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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年代，想拿到解放军的一等功勋

章简直是太难了。

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才能荣获部队的一

等功？

评功细则上的原话很模糊，说是“功勋

卓著，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人，可以获得一

等功。

基层的战士们给出了更简单易懂的解

释。

一等功，拿命换；二等功，有伤残；三等

功，流大汗。

另外一种解释可能更通俗易懂，那就

是：

三等功站着领，二等功躺着领，一等功

家属领。

简单地说，你为了人民为了国家，去做

一件九死一生的事情，才可能会被授予一等

功。

因为是九死一生，所以绝大部分人，只

能在死后被追授。

活着的一等功，太罕见了。

但2020年12月8日，人们却见到了一位

活着的一等功。

9 月上旬，中国空军飞行员王建东驾驶

战机执行飞行命令。

刚刚起飞到仅272.7米的高度时，战斗机

就遭遇了飞鸟撞击，且恰好击中了引擎的脆

弱部位，造成了发动机故障，直接熄火。

飞机即将坠毁，但王建东此时刚刚抵达

居民区附近。

左下方是成片的村庄，前方是城市上

空，到处都是普通的中国群众。

此时的系统在不断的报警，而地面控制

中心反复要求驾驶员立刻跳伞。

此时离飞机坠毁爆炸只剩40秒时间。

在这生死抉择的40秒里，王建东拿出了

37秒的时间，在空中3次变向以规避居民区，

终于找到了一处无人的水田。

让我们看一看黑匣子里提取的现场通

话记录，感受一下当时的惊心动魄。

一直到飞机触地爆炸前的最后3秒，王

建东才跳伞，此时的跳伞高度仅剩下 75.9

米。

正常来说这个高度跳伞只有一个命运，

那就是直接摔死。

不知道75.9米跳伞是一个什么概念，可

以看一看下面这个新闻。

2018年6月23日，“亚洲跳伞女皇”石春

艳以300米的极限低空高度，打破世界超低

空极限跳伞纪录。

世界最低跳伞世界记录是300 米高度，

而今天的王建东在 75.9 米的超超低空进行

跳伞。

普通人在这个距离跳伞，降落伞还没打

开就直接摔死了。

你说王建东生存的概率有多大？

2010年5月20日，济南军区飞行员冯思

广同样是遭遇了空中发动机突然停车，同样

是为了避免战斗机坠毁在居民区，同样是无

视了地面控制台要求其立即跳伞的指令，同

样是坚持飞到了无人地点，同样是在坠毁前

几秒才跳伞。

结果冯思广跳伞后壮烈牺牲，事后被追

授一等功，这个奖是家属替他领的。

王建东知道这些历史，也知道自己可能

遭遇的后果，但他依然选择了在爆炸前的3

秒才跳伞，九死一生的 75.9 米超超低空跳

伞。

但幸运的是，下方是水田，而不是硬土

或者岩石。

最终，王建东全身多处骨折，但侥幸捡

回了一条命。

经专家评估和组织审定，王建东在37秒

内3次规避居民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的安全，导致自己被迫在 75.9 米跳伞的行

为，符合“功勋卓著，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

条件，可授予一等功。

如果不是下方恰好是水田，这个一等功

本来应该是对王建东的家属追授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位活着的一等

功。

有谁不服这个一等功么？

不服的人，欢迎你也去试一试，只要你

够胆量。

而上一个活着的一等功，是杜富国。

2018 年 10 月 11 日，在云南边陲执行扫

雷任务的杜富国，遭遇了一枚重型手榴弹的

突然爆炸。

在紧急关头，杜富国下意识地扑向身体

左后侧的战友艾岩，用身体护住了战友。

最终杜富国的防护服被炸成了棉絮，两

只手被当场炸碎，面部损毁，两只眼睛成了

血窟窿。

而被他护在身下的战友艾岩，安然无

恙。

经紧急抢救后，杜富国活了下来，但已

经面目全非。

所以杜富国被授予了一等功，活着的一

等功。

而杜富国所在的扫雷部队，在完成了扫

雷任务后召集了当地的老百姓。

然后他们当着老百姓的面，手拉手把雷

区给走了一遍，向老百姓证明这块土地是安

全的。

因此，杜富国符合“功勋卓著，有重大贡

献和影响”的评功要求。

有谁不服么？

不服的人，同样欢迎你去试试。

只有去执行那些正常来说必死任务的

人，才有资格拿一等功。

所以和平年代想拿一等功太难了，因为

和平年代就没那么多危险任务。

但战争年代的一等功就多了，不过也没

有一个是好拿的。

再给大家列举几个活着的一等功。

1985年3月，年仅20岁的韦昌进在中越

边境作战。

有一次，他所在的一个排，遭遇了越军2

个营和1个加强连的猛烈进攻。

在战友全部牺牲，弹片击中左眼、穿透

右胸，全身22处负伤的情况，韦昌进为守住

阵地，将脱落的左眼塞回眼眶后，高呼“为了

祖国，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要求后方炮兵

立刻向自己所在的位置开炮。

在重伤弥留的情况下，韦昌进引导炮兵

打退了敌军8次反扑，独自一人坚守阵地高

达11个小时。

在被援军救下后，韦昌进在医院里昏迷

了7天7夜，侥幸存活。

代价是永久性的失去了左眼，被医生替

换成了人工义眼，而右眼也几近失明，全身

22处伤口，经历15次大手术。

到今天，韦昌进体内还有4枚弹片无法

取出，每次通过安检口的时候都会触发报

警。

因此，活着的韦昌进被授予了一等功。

1985年12月，年仅20岁的牛先民，在具

有极大兵力优势的越军进攻中，和全班战友

固守阵地8小时。

在战斗中牛先民全身17处负伤、6处重

伤，腹部被弹片炸开，肠子脱出。

但把肠子塞回体内后的牛先民，仅仅是

用裤腰带稍微固定了一下自己的肠子，就在

阵地上继续战斗。

死战不退！

被援军救下后，牛先民在医院里昏迷了

接近9天，医生切除了他40多厘米的小肠，并

从他体内取出了十多块弹片，幸运地救活了

他。

至今，牛先民体内还有7块弹片无法取

出。

因此，活着的牛先民被授予了一等功。

至于更残酷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活着的一等功那就更多了。

1950年，中国“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召开。

共350 名代表参会，都是普通的一线官

兵，鲜见团以上干部，没有一个高级将领。

但他们起步就是一等功，而且只拿1次

一等功的是没资格参会的。

因为在这群战斗英雄中，立过特等功

1～9次的，就高达78人。

活着的一等功

王建东和妻儿走上领奖台。

士兵们说，获得三等功，想当于乘

邮轮住的是三等舱。但是如果你想赢

得头等舱，老兵只能微笑。

那么，军队一等功的概念是什

么？获得一等功有多难？

一等功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在

今天的和平时代，三等功确实是军队

中相对普遍的认可。只要你能在军队

里呆一段时间，不违反纪律，你就基本

上有机会得到三等功的认可。

但是如果是二等功，那就难了。

与三等功相比，二等功有点像刚被录

取的大学生和基础雄厚的大学生之间

的区别。除了良好的军事技能和实力

之外，二等功还要求士兵能够在军事

竞赛中代表自己的部队，只有当他们

有一个好的排名时，他们才有资格。

这一等功几乎等于上帝的存在。现在

没有战争给你任何伟大的功绩，所以

大部分的选拔机会都从我们国家制定

的 33 个一级功绩标准中扣除了。几

乎所有其他人都为国家、人民或军队

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必须做出普通

人力所不及的贡献。

全国军事锦标赛赢得第一名，可

以有机会获得头等奖。而一等功，它

是为了拯救他人而牺牲自己，为了人

民而牺牲。或者，知道生命面临巨大

威胁，他们毫不犹豫地冲上前。

一等功
是什么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