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0年年99月月2929日 星期二日 星期二 3视 点 责任编辑 /杨明月Tel：010-66720767

厚厚一叠立功受奖证书和奖章奖牌，无
声地述说着三代工兵献身国防事业的辉煌
功绩。但老管家一代代人没有把崇高荣誉作
为炫耀和享受的资本，而是把它们当成新的
起点。

根据组织安排，管序东这位一直冲锋在前
的老工兵，依依惜别战斗一线，从某工兵团政

委岗位上先后转任人武部部长、干休所所长，
始终保持着干劲不衰减、标准不降低。管序
东为部队奉献了全部青春和热血，去年已光
荣退休。

前两代工兵是欣慰的，因为他们把接力棒
已经交到第三代工兵身上，管泰然作为新时代
的工兵倍加珍惜荣誉、时刻冲锋在前。

由于在马里维和任务中表现突出，管泰然
荣立二等功。回国后，每名维和队员可以休一
个月探亲假。管泰然和大家一样，早已归心似
箭，兴奋地写好了休假申请。

然而，组织安排他给兄弟部队做报告，管
泰然二话没说，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深情
地给战友们讲述中国维和官兵所经历的酸甜

苦辣和生死考验，大力弘扬祖国至上、大爱无
疆的中国精神。

报告结束，管泰然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了，
可是没想到领导又对他说：“新兵班长马上集
训，组织上希望你去带训新兵，以自己参加维
和的亲身经历，教育新兵走好军旅第一步。”

管泰然按捺住回家的急切心情，毅然放弃
休假，当起了新兵班长。

参加了维和任务，当了新兵班长，此时的
管泰然，已经从同期兵中脱颖而出：荣立一个
一等功、一个二等功，被表彰为全军学习成才
标兵,荣获原沈阳军区学雷锋金质奖章……他
也顺利提干，走进陆军工程大学的校门。

伴随着部队改革发展的铿锵步履，如今的
管泰然，已成为某工兵防化旅舟桥连代理指导
员，续写着“三代工兵”的接力传奇。

前人的功劳簿不是用来睡大觉的——

薪火相传新起点上再冲锋

““一门三代工兵一门三代工兵””的的血脉传承血脉传承
■滕国华 李影博 乔燕青

习主席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
会议上要求，要大力加强对党忠诚教育，学习宣
传先进典型，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把对党忠
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一门三代工兵”的佳
话，就是管家人重视家庭家风建设的写照。

优良家风既渗透着传统美德，更折射出家
国情怀。中国自古就不乏精忠报国的家风传
承。名垂青史的杨家将三代忠良，第一代杨继
业在宋雍熙三年北伐辽国的战役中壮烈牺牲，
第二代代表人物杨延昭保卫边关屡立战功，宋
真宗曾称赞他：“延昭父业，为前朝名将，延昭护
塞，有父风，深可嘉也。”第三代杨文广官至侍卫
步军都虞候，满门忠烈、三代名将，精忠报国，一
脉相承。

好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对于后代来
说更是无形的精神财富。这种传承需要久久为
功、善作善成。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管宗礼，经
历了跌宕起伏的时代变迁和部队大熔炉的锤炼
后，他把红色基因作为“传家宝”，传了儿子传孙
子，实现了代代相传。

家风的传承需要物理空间的支撑，家庭成员
在共同生活中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三代工兵”
面对聚少离多的客观现实，不失时机地策划组织
教育活动，如管宗礼带着儿孙多次回乡，带着孩
子为家乡的烈士扫墓；利用家属来队时机，带孩
子接受军营生活的熏陶，播下从军报国的种子，
取得其他教育方式难以达到的效果。

家风传承只有始终贯彻鲜明的精神文化主
线，才能走深走实走远。贯穿“三代工兵”成长发
展全过程的正是雷锋精神。三代人把雷锋生前
所在团、雷锋精神纪念馆作为成长平台、教育基
地，从爷爷被表彰为学雷锋先进分子，到孙子获
得原沈阳军区学雷锋金质奖章，形成了三代学雷
锋、三代当雷锋的教育奇观。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一个细胞。”家风传承是
中华民族精神传承的重要形式，它与社会教育和
部队教育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既可以有效落实“从娃娃抓起”的教育理念，
还能在耳濡目染上显示独特魅力。中国军人家
庭数量庞大，只要都像“三代工兵”那样，把红色
基因作为“传家宝”，那么中华民族红色基因的大
树就会更加枝繁叶茂、果实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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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工兵，被誉为战场上的开路先锋。工兵还以“辛苦”著称，俗话说“跑死步兵，
累死工兵”，工兵不仅要有坚强的心理素质，更要有如钢铁般的意志，必须“吃得苦，霸得蛮”。

在辽宁沈阳，有这么一户人家，祖孙三代都是工兵，接力献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他们在不同的年代发
光发热，三代人荣获1个一等功、4个二等功，还曾获得全军学习成才标兵等荣誉。

以下就是“30后”管宗礼、“60后”管序东、“90后”管泰然祖孙三代的国防接力故事。

本期关注本期关注

1938年，管宗礼出生于辽宁凤城的一个小
山沟。在他童年时，由于二叔参加了抗联受到
日军疯狂抓捕，管宗礼的父亲也不幸被牵连抓
走，受到严刑拷打。母亲想方设法救出父亲
后，一家人被迫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生活穷
困潦倒。

新中国成立后，饱受贫穷和战乱之苦的管
宗礼和全国劳苦大众一起当家做了主人。
1957年，19岁的他怀揣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参
军入伍来到本溪当了一名工兵。

当兵后，管宗礼跟着部队转战白山黑水，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吃苦受累是家常便饭，有
时还有生命危险。儿子管序东出生后，由于管
宗礼和爱人工作太忙，无暇照顾，就把他寄养
在沈阳市交通局的一户人家。直到上了幼儿
园，管序东才回到父母身边。

管序东上学后，父母还是以部队为家。每
年寒暑假，他都跟着父亲在部队工地上挖地道、
架铁丝网、背水泥柱。

到了服役年龄，在父亲的鼓励下，管序东
弃笔从戎，参军来到“雷锋团”的前身某工兵部
队，成了家里的第二代工兵。

入伍后，管序东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知
识，考取了原大连陆军学院。毕业后在军区机
关工作，由于表现优秀，他被选送到国防大学
深造。

然而，深造回来的管序东，执意放弃军区
机关发展的平台和机会，坚决要求到某工兵团
任政委。

生死考验不期而至。2010年7月，吉林永
吉发生特大洪水灾害。严阵以待的管序东带
领部队奔赴一线，带头冲锋陷阵，在解救 2名
落水战士和3名群众后被滔滔洪水卷走，幸好

被一棵大树拦住，才捡回了一条命。
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让管序东深

深体会到“军人”二字的重量。2011年，他和父
亲齐上阵，一起动员儿子管泰然参军。巧的
是，管泰然被分配到某工化营，成为老管家的
第三代工兵。

亲友们对此很费解，两代人为国防奉献一
生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这一代也扎进去？
管宗礼掷地有声地说：“工兵部队的苦累和风
险我能不清楚吗？但玩命的工兵不是只留给
别人干的，我们家的人应该继续上！”

2014年9月，管泰然所在团受命组建维和
大队，远赴西非马里执行维和任务。

在异国的 8个月里，面对战乱不止、袭击
频发和“埃博拉”、疟疾等传染病的现实威胁，
面对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遮天蔽日的沙暴，
管泰然始终坚守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和33名
维和战友，3次挺进被武装分子控制的沙漠腹
地，成功应对小股武装人员偷袭、迫击炮弹袭
击等50多次，圆满完成了多项工程任务。

玩命的工兵不是只留给别人干的——

祖孙三代担当使命砺初心

三代工兵一脉相承的，是流淌在血液里的
红色基因、家国情怀，这正是来自于一代代人
的言传身教。

管宗礼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革命传统教
育的活教材。在部队时，他曾参加了雷锋同志
的追悼会，并成为学雷锋先进分子。后来他被
调到原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当宣传干事，采
写报道过雷锋班的先进事迹。

上学后的管序东，随着父亲工作单位的变

动多次转学。但不论到哪里，每年寒暑假，他
都要到部队接受锻炼。直到自己也正式穿上
军装，成为“雷锋团”的一员，在一线摸爬滚打，
参加指挥所搭建、爆破、架桥、布雷……

二代如此，三代亦然。管泰然虽然没能成
为雷锋生前所在部队的一员，但管序东一直没
有忘记用雷锋精神教育孩子。利用管泰然休
假在家的时间，管序东带他到抚顺雷锋纪念馆
接受教育，系统讲述雷锋精神，讲述父亲和自

己学习雷锋精神、勇做雷锋传人的经历，教育
儿子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当兵第二年，管泰然报考军校，但落榜
了。他一度心灰意冷，闹着要“撂挑子”。

管序东赶到部队，没有讲大道理，而是把
儿子带到老战友关喜志的墓前。孩提时，管泰
然就常跟着关喜志一块玩，对他的事迹再清楚
不过。

那年，在吉林永吉的抗洪抢险战斗中，管

序东捡回了一条命，可他的战友、团参谋长关
喜志却献出了宝贵生命。

当时，暴雨冲垮了一处化学原料厂，上千
个化学原料桶顺着洪水滚入江中，如果渗漏造
成化学污染，后果不堪设想。关喜志临危受
命，带领官兵奔赴丰满水库架设浮桥堵截打
捞。但因为水流湍急，浮桥被洪水冲断，他们
所乘坐的汽艇也顺流而下被吸向大坝闸门。
危急关头，关喜志下令跳水。在湍急的水流
中，关喜志将身边的战友推出，自己不幸被洪
水吞没。

在关喜志墓前，管序东轻轻抚着墓碑说：
“喜志，泰然当兵了，我们有接班人了！”说到这
儿，泣不成声。

面对父亲走向火车的背影，管泰然敬了一
个标准的军礼，并暗暗立下了献身工兵建功国
防的决心。

次年，管泰然选择套改士官，继续服役。

厚重的家国情怀不是天生就有的——

言传身教红色基因代代传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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