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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底，厦门市海沧区国防
教育展览馆对外开放。英烈墙前，烈士
包孚群的侄子包应奎久久凝视着一张素
描，眼圈微红：“大伯，第一次见到您的样
子，感觉到您的真实存在，我要让孩子们
记住您……”英烈墙上，这样的人像素描
共有5张，是海沧军地历时2个多月共同
寻访抢救英烈事迹的成果。

70多年前，为了革命胜利，海沧区有
12名先烈献出生命。2017年6月，该区筹
划建设国防教育展览馆，方案评审会上，
区委主要领导提出：没有革命先烈浴血奋
战，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应将这12名
海沧籍先烈请进馆内醒目位置，让后人永
世铭记和缅怀。区人武部和双拥办受领
了制作英烈生平展板的任务，却发现这几
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年条件有
限，12名烈士中有5人没有留下任何影像，
其他人相关资料也不齐全。筹建团队将情
况向区委领导汇报后，收到回复：“一个都
不能少，所有烈士照片及事迹必须进馆！”

一个都不能少！军地工作人员踏上
了漫漫寻亲路。可是实在找不到照片怎
么办？有人建议，能不能学习刑侦手段
中的模拟画像，通过烈士亲属和同村乡
亲口述，将英雄画出来。

消息传出，负责场馆建设的厦门某
设计装饰公司专门请来一位有名的素描
画家配合寻亲组的工作。这笔经费并不
在场馆建设预算内，可公司副总经理黄
洪源表示：“当年这些先烈为了厦门解
放，有的连儿女都没有留下，现在能为烈
士做点事，即使亏本也要做下去。”

2017年 9月 11日，区双拥办余小军
主任从一摞摞老兵档案中，找到了烈士
谢庚源的入伍详细地址，带上画家赶到
烈士生前所在村庄，细细打听，原来由于
近年来城市建设进程加快，烈士亲属早

已搬到厦门岛内居住，大家只好用最原
始的办法挨家挨户问，找了多个小区，几
十户业主，终于找到了烈士的亲人谢亚
敏，老人万分激动，拉着工作人员的手
说：“没想到几十年后，政府还没有忘记
我的弟弟……”

随后画家就按照谢亚敏老人的口述
特征，前前后后修改多次，终于把谢庚源
的样貌还原了出来。“太像了，弟弟年轻
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捧着工作人员递来
的肖像画，谢亚敏眼泪夺眶而出。

从实地走访到5名烈士的所有画像
全部完成，寻亲活动前后历时整整 2个
月。其中耗时最长、最复杂的当属为杨
松贵烈士绘像。工作人员先后“三顾茅
庐”，可老人唯一健在的养子对父亲样子
的记忆已模糊，整个村庄也没有人有印
象。工作人员随后又到周边几个村庄寻
找与烈士年纪相仿的老人了解，都没有
任何结果。最终，在征得养子和全体村
民的同意下，画家根据这个村多数村民
样貌的共同特点，为杨松贵烈士画了一
幅特殊的肖像。

�为他点赞
犹太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

获得者埃力维塞尔说过：“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这些
故事构成历史”。的确，历史不仅由宏观
的国家叙事构成，更有个体的人有温度
的经历。这些人这些经历，不仅让历史
更加真实可信，也有助于后人对过去的
理解和认知。为英烈画像、让为国捐躯
的英雄由档案上简单的名字变成立体的
影像，看似小事，却是中华民族感恩传统
的传承，是对红色历史的完善，是对历史
虚无主义者的有力回击，更可激励后人
传承历史砥砺前行。

让让烈士影像长存世间烈士影像长存世间
■余 飞 罗 航 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文涛

“哦，背水姑娘，你知不知道，天上
的月亮已经落在了水面上……”

元旦佳节，一群平均年龄接近50岁
的藏族妇女肩背水桶，唱着本地歌曲《背
水姑娘》，穿行在通往西藏昌龙边防连的
路上。此地海拔4500多米，水珠落地成
冰，她们脚下这条长约1.5公里的送水小
道，每个人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

见年过六旬的尼玛老人也在背水
队伍中，官兵们赶紧上前接下水桶，劝
其回家休息。尼玛不说话，笑着走进返
程队伍。

追忆似水流年，这些“背水老阿妈”
曾经都是“背水小姑娘”。56岁的卓嘎
告诉记者，她从记事起就知道，给“金珠
玛米（藏语，意为解放军）”背水是村民
的义务，自己还是“普姆（藏语，意为小
孩）”时就从大人手里领取了小水桶。

此言非虚。拥军早已融入昌龙百
姓的日常生活。半个世纪前的隆冬某
天，“全国拥军模范”拉吉阿妈到连队走
访慰问，发现“兵儿子”少了几个，忙问
去向。得知每年进入冬季，连队水管冻
住后，不得不派专人负责背水，老阿妈
心疼极了。

不能让用水困难影响官兵训练生
活！当天下午，拉吉阿妈就给连队背来
第一桶“拥军水”。不仅如此，她还发动
村民组成背水小队，从村里打水后，浩
浩荡荡背进军营。后来，拉吉老了，她
就把背水义务传给女儿确吉。前几年，
拉吉走了，确吉也腿脚不便，背水的重
担就落到了家族的第三代人肩上。

据乃村党支部书记达瓦介绍，昌龙

一带的青壮年男子大多外出就业，背水
队多由妇女组成。正因如此，每逢春播
和秋收时节，昌龙边防连官兵都会自发
下地干活，保住村民的“饭碗”。他说，
其实“金珠玛米”为群众做的实事不少，
乡亲们背运一点拥军水算是感恩反哺。

记者了解到，昌龙所属的乃村和普
村都有固定的背水组织，进入冬天，两
个村便定期轮流给驻军送水。该连官
兵介绍，昌龙边防连的蓄水池高近 1.5
米，容量为 3吨，村民都很实在，每次出
动不仅要让水池满得快溢出来，还要让

连队盆满钵盈。
上图：军民同背水。 晏 良摄

每逢驻军用水告急，西藏岗巴县昌龙乡乃村和普村群众都会义务
背水，让子弟兵安心戍边—

“拥军水”，背过了半个世纪
■本报记者 晏 良

本报沈阳 1月 3日电 周明磊、记
者贾文暄报道：1月3日下午，辽西某海
军试验基地内，来自辽宁省军区5支海
上民兵应急分队的 300余名民兵齐聚
训练场，展开海洋地理和水文气象知
识、船载通讯设备使用、海陆目标侦察、
海上救生与救护等 9个课目的海上应
急行动训练。这也是该省军区迅速贯
彻落实习主席训令要求，组织民兵分队
的新年度首训。

1月 3日上午，该省军区官兵参加
完新年度开训动员后，迅速组织早已整
装待命的 5支海上民兵重点分队展开
新年度首训。尽管训练场上寒风瑟瑟，
滴水成冰，但参训的民兵却热情不减。
大家纷纷表示，训令就是催征的号角，
首训就要展现练兵打仗的新风貌，军队
要能打仗、打胜仗。这不仅是对现役官
兵的要求，更是对广大民兵的召唤。

为了把训练向实战聚焦，提高打赢
能力，该省军区紧紧围绕“冬日天气寒
冷、教学资源匮乏、训练保障困难”等突
出矛盾问题，积极想办法：协调海军某
部为民兵提供训练场地；从海军航空兵
学院请来军事专家，为民兵讲授任务海
区海洋地理等情况；邀请地方国安部门
领导，讲解国家周边安全形势；邀请海
事部门具有航海经验的教员，组织航行
编队的现地教学……

训练场上，组织训练的葫芦岛军分
区战备建设处处长魏春岩介绍说：“今
天，我们听了习主席的开训动员，很受
鼓舞。练兵备战不仅是现役部队的事，
也是民兵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坚决
破除‘后备’‘后用’的错误观念，充分发
挥民兵的优势，把任务扛在肩上，把使
命装在心中，敢拼敢打、勇往直前，坚决
完成每一项任务。”

辽宁省军区

新型民兵走进海训场
本报重庆1月3日电 张诺、记者

左庆莹报道：天寒地冻北风啸，厉兵秣
马正当时。1月3日15时，随着一声紧
急集合号音响起，重庆市秀山县100名
民兵应急分队队员闻令而动，一场带抢
险救灾背景的实战化演练拉开大幕。
今年开训，该县人武部一改以往集中
动员后精品课目示范的习惯做法，让实
战化演练吹响新年度训练的“冲锋号”。

“习主席训令发布后，我们的训
练劲头更足了！”该人武部部长邓应军
介绍，以往新年开训敲锣打鼓、你表决
心我应战的热闹画面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实战化背景的演训
直接将人武部干部职工和民兵应急分
队带进练兵备战状态。

“319国道主干线因积雪出现严
重拥堵，造成千余台车辆滞留，你部迅
速组织民兵投入保畅通任务！”县人武
部值班室接到救援命令后，立即启动
了冬季抗冰保畅应急预案，组织担负
公路抢通任务的50余名民兵，携带扫
雪除冰设备在30分钟内集结完毕，火
速向数十公里外的指定地域开进，实
施道路抢通。演训中，他们重点加强
应急分队动员集结、装备征用、科技保
障的演练，从拟制方案到联动部署、从
启动军地协调机制到信息资源共享，从
物资器材装载、紧急拉动、编队行进、设
备使用到个人救护等，他们一个课目一
个课目地过，锤炼民兵体能、技能和过
硬心理素质，锻造应急拳头力量。

开训即开战，逼出危机感。民兵吴
华勇满头大汗，“开训就动真格的，这还是
第一次，让我看到自身素质与实战要求的
差距，这一年，得当练家子喽，走起。”

重
庆
市
秀
山
县
人
武
部

实
战
化
演
练

拉
开
大
幕

本报塔城 1月 3日电 郭发海、熊
振翔报道：“啪啪啪……”一阵阵清脆的
枪声打破了雪野的宁静，1月3日上午，
刚刚听完习主席开训动员令的新疆塔
城军分区将机关干部拉至茫茫雪野，冒
着零下 22摄氏度的严寒组织实弹射击
训练，常委们作为第一组率先打响新年

“第一枪”。司令员李文说：“龙头怎么
摆，龙尾怎么甩。聆听完习主席的开训
动员，党委机关不仅要学习在先，更要
行动带头，只有这样才能将讲话精神落
到实处，才能为官兵立起好样子。”

机关要做部队训练的表率，常委要
做机关训练的样板，这是军分区党委“一
班人”的共识。近年来，他们在抓部队训

练时注重突出首长机关这个重点。成立
常委示范班，叫响了“训练我带头，考核
我当先”的口号，对照新大纲，重点研究
重难点课目训练，掌握训练要领后再带
领官兵一起练。为提高训练水平，他们
从连队请来训练尖子，让“兵教头”执教
首长机关训练，所有常委与普通战士同

场训练、同场竞技。为检验首长机关训
练效果，他们让基层官兵担任考官，坚持
每周一小考，每月一大考，营造了“争当
训练标兵，争创先进典型”的良好氛围。

笔者了解到，开训以后，军分区党
委“一班人”立即把主席讲话列入 1月
份党委中心组学习内容，认真剖析当前

部队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时
间表”。由常委带队，成立工作组分赴
所属部队，把纠治训练和执勤中存在的
不实作风作为新年度开训第一课，严格
按打仗要求开展实战化巡逻，以实际行
动摒弃积弊沉疴，开训伊始就为部队确
立了大抓实战化训练的鲜明导向。

新疆塔城军分区

-22℃，常委打响“第一枪”

闻令而动 强军战鼓擂响新征程
——国防后备力量坚决贯彻习主席训令要求迅速掀起训练热潮

1月3日上午，中央军委举行开
训动员大会，习近平主席向全军发
布训令,明确了新时代练兵打仗的新
任务，大江南北掀起练兵备战热潮。

1月 3日下午，云南某预备役
师通信团官兵忙着布放线缆、接受
考核、安装终端。参训干部李云川
感慨，往年开训一般是打打军体
拳、搞搞装备展，这样一开训就开
考让人有点“蒙”，但通过考核，找
到了“短板”，明确了 2018年努力
方向！“紧盯训练中的短板弱项真
抓真练，才能更好地落实战斗力标
准。”正在登记成绩的作训科参谋
郭晋钢解释。 缪祥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