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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开国将军，一个令人崇敬的称呼，他们个个是身

经百战、功勋卓著的人民军队的开拓者、共和国的奠基人。

开国将军们的战斗经历和不朽精神，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而他，从一位贫苦农民成长为共和国将军，却在功成名就时

选择回乡务农，尔后几十年间，他带领乡亲们垦荒造田、修

建水库，为家乡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就是“农民将军”

甘祖昌。选择从将军再回到农民，变的是生活环境，不变的

是一颗为党奉献余生的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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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到将军，难；而将军选择当
农民，一定更难。将军解甲归田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一种家国情怀？近日，带
着对甘祖昌将军深深的敬意，记者前
往将军故里，有幸见到了将军遗孀龚
全珍老人。尽管已是 92 岁高龄，龚老
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讲起丈夫甘
祖昌的故事，滔滔不绝，言语中透露着
自豪和对丈夫的思念之情。

心系家乡贫苦百姓

2013 年 9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京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
奖获得者。讲话结束时，他把目光转向
一位老人，饱含深情地说，这位老前辈
是老将军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她今
年 90 多岁了，我看到她以后心里一阵
阵的感动。

习近平对在场的 300 多位与会者
介绍，甘祖昌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将
军，江西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
他当了将军，但是他坚持回家当农民。
我当小学生时就有这篇课文，内容就
是将军当农民，我们深受影响。

1957 年，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
长的甘祖昌，在军区是深受拥护的干
部。当萧华去医院探望他时，他又一次
提出了想回老家当农民种地的请求。
甘祖昌诚恳地说：“我文化水平低，战
争年代带兵打仗还可以，现在部队搞
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不合适了。”萧
华说：“你可以脱产学习嘛。”

甘祖昌说：“岁数大了，加上身体
又不好，再说部队有那么多有能力的
人，我做不了多少事，为什么还要占着
一个位子呢。”萧华说：“在部队里，医
疗、生活条件都要好一些，你们莲花县
我知道，是个穷地方，回去后的困难你
想过吗？”甘祖昌说：“我想过多次，我
们都是苦过来的人。参加革命前，穷人
没屋没地，现在革命成功了，穷人翻了
身，分了房子分了地，但还没有富裕。
我打算回去后和乡亲们一起，争取能
为改变家乡面貌做一点事情。”

提及这段往事，龚老边说边翻开
手中的相册，记者的采访也随着眼前
一张张微微泛黄的照片展开。
“作为开国将军，甘将军的这个决

定是很让人震惊的。您当时支持他
吗？”记者抛出了心中的疑问。

龚老笑答：“我一直生活在城市，

选择去农村，的确有过担心。首先语言
有障碍，刚来时江西‘老表’的方言我
一句都听不懂。但我理解祖昌，他是一
个把完成党的任务看得比生命还要贵
重的人，所以即便知道回乡会很艰苦，
但他的决定我都支持。”

1957 年 8 月，甘祖昌带着全家 11
人，回到了阔别 20 多年的家乡———江
西省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从新
疆返回江西，当时他们全家的东西只
装了 ３ 个箱子、３ 条麻袋，而甘祖昌买
来的一头约克母猪、15 只安哥拉兔子、
15 只来亨鸡，却装满了 8 个笼子。龚老
说：“他把这些当成宝，惦记着要帮助
乡亲们发展养殖业。”

带领乡亲战天斗地

一踏上家乡的土地，甘祖昌就像
鱼回大海，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每天
天不亮，他就和村民一样身穿粗布衣、
腰系白汗巾、打着赤脚，到村外捡野
粪。乡亲们笑他确实像个农民。他说，
我是回来种田当农民的，粪多粮才会
多，捡粪是每个农民都要做的事。

甘祖昌提出要治理村里的荒山虎
形岭，种菜、栽果树。村里人都劝他打消
念头。他却说，10多年前第 359旅在南
泥湾大生产时，那里的土质比虎形岭还
差，可是经过改造，恶土地照样长出了
好庄稼。回乡当年他就带上全家老小上
山开荒。经过 4 年奋战，开垦出来的
100 多亩红土壤里，长满了蔬菜、瓜果。
此后，乡亲们也纷纷跟着他开荒。

当时解决粮食问题是大事，全村
600 多亩冷水田，亩产仅二三百斤。甘
祖昌每天围着冷水田转，他想到城市
挖下水道排污水的方法。不顾有病在
身，他带着社员跳进结着薄冰的冷水
田，打木桩、捞稀泥、开沟渠、排冷水。
干累了，就靠在田埂上休息，或坐在地
上抽袋旱烟。连续五个冬春，冷水田全
部改造完成，亩产达到七八百斤，彻底
甩掉了‘吃回销粮大队’的帽子。

干旱也是导致低产的一大因素，
1963 年莲花县大旱 100 余天，甘祖昌
决心带领乡亲们兴修水利。“他每天都
忙得脚不沾地，日渐消瘦，说要赶在雨
季前完工。我和乡亲们连劝带拉，把他
拖回了家。可当晚下起暴雨，他披上雨
衣就直奔工地……”龚老说到这里，无
奈地叹了口气。一夜的洪水，把陂坝冲
得一干二净，乡亲们垂头丧气。但甘祖

昌却胸有成竹地说：“同志们，天晴了两
个多月，泥巴像石头一样硬，挖沟修渠
费工又费力，这场雨让土质变松软，一
个工等于三四个工。老天爷虽然毁掉我
们 3000 个工，但也等于赔偿了我们 1
万个工。”他的一席话，又让大家看到了
希望。在甘祖昌的带动下，经过 5 个多
月的奋战，只花了 12.1 万元，便建成了
一座高 19.5米、长 25米的江山水库，开
挖的 21.5公里水渠，灌溉农田数千亩。

在回到农村生活的 29年里，甘祖
昌不顾身患多种疾病，不辞劳苦，带领
家乡人民先后修建了 3座水库、25公里
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
为促进家乡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保持勤劳俭朴本色

龚老告诉记者，甘祖昌回乡后，生
活仍十分俭朴。“他常常告诫自己，要
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干部的架
子。”龚老讲道。1957 年回乡之初，甘祖
昌和两个弟弟，三家 20 多人同住在一
栋旧房子里，省里按规定拨出 5 万元
专款，准备为他在吉安市另盖新房。他
闻讯后找到有关领导表示，国家还很
穷，又要搞建设，用钱的地方多，未予
同意。民政部门多次提出要为他在莲
花县城盖房，同样被他婉言谢绝。

后来，家中人口渐增，老房子不堪
拥挤，他才自己花钱在老家盖了栋普
通民房。江西省民政厅要给他建房费，
他坚决不要，运来的玻璃也原物退还，
并附信一封：“在农村，目前大多数群
众都没有装玻璃，我的房子如果装上
玻璃就是搞特殊化了。”

在家乡，甘祖昌一直保持着艰苦
朴素的优良作风，抽旱烟、打赤脚，生
活和乡亲们一样。但为了家乡的建设
事业，他不遗余力、从不吝啬。他常说，
工资是国家给的，是劳动人民给的，我
们只有把它用到革命事业上的责任，
没有丝毫挥霍浪费的权利。他在去世
前说的最后一句话：“领了工资，先交
党费，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农药
化肥支援农业。”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江西省莲
花县果树成林，甘祖昌的孩子们也都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优异成
绩。甘祖昌将军的坚定信念、为民情
怀、革命精神和红军本色，永远是我们
的宝贵财富和学习榜样。他的精神永
留千古。

每天问自己，准备好了吗？
———天津某预备役高炮团开展实战化演练侧记

■黎海军 张彦鹏 本报记者 邢邦明

12 月 22 日凌晨，一阵紧急的电话
铃声在天津某预备役高炮团作战值班
室响起：“命令你团迅速组织集结，快速
完成战备转级，做好部队紧急出动的相
关准备！”

受领预先号令、分析研判情况、准
备物资器材、部署作战任务……年终岁
尾，该团营区依然散发着浓浓的“硝烟
味”。2 小时 40 分钟后，该团参加拉动
的官兵齐装满员按时到达指定地域，开
展了为期 4 天 3 夜的实战化演练。

该团政委陈保国告诉记者：“只有
把官兵置身于实战环境中，锻炼他们的
实战意识，抓出实效、取得实绩，才能确
保打得赢！”

去年编兵整组完成后，该团实战化
训练搞得也是如火如荼，训练成绩有了
明显提高，特别是高炮专业的射击成绩
更是遥遥领先兄弟部队。可是，今年 9
月，该团参加实战化考核时却掉了链子。

这天，上级机关不仅考核他们射击
成绩，而且发出了紧急拉动的号令。参演
编队刚出营区，就被导调组宣布 60%的
高炮已被敌导弹摧毁。原来，他们只盯
着目的地，想着如何把“敌机”打下来，
装备出库后没有按照规定伪装，大部队
在机动过程中被“敌”卫星侦察到，轻易
地被“摧毁”。

此时，该团党委“一班人”恍然醒
悟：“敌人不可能等我们把炮架好了再
打，如果不贴近实战练兵，我们都到不
了战场，专业技能再强，又有什么用？”

败走麦城后，该团党委举一反三，
从动员集结、装备启封、长途机动等战
争中出现的环节，全部重新规范，先后
把伪装、通信、后勤保障等 15 个专业
小、实用强的课目纳入到实战化训练内
容之中。与此同时，他们还严格按照作
战要求，为每一名预备役官兵配齐了制
式的个人携行、运行装具。

以往在训练中，该团党委发现高炮
分队和航模保障分队长期是“你瞄你
的，我飞我的”，针对这种训练对抗性
不强、火药味不浓、脱离实战的实际，他
们提出了训练过程中实行“背靠背”式
对抗，首先研究飞行器常见的飞行动
作，并加以改进融入航模保障分队的战
术编队之中，防止只有一个飞行姿态，
给官兵们造成“易瞄准、易击落”的错
觉；然后让高炮分队在航模复杂的飞行
轨迹中反复练习搜捕、跟踪、锁定、射击
目标。为了让官兵们真正进入角色，他
们还和驻地空军联系，把部队拉到军用
机场附近，在空军战机练习战术动作
时，训练部队目标捕捉的时机。

在现有作战系统上，该团创新高炮

预警系统，引入了数字化跟踪瞄准系
统，将各种信息单元进行了整合，实现
了大数据的“云”共享。一番苦练，他们
不但能击落“低、慢、小”目标，而且面对
高速飞行物，各作战分队之间的诸元密
切协同，从目标搜索、跟踪到锁定一气
呵成。

当又一场紧急拉动演练如期而至
时，有人提议能否向上级汇报困难，争
取推迟演练时间。该团团长徐漫坚定
地说：“打仗不是演戏，不会给我们准
备的时间。每天都应问问自己，你准备
好了吗？”

在复杂电磁环境中练雷达操作，增
加靶机动作难度练高炮瞄准，面对无序
出现的标靶练轻武器射击……记者跟
踪演练全过程发现，贴近实战练战术、
练协同，演练中处置突发情况就会更加
得心应手。22 日深夜，“敌机”突然出现
在该团预警雷达上，坚守岗位的值班员
立即发出了紧急号令，官兵们紧急集
合，携带战斗装具，跃入战位……

聚焦双应砺精兵
———湖南省新邵县人武部着力提升民兵应急应战能力

■李志林 赵 哲 本报特约通讯员 周玉良

11 月 6 日 8 时，接到县应急办的
“敌情”通报，湖南省新邵县人武部迅速
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启动道路抢修预案。
不足 2 个小时，被毁桥梁便架设完毕，
道路恢复畅通。这是该县参加上级演练
中的一个镜头。

近年来，该县人武部围绕“平时能
应急、战时能应战”的要求，积极发挥民
兵应急分队“拳头”作用，有效提高了民
兵队伍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着眼战场需要编组

针对少数民兵使命意识淡化的现
实问题，该人武部结合国际国内形势，
开展“我当民兵我光荣”“扎根山区干事
业，尽好民兵履职责”等教育活动，打牢
民兵理想信念，夯实军魂意识、宗旨意
识和使命意识。

在此基础上，根据民兵双应任务
需求，坚持整组与遂行任务相结合，在
任务分配上，加大重要防卫目标较多
单位的编兵人数；在编组地域上，重点
向交通沿线乡镇和县城周边地域倾
斜；在人员选编上，优先编组退伍军人
和专业技术人员；在编组秩序上，依据
动员使用的先后顺序，首批动员的力
量和队伍先编；在组建力量上，着眼平
时遂行任务需要，重点突出了民兵应
急分队，随时准备遂行火灾、洪灾、地
震、矿难、化学物品泄漏和反恐维稳等
任务，确保了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

去、起作用。
为使编组工作立竿见影，人武部

还协调地方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军民
融合式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县
民兵应急分队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
设的通知》等规范化文件，从应急分队
的组建、任务、管理、使用等作了明确规
定。并将民兵建设纳入到党委、政府议
事日程中。

在此基础上，该人武部在与军事专
业对口，具有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功能
的高科技产业，先后编建了 22 支网络
防护、气象水文、医疗救护等新型民兵
专业分队。对表现突出的人员和单位及
时给予奖励，大大提高了参训民兵和编
兵单位的积极性。

盯着使命任务“磨刀”

新邵县地处山地丘陵，森林防火、
抗洪抢险和抗冰救灾等抢险任务繁重。
因此，该人武部以应急动员、城市防空、
支前保障、抢险救灾、快速处突等使命
课题为主要内容，以练指挥、练协同、练
保障、练作风为重点，组建了森林防火、
抗洪抢险等 15 支小分队。

围绕《民兵军事训练大纲》，他们还
制定民兵防化、道桥、桥梁、火灾、水灾、
冰灾、矿井救援等预案，并聘请驻军部
队教学骨干组织指导民兵训练，加强与
驻地部队和公安、消防、人防等单位的
联训联演，每年组织一次实战化军地联
训联演活动。有效提高了应急队员的操
舟和救援能力。

同时，他们围绕“搭建信息化平台、
整合信息化资源、建强信息化力量”目
标，把地方先进的信息、技术、装备、资
源纳入后备力量体系，构建了国防动员
应急应战一体化信息平台，大大提升了

民兵应急救援队伍在信息化条件下的
双应能力。

近 3 年来，人武部先后动用民兵应
急救援分队 1200 余人次，参与森林扑
火、抗洪抢险、抗旱救灾、矿难救援、化
学事故等抢险救灾行动 23 次。

在应急维稳中打头阵

“接上级情况通报，汽车站发生抢
劫杀人案，有 4 人向县城方向逃窜，请
协助围捕……”11 月底，县人武部受领
任务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 30 名
民兵及在外执勤的 3 支小分队配合公
安部门，走村入户进行清理排查。经过
包抄合围，民兵应急分队最终将 4 人在
闹市抓获。

着眼地方维稳工作实际，该人武部
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完成非战争
军事任务需求，着力锻造双应一体力
量，提高双应一体能力。针对可能担负
的防卫作战、动员支前和反恐维稳等任
务，人武部根据实际情况，协助公安机
关在人流繁华地段增设了多个民兵执
勤点，添置了民兵治安巡逻车，还在各
主要街道、社区派有民兵巡逻小分队，
每天坚持定时巡逻。

同时，该人武部组织民兵继承和发
扬我军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全力投身经
济社会建设。定期组织进社区、进校园、
深入田间地头，解读惠民惠农政策。并
通过发放宣传单、召开恳谈会等，开展
文明新风创建活动，有力促进了社会和
谐建设。

据了解，近年来，该人武部先后协
助公安部门查私禁毒和破获各类案件
92 起，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护林、
护村、护矿、护路活动 420 余次，为建设
“和谐平安新邵”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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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祖昌，1905年出生在

江西省莲花县，21岁参加农

民赤卫队，1927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井

冈山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

五千里长征；抗战时期，参加

了开辟敌后战场、保卫陕甘宁

边区的历次战斗和著名的南

泥湾大生产运动，后随第 359

旅完成了南下广州和中原突

围等任务；解放战争时期，转

战大西北，进军新疆，长期从

事部队后勤工作。1955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

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等；1986年 3月 23日，因病

在莲花县逝世，享年81岁。

龚全珍老人与本报记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