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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强、特约通讯
员胡铮报道：“生啦！生啦！是个男孩，7
斤 2两。”前不久，新疆喀什军分区传来
喜讯，该军分区某边防团指挥通信连女
兵班班长郑红梅顺利产下一名男婴。看
着健康可爱的孩子，郑红梅含着眼泪说：

“孩子小名叫恩恩。”
2018年 9月，郑红梅调到位于帕米

尔高原的指挥通信连，任女兵班班长。
该团一线边防连队大多驻守在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自然环境恶

劣，但郑红梅这群女兵不畏艰险，刻苦训
练，各方面成绩都比较突出。工作上出
彩，生活上也是喜事连连。去年8月，在
团党委的精心组织筹划下，一场隆重的
集体婚礼在海拔 4700多米的红其拉甫
国门前举行，郑红梅与爱人结束了 9年
的爱情长跑，成为幸福的新娘，年底，怀
上了一个小生命。

但俗话说好事多磨，一天晚饭后，
郑红梅突然感到肚子疼得厉害。“时间
就是生命，赶快下山住院检查，务必把

胎保住。”由于驻地医护条件有限，加
之高寒缺氧，团领导迅速安排干部带车
连夜将郑红梅送到距离团部 360多公
里的解放军第 947医院。“幸亏送来及
时，要不然这胎就保不住了。”拿着郑
红梅的检查报告，当班的主治医生说。
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保胎，郑红梅顺利
出院。

今年 5月中旬，郑红梅提出回原岗
位工作，但团党委没同意。驻地环境条
件差，郑红梅与爱人又分居两地，孩子要

是再出什么事就麻烦了。基于这样的考
虑，团党委研究决定，暂时将郑红梅协调
到山下喀什军分区机关的卫生所。军分
区党委特事特办，郑红梅很快就到新岗
位报到了。

军分区克服疫情影响，多次派车和
女干部以“点对点”的方式，陪同郑红梅
到医院接受孕检。特殊时期，医院专门
为郑红梅开辟“绿色通道”，启用“一站
式”服务，为孩子的降生做足准备工作。

“我是多次享受了组织的‘特殊照
顾’啊！”郑红梅激动地说，给孩子取名叫
恩恩，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常怀
感恩之心来铭记组织温暖的关怀。“等休
完产假，我一定回到原岗位好好干，争取
带出更多优秀的戍边女兵。”郑红梅坚定
地说。

新疆喀什军分区某边防团关爱高原戍边女兵

“孩子小名叫恩恩”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70年过去了，奔流不息
的鸭绿江，仍向世人述说着“保
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的英雄故事。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连日
来，本报记者追寻英雄印记，探
访志愿军著名英雄——杨根思、

黄继光、邱少云、杨连弟、孙占元
的家乡，在孕育英雄的土地上，
深刻感受到英雄的精神早已生
根开花。

从今日起，本报推出《志愿军
著名英雄故乡行》栏目，通过记
者的镜头、笔头，展示英雄家乡
人民在英雄精神的激励下奋发
作为的生动篇章。

【杨根思小传】
杨根思（1922年 11月 6日-1950

年 11月 29日），江苏泰兴人，1944年 2
月入伍，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荣获“爆破大王”“华东一级人民
英雄”“华东三级人民英雄”“一级战斗
英雄”称号。生前系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20军58师172团3连连长。1950年
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50年
11月29日，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围
歼长津湖美军陆战第一师战斗中，他
率本连3排扼守下碣隅里外围制高点
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连续击退敌
人8次猛烈进攻。当阵地上只剩下他
一人时，他抱起仅有的一包炸药冲至
敌群，与敌同归于尽。他被志愿军总
部授予“特级英雄”荣誉称号，并获“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1951年 5月 9日，志愿军总部命名杨
根思所在连为“杨根思连”。

开 栏 的 话开 栏 的 话

泰兴是位于江苏中部的一座小城，
正如“泰兴”二字，这里安宁祥和。

70年前，一位来自泰兴的年轻人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喊出铮铮誓言：“在革
命战士面前，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
务，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不相信
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位年轻人就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和特级英雄
杨根思。

岁月如梭，70年过去了，“三个不相
信”精神早已在孕育英雄的故土上血脉
相传，成为英雄故乡人砥砺前行的动力。

“今年国庆，我们一家人来泰兴游
玩，没想到每个景点都有民兵引导车
辆、免费咨询、帮忙拿行李。”10月 6
日，记者来到泰兴，巧遇扬州贺先生一
家，他告诉记者，在民兵的帮助下，他
们的泰兴之行既愉快又安全，为泰兴
民兵点赞。

贺先生所说的泰兴民兵，就是当地
家喻户晓的“杨根思民兵应急连”的队
员们。作为英雄杨根思的家乡，如何传
承与发扬好杨根思“三个不相信”精神，
是泰兴市人武部一直不断摸索的课题。

2011年，以“杨根思”命名连队后，
人武部把杨根思在各个时期的战斗故
事梳理整合，通过微信群，发送给民兵
学习。“杨根思‘三个不相信’精神是一
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
标杆，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用心
读。”泰兴市人武部政委石磊对记者说。

“我是中国民兵，我宣誓，随时响应
国家号令，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今
年 9月 30日，在杨根思烈士陵园，民兵
队员祭奠英烈。虽已是秋日，可火辣的
日头、居高不下的温度让全副武装的民
兵队员个个汗流浃背，但他们始终如身
旁的青松，笔挺不动。“我们就是要用杨

根思‘三个不相信’精神鼓舞斗志，把学
习英雄的热情转化为练兵豪情、打赢动
力。”石磊说，接下来，他们将陆续展开

“向杨根思学习，做杨根思式好战士”
“学习杨根思精神，我们应该怎么办”等
系列活动，继续夯实民兵思想根基。

家住根思乡根思村的杨兵是“杨根
思民兵应急连”的一员，十一假期他参
与巡逻执勤，比平时还忙，更甭说与家
人一起踏秋出游了。“恰逢‘双节’，阖家
团圆、举国欢庆，越是这样的日子，我们
越应绷紧弦、睁大眼，不能出任何纰
漏。”杨兵告诉记者，国庆长假期间，有
130多名基干民兵放弃休假，在全市各
大景区及汽运、汽渡站点执行巡逻执
勤、交通疏导、维护治安等任务。

“为游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辛
苦指数’换来游客及市民的‘开心指
数’，我们这点牺牲算什么。”“杨根思民
兵应急连”指导员常斌说，民兵有熟悉
民情、社情、地情的优势，群众有需要，
就要挺身而出，让群众安心过个节。

群众有需要，就要挺身而出！今
年，疫情、汛情接踵而至，让民兵在遂行
任务的同时，更加深刻实践了“三个不
相信”精神的内核所在。疫情防控、防
汛抗洪、安保处突……哪里有需要，哪
里就有“杨根思民兵应急连”的身影。

“从疫情防控工作开始，我已记不
清这是今年第几次执勤了。”国庆假期，
坚守在汽渡岗的鞠飞告诉记者，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杨根思民兵应急连”就
迅速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想起那段紧
张繁忙的日子，鞠飞至今唏嘘不已。他
每天早上 6点准时来到社区，换下值夜
班的同志，开始一天的工作。早上 8
点，又背起消毒喷雾剂，对小区楼道消
毒，小区居民都称他为防疫“钢铁侠”。

“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后，我们毫不松懈，
在这种节假日更是要慎之又慎。”鞠飞
说，紧张了大半年，家人本想利用国庆
假期好好出去玩一趟，结果因自己执勤
没能成行，好在家人都能理解。

今年 7月，江苏省防汛工作进入关
键期。该市虹桥镇地势低洼，连续的强
降水后极易造成内涝，这里成为全市防
汛排涝的前沿阵地。关键时刻，“杨根
思民兵应急连”组成民兵防汛队，对安
全隐患进行排查，并派专人日夜执守。

“记得是7月17日，长江虹桥段最高
水位已达4.42米，九圩港北港堤堤身单
薄，长江水位增高时，内侧堤脚约150米
的位置发生渗水现象。”人武部领导向记
者介绍，专家组实地勘察，急需在原堤防
北侧加设第二道堤防，时间尤为紧迫。
这时候，又是“杨根思民兵应急连”主动
请缨，赶赴现场加固堤防。民兵连续奋
战一昼夜，有的队员手磨破了，有的队员
因干渴嗓子哑了，但他们仍然坚守在战
位。天边露出鱼肚白，施工顺利完成，成
功实现坝坡稳定。

一个个故事，一次次坚守……记者
伫立在杨根思烈士陵园内，缅怀英雄的
同时，感悟“三个不相信”精神在民兵队
伍中的传承。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杨根思用
牺牲奉献向历史交出合格答卷。今天，
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
中，我们理当继承英烈遗志，以杨根思
为榜样，让‘三个不相信’精神旗帜永远
飘扬在家乡、扎根在心中。”一位泰兴民
兵在微信朋友圈里这样写道。

上图：“杨根思民兵应急连”民兵正
在训练。 黄 凯摄

“三个不相信”激励故乡人
—江苏省泰兴市“杨根思民兵应急连”传承英雄精神

■张 军 常 杰 本报特约记者 顾 灿

十一前夕，安徽省涡阳县人武部组织文职人员、民兵骨干来到县第五小
学，组织学生开展军事基础课目训练，旨在提升学生国防观念、增强青少年体
质。 张纯洁摄

大渡河流经四川省泸定县、石棉县
等地，全长1062公里，河道两岸群山耸
立，险滩密布。1935年 5月，中央红军
巧渡金沙江，顺利通过彝区后，面对数
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
占领安顺场后发起强渡大渡河战斗，在
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
北上开辟了通道。

85年弹指一挥间，记者来到位于
大渡河畔的四川省石棉县丰乐乡田湾
村，村口居民楼上张贴的“致富手拉手，
军民心连心”的横幅格外醒目。

“没有石棉县人武部的大力支持，
田湾村的脱贫致富之路会很漫长。”田
湾村第一书记张家志坦言，曾经的田湾
村虽有山水美景，却无民之富庶，人多
地少、产业发展滞后、灾害频发、基础设
施和集体经济薄弱。

“县人武部鼓励我们发展庭院经
济，今年年初专门送来石斛苗，长势很
好。”记者走进村民刘树全家，房前屋
后、屋顶墙头的石斛正吐着新芽，一片
生机勃勃的景象。

“石斛全身都是宝，不仅可以卖种
苗，还能销售干花和鲜草，管理方式也
较为简单，大家都看好这一产业。”刘树
全告诉记者，“仅种植石斛一项，一年就
有六七千元的收入，家里还有黄果柑、
枇杷等果树，一棵成年枇杷树年收入约
1000元，日子好喽！”

群众发展意愿高涨，作为挂点帮扶
的石棉县人武部在技术方面给予大力
支持。“丰乐乡种植石斛历史有30年之
久，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人武部鼓励
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石斛产业。”石棉县
人武部政委何强介绍，人武部投入资金
近 5万元，按照农户筹资三分之一、政
府补助三分之二的方式，大力支持农户
发展庭院石斛，共计帮扶种植石斛
3000多平方米。

目前，该村共有 1.5万平方米的石
斛种植面积，群众尝到“守着家门也能
挣大钱”的好处。从曾经的贫困村到如
今的美丽新村，田湾村走出了属于自己
的庭院经济发展之路。

从“输血”到“造血”的扶贫，群众的
生活越来越有奔头。“等到果子成熟时，
不仅有外来客商前来收购，还能通过电
商发往全国各地，便利的交通路网，让
大家再也不用担心果子销不出去了。”
丰乐乡党委书记冉娜说，村民种的果树
能够产生大效益，家家户户壮大庭院经
济，离不开县人武部在帮扶田湾村完善
基础设施上下的功夫。

打通阻碍田湾村脱贫致富的“拦路
虎”，基础先行是关键。走进田湾村村
委会，必经之路是一座连心桥。“这座连
心桥建成后，解决了 30余户村民农产
品运不出去的问题。”田湾村村主任梅
树全说，以前河上是一座吊桥，村民出
行不安全，生产生活受影响。

急群众之所急。得知田湾村村民
诉求后，石棉县人武部积极给予资金和
技术支持，协调县农工办“幸福美丽新
村”项目资金52万元，于2016年投入修
建连心桥项目。同时，他们不忘帮扶村
产业发展，将 10万元预算资金协调至
田湾村 70余亩黄果柑节水灌溉项目，
改善黄果柑灌溉条件，提升黄果柑产业

生产管理水平。
依托通达的交通，村民提高土地使

用率，将黄果柑、枇杷种植面积分别扩
大到265.5亩和768.5亩，脱贫质量日益
提升，人均年收入从 2016年的 4500元
提高到目前的10500元。2017年，田湾
村顺利实现脱贫摘帽目标。

进村道路通畅了、太阳能路灯亮
了、饮水问题解决了……军地协作，让
田湾村旧貌换新颜，打通群众出行的最
后一公里，随之而来的是住房、交通、饮
水等问题的解决，田湾村硬件设施的改
善增强了群众发展的底气，也为产业发
展奠定了基础。桥修好后，村民们的产
业发展面积逐步扩大，家家户户买起了
三轮车、小轿车。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富民产业蓬勃
发展……美丽乡村的锦绣画卷，正通过
田湾村村民的双手变得越来越好！

傍晚，驱车沿着大渡河畔的公路蜿
蜒而行，放眼望去，山顶云雾缭绕，山坡
森林覆盖，犹如置身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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