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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老将军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又添了
一件高兴事——不久前，她收到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送来的“全国模范
退役军人”证书。说到龚全珍老人这个
荣誉称号，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今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江西省莲
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就开始讨
论研究如何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
作。当时，有工作人员提出一个问题：在
电视剧《初心》中，龚全珍是身着军装的，
但为何老阿姨或她家人迟迟没来进行军
人信息采集呢？于是，他们派人来到龚
全珍家了解情况。经证实，老人早年确
实参过军，但是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而且
退役证明也已遗失，所以没有去登记。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工作人员立即到相
关部门查询，终于找到资料证明：龚全珍
于 1950年在西安入伍，1957年 9月以连
职干部转业到莲花县教育部门任教。当
龚全珍老人看到当年自己亲手填写的军
人登记表时，顿时眼泛泪花：“感谢党对
老兵的关怀，时刻记得我们这些老兵，感
谢你们为我找到证明。”不久，龚全珍家
挂上了“光荣之家”牌匾。7月，她被表
彰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尽管龚全珍已有“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从

老人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她很在乎
“老兵”这个称谓，很看重“光荣之家”这
块牌匾。“一身戎装半生兵，豆蔻年华献
军营”。她同千千万万复退军人一样，有
着浓浓的老兵情结。回望龚全珍老人不
平凡的人生经历，定格在我们心中的，不
只是和蔼的老阿姨形象，也是一个可敬
的老兵形象。

因为是老兵，所以她一直追随丈夫、
比翼前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媒体
多次报道了“不当将军当农民”的甘祖昌
的事迹。甘祖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两年后主动请辞回乡务农，带领乡亲
们开垦荒地、修建水库，改变了家乡的落
后面貌。同时，他还将 70%以上的工资
捐出来建设家乡……他的夫人龚全珍一
生以丈夫为榜样，追随丈夫从城市来到
农村，倾心教书育人，乐于扶危济困。如
今 96岁高龄的她依然竭尽所能帮扶困
难群众。甘祖昌和龚全珍都是老兵，他
们传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万里征途为初
心，夫妻接力践使命，让人深受感动。

因为是老兵，所以她一直保持本色、
奉献不止。“人生，各自选择自己的路。
我选择了物质生活简陋而精神生活富裕
的路。”这是龚全珍老人在日记中写下的
话，更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1986年甘
祖昌病逝，龚全珍没有停下脚步，除了兢
兢业业努力工作外，还把自己微薄的工
资捐献出来，建了8个教室，捐助上百名
学生，捐赠近万册图书，而自己和家人一
直过着简朴的生活。在龚全珍老人的字
典里，没有自己，只有他人；没有享乐，只
有奉献。这种大爱情怀，是老兵本色的
自然流露；这种奉献精神，是老兵对党和
人民的深情回报。

因为是老兵，所以她一直反躬自省、
提纯品格。读《龚全珍日记选》，常常可
以看到这样的反思：“我为什么会对学生
发脾气？是我忘记了我是人民的勤务
员。”想到丈夫甘祖昌的事迹，她自问：

“祖昌支援农业拿出了他工资的大部
分。我呢？我为教育事业奉献了多少？
不多。”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对照和反省
中，龚全珍总能找到自身的差距，激发前
进的动力，因而使她的人生境界达到常
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处处有镜子，折射
谦逊的美德；时时皆对照，体现自省的作
风。龚全珍的故事启示我们，经常反躬
自省，坚持自我革命，就能不断去掉思想
上的杂质，提纯我们的信仰和品德，打开
更为纯粹、更为高远的人生境界。

近年来，随着媒体报道，一大批老兵
模范走进人们的视野，龚全珍、张富清、
甘厚美、胡兆富、韩泽民……他们的感人
事迹，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更深刻地体
悟到“老兵”的真正内涵——它不是资历
老、兵龄长的代名词，而是生活的积淀、
人生的厚重；它不是拿来炫耀的资本，更
不是向党和人民索取的砝码，而是一种
光荣、一种情怀、一种责任。“一朝戎装在
身，终生使命在肩。”只有像龚全珍、张富
清等老兵那样，始终胸怀理想、追求崇
高，继承传统、保持本色，不怕困难、勇于
斗争，牺牲小我、无私奉献，才能无愧于
老兵的称谓，在新的人生征途上书写更
加辉煌的老兵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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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国庆到来的时候，我都要到
天安门广场看一次升国旗。当五星红
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迎着旭日冉冉升
起，一种神圣、荣耀和自豪感便油然而
生。国旗在心中飘动，勾起我一次次
对国庆的回忆……

记得我 5岁那年，一个秋光潋滟
的日子，母亲带我到县城赶集。当满
脸喜悦的母亲为我买了画书和“猴爬
杆”玩具，准备在街旁一家饭铺让我

“解馋”的时候，只见正在仰望天空的
饭铺掌柜神色慌张地说了声：“不好，
有飞机！”正在吃饭的人们便惊恐地四
散开来。我的母亲由于多次在日本鬼
子和蒋匪军飞机的轰炸下死里逃生，
因此对“飞机”二字格外敏感。她一听
到掌柜的喊声，便本能地拽着我钻到
饭铺的桌子底下。这时，只听饭铺对
面的戏台上有人用铁皮喇叭筒高喊：

“乡亲们不要怕，今儿个天上飞的是我
们自己的飞机，是来给我们报喜的，就
在昨儿个，阳历的十月一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了！”惊魂未定的母亲和我
这才从桌下钻出来，向蓝天望去，只见
飞机上撒下一张张红红绿绿的纸片，
我当时也捡到一张，上面印有北京天
安门和一面五星红旗的图案，还有密
密麻麻的文字。因为我和母亲都不识
字，就带回来请小学老师解读。原来，
上面印有毛主席的讲话，老师念过后，
我牢牢记住了其中的一句：“中国人民
从此站起来了！”自此，毛主席那句话
和那面象征着新中国诞生的五星红旗
就烙在我心里了。

大学毕业刚当兵不久，我奉命去
北京办事，妻子让我带着刚满三周岁
的女儿，去看看她在歌中所唱的天安
门是什么样子。当时正值国庆前夕，
长安街已经装点一新。从北京站下了
车，我就和女儿坐公交到了天安门广
场。只见广场上人头攒动，人山人海，
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各式各样的红灯目
不暇接，多个五颜六色的花坛热烈地
彰显出节日的气氛。女儿一看到庄严
的天安门和五星红旗，就情不自禁地
唱起《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先请照相
的师傅为我和女儿以天安门和五星红
旗为背景照了一张相，又为她买了两
面小型的五星红旗。我告诉女儿，红
旗上那颗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
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女儿只是点头，也不知
她听懂没有。我抱着女儿穿过金水
桥，来到天安门城墙下，女儿手拿两面
国旗，扑向了毛主席画像，我和她一起
举起手臂，向毛主席敬了一个军礼。
当我办完公事从北京回来的时候，顺
便给家里买回两面中型的国旗，回家

后交叉插在家门口，乡亲们都说我家
的国庆节气氛最浓。

今年国庆前夕，我作为一个退休
老兵，凌晨摸黑起床，穿上旧军服，戴
上“八一”军帽，在老伴的搀扶下打车
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心高高的
旗杆台座四周，已经围聚了里三层外
三层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临近6点
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
伐从金水桥上缓缓走来，穿过长安街
后，队伍正步行进，那铿锵有力的节
奏，不正是新中国前进的稳健脚步
吗？当雄壮的国歌旋律响起，观升旗
的人群中和声四起，整个广场成了一
个万人大合唱舞台，那恢宏的场景和
排山倒海的声音，只有在进入新时代
的中国大地才能看到、听到。我虽然
在后面看不到国旗护卫队肃穆的面
孔，但能从那雄浑有力的合唱声中体
会到各地群众爱党、爱国的火热赤
心。这时，我郑重地举起右臂，向神圣
的国旗敬了我一生感觉最标准、最崇
高的军礼。当我把手臂放下的时候，
忽然想起前不久香港一小撮暴徒竟在
光天化日之下，把神圣、庄严的国旗扔
入海中，这是对新中国和全体中国人
民的侮辱，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必将
受到法律的严惩！

万里长城永不倒，国旗永在心中
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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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936年11月的山城堡战役
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仗，在中国革命史
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具有十分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日前，在第 79集团军军
史馆发现了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
团第 78师侦察班长李延培的作战自
述。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作为当年战斗的亲历者，他对山城堡战
役作了这样的记述：“山城堡战役既是
我军成功的歼灭战，也是我军战史上著
名的侦察战、情报战、攻心战。体现了
毛主席的用兵如神，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的活教材。”

早在 1932年 4月，15岁的李延培
就加入陕西省清涧县东拉河乡儿童团；
1935年 3月，参加陕北游击队，任副班
长；8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 26军第
42师。1935年 9月 15日，中国工农红
军第 25军长征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
16日，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到达永坪
镇，两军胜利会师。之后，红 25军、红
26军、红 27军合编为红 15军团。永坪
会师壮大了西北地区红军的力量，为迎
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
造了条件。

李延培所在的红15军团先后参加
了“东征”和“西征”战役，为巩固陕甘革
命根据地浴血奋战。他在自述中写道：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和敌人对峙一年之
久。因为有群众的拥护，地形的熟悉，
百姓的政治觉悟提高，积极地参加军队
与政府工作，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
胜利。国民党除了大部分给歼灭外，其
他都逃往陕西以南。青年人很多都参
加了红军，由于不分日夜，日晒风吹地

和敌人拼命追打，由陕北打到山西，山
西又返回陕北，再打到甘肃、宁夏、青海
等地方，并到处取得胜利，在山西已快
要打到阎锡山的老巢——太原了。

李延培的这段自述，让我们再次看
到红15军团的英雄气概。正因为这支
红色武装的坚贞和勇敢，党又一次派他
们作为主力部队进驻山城堡作战前沿，
打破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78师对我红
军主力的追堵。

1936年 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
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然而蒋介
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顾我党提出
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继续
推行反共政策。他再次集中优势兵力，
妄图乘红二、红四方面军刚到陕甘宁边
区十分疲劳之际，一举歼灭红军。敌人
仅在静宁、会宁地区就集中了胡宗南第
1军、王均第3军、毛炳文第37军、王以
哲第 67军及何柱国骑兵军共 5个军的
兵力，分四路向红军进击。

10月 22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
战。为制止敌军的进攻，红军根据中央
军委指示，采取逐次转移、诱敌深入的
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给蒋介石嫡系
第 1军以歼灭性打击；对第 3、第 37军
予以钳制，相机予以打击，以利于争取
其参加抗日；对不愿继续打内战而有抗
日要求的第67军和骑兵军则积极进行
统战争取工作。

10月31日，红军主力向豫旺、同心
城转移。进至海原之敌马鸿宾第35师
和何柱国骑兵第 6师为配合胡宗南部
进攻，由海原向古西安州方向截击红
军。红军于海原以北之何家堡地区消
灭敌两个团，俘敌 1000余人，缴获马
匹、枪支各千余。残敌逃回海原。为了
争取东北军，红军对所俘骑兵第6师的
官兵以礼相待，经宣传教育后，全部予
以释放，并归还缴获该师的马匹、武器。

11月 12日，李延培所在的红 15军
团从红古城地区出发，于 16日进至豫
旺城东北的陈家堡子、朱家大湾地区。
此时，胡宗南部恃强骄纵、孤军冒进，向
豫旺地区进攻。中央军委指示，红军主
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
靠近，集结全力，准备一战”。于是红军
各部从11月16日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
区集中。这时，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命
令，于 11月 17日将所部分为三路向盐
池、甜水堡、山城堡方向进攻。当日，其
中路第 2旅在萌城一带被红四方面军
第 4军、第 31军伏击，红军取得歼敌团
长以下600余人的胜利。

萌城战斗后，胡宗南令其左路第 1
旅进到大水坑，中路第2旅暂在原地待
援，右路第 78师向萌城至山城堡大道
之间的古城堡推进，迂回萌城侧后截击
红军。据此，毛泽东于 17日 18时电示
彭德怀：红军宜以第 28军钳制敌第 1
旅，第 4军钳制敌第 2旅，集结红 1军
团、红 15军团及红 31军首先消灭敌第
78师，然后再打第2旅，向西北横扫。

18日，国民党军第 78师师长丁德
隆发觉红军主力已向洪德城、环县方向
转移，即令该师向山城堡方向追击。同
日，周恩来到达环县河连湾，和彭德怀
会面，协助制订三个方面军在山城堡作
战计划。

山城堡位于环县以北的洪德城和
甜水堡中间地带，川塬交互，沟壑纵
横，地形复杂，利于大部队设伏。19日
晚，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遵照毛泽东
指示的精神，决心集中红军主力，歼敌
右路第 78师于山城堡地区，并下达作
战命令。20日，国民党军第 78师进占
山城堡一带，企图由山城堡继续向东
攻击。

关于战斗进程，李延培在自述中写
道：11月21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也是

一个胜利的日子。这一天，预伏在山城
堡附近的红军各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
突然向敌展开猛烈攻击，将敌四面包
围。当天下午，红15军团和红1军团第
2师向山城堡西北的哨马营攻击，断其
退路。与此同时，红1军团主力由南向
北，第 31军由北向南，第 4军由东南而
西北向山城堡进逼。黄昏，红1军团第
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乘敌第232旅
向山城堡以北山地撤退之机，从南、东、
北三面攻入山城堡，并乘胜追击，将其
大部压缩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经过
一昼夜激烈战斗，将敌第78师232旅和
第 234旅两个旅全部歼灭。也是这一
天，向盐池方向进攻的敌人也被红 28
军击溃。敌人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向
西撤退，整个进攻被粉碎。红色的战旗
插上了硝烟还未散去的山城堡，在凛冽
的秋风中猎猎招展。

李延培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战斗场
面和个人的心路历程。他写道：在这样
的战斗工作环境下，我的战斗意志和战
术水平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与提高。作
为一个革命的战斗员，我就是要在党的
正确领导下，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将
革命进行到底。

山城堡战役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也是
长征的最后一仗。这一胜利，是中央
军委正确决策和三大主力红军团结战
斗的结果。这一胜利，迫使蒋介石嫡系
胡宗南部全线后撤停止追击，改变了红
军的被动局面，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
据地，并对增强红军内部团结，巩固与
发展同东北军、西北军等部的统一战
线，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都起了
重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奠基西
北的一份厚礼，为长征画上了一个圆满
的句号。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红旗漫卷西风
——侦察班长李延培记述中的山城堡战役

■褚 银

祖国
我的祖国
你是一部线装的二十四史
读你，读出了——
过人的智慧与胆略
黄河长江奔涌般的思绪
读你，读出了——
我们祖先奋勇开拓的传奇
炎黄子孙顶天立地的气势
读你，读出了——
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
辉煌的底色，十足的底气

祖国
我的祖国
你是金色十月里的五星红旗
读你，读出了——
铁锤镰刀图腾上的史诗
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足迹
读你，读出了——
共产党人的前赴后继
万众一心的坚定信仰
读你，读出了——
十月开辟的金光大道

改革开放的铿锵步伐

祖国
我的祖国
你是一幅画，是一首诗
读你，读出了——
朴实无华的美丽
雄浑激昂的旋律
读你，读出了——
文明古国的勃勃生机
中华民族复兴的凯歌

祖国
我的祖国
七十年的风雨沧桑
你是尊严，你是荣誉
读你，读出了——
血肉相连
生死相依
我愿化作——
一根纤维
一颗水滴
织进你的旗帜
渗入你的大地……

祖 国
■樊银生

训
练
日
志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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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翔
作

在一个秋风飘香的周末，
我们聚会在高高的哨所。
哨长给我们出了一个有趣的考题：
谈谈什么叫祖国？
大家兴高采烈笑语滔滔，
那答案就像五颜六色的花朵。

小刘曾在远离大陆的小岛执勤，
整天陪伴他的只有海岛浪波；
他说祖国就是欢乐多彩的舞台，
想着她，小岛再远也不感到寂寞。
——对呀，我们每个守岛战士，
不都有这样火热的感觉？

小王曾长年在南方边境巡逻，
每临盛夏石头都热得起火；
他说祖国就是无边的杨林柳荫，
想着她，能战胜任何酷暑炎热。
——呵，这话可说到了我们心坎里，
祖国的春风
时刻温暖着我们的心窝。

小张曾参加“魔鬼周”特战训练，
断粮断水坚持奋战几天几夜；
他说祖国就是甘甜的蜜果糖浆，

想着她，能忍受人间最难熬的饥渴。
——呵，这比喻是何等形象贴切，
连我们胸前的奖章也是这么说。

一句句话儿哟，似春泉淙淙，
一个个比喻哟，如朝霞朵朵，
也许有些历史和地理学家，
认为这样形容祖国不合乎科学，
祖国，就该是
五千年文明、千万里山河，
还有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可是，战士有战士独特的“科学”，
祖国永远紧紧连着他们的脉搏：
黑夜间——她是灿烂的星座，
隆冬日——她是鲜艳的花朵，
困难时——她是坚不可摧的靠山，
风浪中——她是牢不可移的依托！
呵，正因为她是这样须臾不可分离，
战士才把全部的爱都献给祖国！

战士的爱
■刘忠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