
援朝烈士浮雕
纪念墙（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周万鹏 摄

鼓励发现发明，保护创新
创造，促进科技应用——这是
保护知识产权的应有之义；推
动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改
善人类生活质量，促进全球共
同发展——这是保护知识产权
的终极目标。

然而，作为技术上具有先
发优势的国家，美国长期以来
把保护知识产权工具化、政治
化，动辄以长臂管辖、高额关税
等举措打压别国，以此谋求美
方一己私利，巩固自身霸权，阻
遏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发
展进步。

从早期“抄近道”，到现在
“耍霸道”，美国从“盗版者”摇
身一变为所谓“卫道士”，以保
护之名行垄断之实，根本目的
是谋取自我利益最大化。众多
专家指出，美国的知识产权政
策奉行实用主义、保护主义和
霸权主义，违背国际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的初衷。

以“窃取来的产权”建立头号工业
强国

美国知识产权保护有着不光彩的过
去。现在动辄对别国“指手画脚”的美国，
曾是全球知识产权盗窃行为的“温床”。美
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
教授彼得·安德烈亚斯表示，美国只是在
成为领先的工业强国之后，才变成知识产
权保护的“捍卫者”。

享有“美国工业革命之父”美誉的塞缪
尔·斯莱特曾是英国纺织厂学徒，违反英国
法律把当时先进的水力纺纱机技术带到美
国，被家乡人斥为“叛徒”。波士顿商人弗朗
西斯·卡博特·洛厄尔在英国工厂窃取动力
织布机技术，并成功在美国“复制”。

建国初期，美国政治精英不仅不排斥
窃取欧洲先进技术，还公然鼓吹和支持。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对屡屡在英国入狱
的美国商业间谍托马斯·迪格斯不吝赞
美，认为他“不仅友善，还充满热情”。华盛
顿还曾推荐英国商人豪厄尔到美国弗吉
尼亚州设厂，专门嘱咐州长不要公开豪厄
尔姓名，避免给后者在英国“惹麻烦”。

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更是在
影响深远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中
声称，欧洲国家先进技术出口禁令“自私”

“排外”，还称应激励将“具有超凡价值的
技术改良和秘密”带到美国的人。

美国福德姆大学历史学教授多伦·
本-阿塔尔感叹道，美国的工业革命“诞
生于窃取来的产权”。

尽管美国很早就制定版权法、设立专
利局，但缺乏监督申请真实性的意愿和手
段，仅仅依赖个人“宣誓”，而且还不保护
外国人权利。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帕特·乔
特认为，当时的美国就是全球工业盗版者
逃避法律追责的“超级避难所”。

美国一度也是图书盗版大国，甚至图
书馆和书店都充斥盗版书。19 世纪英国
文学大师狄更斯曾是美国盗版之风的受
害者，他和其他知名英国作家联名向美国
国会请愿，希望阻止盗版，但并未得到认
真回应，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1886年，旨在维护国际版权的《保护
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缔结。尽管
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通过公约文本
的国际会议，但因美国出版业不发达，参
加公约对美国不利，所以美国没有签署该
公约，直到一百多年后的1989年，美国才
最终加入这一公约。

用“美式标准”推动美国利益最大化

美国巩固经济先发优势和全球霸权，
重要工具之一就是强推保护知识产权的“美
式标准”。美国把保护知识产权纳入其霸权
工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技术和
经济迅猛发展，长期保持对美贸易顺差，让
美国对自身全球竞争力产生危机感。

1985 年，美国总统工业竞争力委员
会在一份报告中强调，要充分发挥美国优
势，就要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政策议程上
优先事项。不仅扩大美国国内知识产权保
护范围，还要推动美国的贸易伙伴——尤
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遵守美式规则。

这就是说，美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实质
是维护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也正
因此，美国将所谓“保护知识产权”与“市
场准入”“操纵汇率”“反倾销、反补贴”等
一同纳入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工具箱”。在
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基础上，

《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设立专门针

对知识产权问题的“特别 301
条款”。该条款规定，美国贸易
代表有权对别国是否充分保
护美国知识产权进行评估，并
采取报复措施。

专家表示，美国表面上是
为了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
合法利益，但由于它把持定义

“合法利益”的权力，强行让他
国遵守美国法律，实施长臂管
辖，实际上是在维护其全球经
济霸权。

相关政策甫一出台，美国
就向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

“动手”。为支持美国制药业利益
集团的侵权指控，美国于20世
纪80年代末对巴西部分输美产
品加征关税，并阻挠巴西在关
贸总协定框架下申诉，迫使巴
西修改国内法维护美企利益。

日美贸易谈判中，日本也
不得不就保护美企知识产权
作出承诺。有分析指出，被迫
采纳“美式标准”是日本经济

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不仅强迫贸易伙伴适用“美式标

准”，还试图在国际机制中推动保护知识
产权的“美式标准”。美国联合发达国家在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纳入知
识产权议题，推动达成《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定》（TRIPS）。TRIPS 对不同发
展水平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采取“一
刀切”模式，其达成被看作是美国“特别
301条款”的国际化。

美国在国际上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不
是简单地为了维护创新或推动进步，更多
是要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施加“美式标
准”，把发展中国家应得利益转移到发达
国家，推动美国利益最大化。

高筑技术壁垒阻遏新兴国家发展

当今世界，多极化、全球化深入发展，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推动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
理方向发展成为普遍心声。在这种背景
下，美国企图谋划“更高标准”、更排外的
知识产权体系，以巩固其垄断地位，阻遏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

本-阿塔尔是《商业秘密：知识盗用与
美国工业力量的起源》一书作者。他在书中
指出，美国等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逻辑是
霸权主义。过去几十年，美国等发达国家把
高污染、高人力成本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
家，经济重心集中在高技术产业和服务，因
此更加重视维护“知识资本”。

美国并不满足于TRIPS带来的利益，
甚至把为保证欠发达国家获取医疗技术和
药品的条款批评为“知识产权保护漏洞”，
寻求建立更严苛的多边知识产权机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过长期闭
门谈判后，于 2011 年就《反假冒贸易协
议》达成一致。该协议从多个方面提高了
TRIPS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将来一旦
生效，在国际贸易机制传导下将严重侵害
发展中国家利益。此外，美国主导的“美
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墨加协定）
也在知识产权方面大做文章。

采取长臂管辖、高额关税等是美国在
知识产权领域惯用的单边措施。今年1月
颁布的《2022年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再
度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手段，增强了
可供选择的制裁力度和范围。

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对发展中
国家设卡立障，其本质是想要把发展中国
家“锁死”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最底端。
已故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巴
顿生前曾对媒体表示，通过知识产权规则
杜绝发展中国家的模仿战略，“将彻底窄
化他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选择”。

在这种政策引导下，美国企业早已习
惯“圈知运动”。在各国滥用规则，超常规
大量申请专利，甚至将通用词汇申请商
标，对基础性专利的定义拓展到概念原理
和操作方法，导致知识产权概念无谓扩
大，知识产权纠纷更加复杂。

从“盗版者”到所谓“卫道士”，美国的
内在行事逻辑从未改变。盗取纺织技术是
为了谋取商业利益、发展本国经济；利用
知识产权规则给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使用先进技术层层设限，也是为了服务美
国利益，保持先发优势，维持全球霸权。美
国的相关做法扭曲保护知识产权的初衷，
不仅无益于推动创新和进步，反而给全球
创新发展造成障碍。借保护知识产权之名
行霸权主义之实，充分暴露美国“卫道士”
的虚伪本质。（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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