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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我年近半百还有了新奔
头，以前我家年收入不到 2000元，现在
多的时候都有10多万元。”10月9日，见
到来访的笔者，湖南省绥宁县大冻村贫
困户龙章跃兴奋地说道：“如今真是幸
福来敲我家门了！”

绥宁县地处湘西南，是红色革命老
区。大冻村是该县的深度贫困村之
一。2015年，该县人武部作为定点扶贫
单位，开始了长达5年的结对帮扶之路。

“第一次到大冻村，看到的基本都
是木屋、泥巴路，在家的村民寥寥无几，

感觉整个村都冷冷清清……”谈起当时
的情景，绥宁县人武部党委一班人至今
记忆犹新。

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大冻村基础设
施较差，多年来，村民一直靠传统农业
养家糊口，没有稳定的致富产业。

扶贫工作队跟村干部长谈，将贫困户
的迫切需求列出清单。接下来，他们先着
手改造24户危房，对6户进行异地搬迁，
又将荒废的烂泥田改造成防旱蓄水坝。

有了基础，就好找出路。在经过调
研和外地考察的基础上，扶贫工作队牵

头与种植户共同筹资建立农民专业合
作社，并建立起产业示范基地，通过采
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带领周
边贫困户共同种植柑橘树。

53岁的贫困户龙宪庚，做事勤快但
没什么赚钱门路，长期靠种水稻和蔬菜
生活，日子过得拮据。

“我们村适合种植养殖的土地很
多，不能眼睁睁地看它光长草不生钱。”
龙宪庚说，在扶贫工作队的指导下，自
己也壮着胆开了 10余亩荒山搞橘园。
去年，他的橘园收成 5000余公斤，收益
4万余元。

“贫困户缺少项目和技术，仅靠种油
菜和种粮食卖钱，很有可能返贫。”扶贫
工作队鼓动贫困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
社，不仅保障了人人在家门口就有事做，
而且能在红利之外有一笔稳定收入。

“幸福来敲我家门”
■李银林 赵 明 梁厚连

抗击疫情斗争中的“最美勒痕”、抗
洪抢险大堤上的“最美背影”、脱贫攻坚
队伍里的“最美迷彩”……“最美子弟
兵”成为热搜词、高频词，在人民群众心
中烙下了深深的情感记忆。

近段时间以来，多部征兵公益宣传
片“霸屏”各大主流网站、电视媒体及移
动互联网平台，在应征青年中引发热烈
反响，成为征兵宣传鲜活的形象代言。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
之华也。青年有理想、有担当、有本领，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在波澜
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几乎每个时代都有
青年人勇立潮头、创造历史。革命年代
如此，建设年代如此，新时代更当如此。

习主席指出，青年一代不怕苦、不
畏难、不惧牺牲，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
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
华民族的希望！“我痴迷于核潜艇的工
作，我无怨无悔，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
作出贡献，把祖国搞得繁荣昌盛”，为了
造核潜艇，黄旭华 31岁时与家人神秘

“失联”30年，归来已是两鬓斑白；“我
不能躺下，躺下了，就起不来了”，生命
最后一刻与时间赛跑，为国防事业付出
毕生心血的林俊德，戴着氧气面罩工作
到人生尽头；“你退后，让我来！”“90
后”战士杜富国，用生命担当使命，赤诚
奉献还雷区百姓安全；“家就是岛，岛就
是国”，王继才 26岁开始守卫开山岛，
用整整32个年头践行了“一朝上岛，一
生卫国”的铮铮誓言。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
身而出的凡人。他们把人生理想抱负
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忠于所热爱的国
防事业并为之奋斗终生。这样的人越
多，就越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引领广
大有志青年见贤思齐，热爱国防、投身
国防、建功国防。

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呼唤
有知识、高学历的莘莘学子放飞梦想、
贡献青春、书写华章。北京大学《2019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75
人签约国防科工领域、31人加入绿色
军营“青春方阵”。强军大厦之所以巍
然耸立，不仅有青年官兵在部队一线
谋打赢、干事业，还有许多青年专家在
国防领域搞科研、谋创新，他们都是推
动强军航船劈波斩浪不可或缺的骨干
力量。

今天，在价值理念日益多元、青年
的人生选项不断增加、发展空间大幅拓
展的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
选择参军入伍，把青春和志向融入为国
担当、强军报国的伟大实践，这是不负
韶华、青春奋斗的最好选择，理应得到
社会的认同倡导、家庭的理解支持、世
人的赞许鼓励。

诚然，选择献身国防、投身军营意
味着牺牲、奉献，与辛苦劳累为伍，以荆
棘挑战为伴，但担当使命长才干，勇攀
高峰结硕果，拼搏进取有作为，青春年
华必定会大放异彩。正如2017年习主
席在给南开大学 8名新入伍大学生的
回信中所说：“希望你们珍惜身穿戎装
的机会，把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
大实践之中，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
才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
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

最美的青春当与祖国共前行、与时
代齐发展、与军队同芳华。“挥别家乡的
日出，踏上征途，去奔赴一场脱胎换
骨。”强军报国，用青春、知识和力量负
重前行、挡住黑暗，锻造坚不可摧的中
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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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郑起：黑龙江省海伦市人，1932年

出生，1946年7月入伍，先后参加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第
三次战役釜谷里战斗中，吹响冲锋号吓
退敌军，守住了阵地，被志愿军总部授予

“二级战斗英雄”、记特等功一次。当年
作为志愿军战斗英雄国庆观礼团英模
代表，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
切接见。

“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能发出一
种特别刺耳的声音。在战场上，它仿佛
是非洲的女巫，只要它一响起，共产党
军队就如着了魔法一般，全部不要命地
扑向联军，每当这时，联军总被打得如
潮水般溃退。”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
曾在《朝鲜战争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中
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号。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就珍藏
着这样一把军号，这把军号诉说着一个
传奇故事。

1950年 12月 31日，志愿军发起第
3次战役，也称“新年攻势”。我军一
举突破敌“三八线”防御阵地，勇猛地
向南追击。1951年 1月 2日，敌军全
线败退。1月 3日凌晨，第 39军 116师
347团攻占釜谷里地区，切断了敌人
的退路。

交战的对手系英军皇家来复枪
团，这个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
显赫，曾被英国女王命名为“绿老虎

团”，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王
牌部队。

拂晓后，敌方以猛烈的炮火向我
方射击，郑起所在的七连奉命予以坚
决阻击围歼。刚进入阵地，敌炮弹呼
啸而来如雨点般落下，致使七连官兵
伤亡不小。

8时许，西南方向的敌人在坦克引
导和炮火掩护下，向釜谷里发起猛烈攻
击，妄图解救被围之敌。七连依托所占
领高地顽强抗击。到11时许，七连已连
续打退敌人3次进攻，一直坚守在前线
指挥的师参谋长薛剑强中弹牺牲，连长
厉凤堂身负重伤，指导员张鼎及班长骨
干大部分牺牲。到敌人第 4次扑上来
时，副连长王凤江和几个班长也相继牺
牲了。一时间，七连阵地上没有了指挥
员。危急时刻，担任连部司号员的战士
郑起挺身而出，接过连长的驳壳枪投入
指挥战斗。

此时，七连无法与团指挥所取得联
系。在郑起的指挥下，接连打退了敌人
两次小规模的进攻，阵地储备的弹药越
来越少。郑起在机枪手李家福的火力
掩护下跃出战壕，快速地从一个弹坑跳
进另一个弹坑，冒着枪林弹雨，在敌人
尸体堆里搜寻武器弹药予以补充。

天黑前，敌人趁着我方阵地火力减
弱之际，又发起了新一轮反扑。山下的
敌人纷纷爬起来，猫着腰向山上攻击前
进。一顶顶泛着绿光的钢盔晃动着，向
着前沿逼近。

郑起举起连长交给他的那支手枪，
高喊：“同志们！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
在，阵地就不能让敌人占领！”

“誓死守住阵地！”勇士们抱定视
死如归的坚定决心，顽强抗击敌人的
进攻。

眼看敌人距离阵地越来越近，危
急时刻，郑起取下身上的军号，跳出战
壕，使出全身的力气吹响了冲锋号。

“嘀嘀嗒，嘀嘀嗒，嘀嘀……”激越
的冲锋号声在釜谷里盆地上空回荡，穿
透了战火硝烟，直袭敌阵。

眼看着快要爬上山头的敌人，竟被
号声吓破了胆，仓皇掉头向山下没命地
潜逃，将要逃窜出釜谷里的坦克等重装
备也被死死卡在了坡道上。

这支“三千英烈铸连魂”的红军连

队——“钢铁七连”83名指战员，在阵
地上苦苦坚守了一天一夜，打到最后只
剩下7人，为我军主力部队赶来消灭英
军皇家来复枪团和重创英军皇家重型
坦克营赢得了宝贵时间。

“虽然我已经88岁了，但是当年釜
谷里的军号声始终在我头脑里萦绕，终
生难以忘怀。”时隔 70年，郑起仍清晰
地记得当年军号的战斗旋律，他回忆
道：“昨天，我们在条件极为艰难的背景
下，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奇
迹。今天，我们钢多气足骨更硬，要努
力吹响奋进号角凝聚伟力，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上图为 2005年 7月郑起为官兵们
讲述釜谷里战斗经过。

谭长俊提供

军号声声裂敌胆
■谭长俊

10月初，西藏阿里军分区组织某边防团巡逻分队对海拔5400多米的某执勤山口进行巡逻，确保边防安全稳定。
刘晓东摄

本报讯 计如林报道：10月上旬，
在辽宁省军区大连第十一离职干部休
养所，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唐启
荣正在向文职人员讲述自己的战斗经
历。这是大连第十一干休所多措并举
助力社会招聘文职人员缩短适应期、尽
快融入战位的一个缩影。

社会招聘文职人员大多没有从军
经历，存在不了解部队情况、不熟悉岗
位职能、不适应工作环境等现实问题，
该干休所针对文职人员“一出校门就进
军营”的情况，一开始就植好根、扶正
身，鼓励他们积极进取担当。

该所老干部平均年龄 90周岁，有
23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为了尽快
增强文职人员的职业素养，为老干部
提供满意的医疗等服务，该所首先强
化文职人员姓军为军的意识。新招聘
的文职人员报到后，该所领导上的第

一堂课就是“做好老干部工作是党和
军队赋予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认真
筹划组织入职宣誓、授装仪式、史馆参
观等活动，不断夯实“进干休所也是上
战场、让老干部满意就是打胜仗”的思
想根基。

针对个别文职人员存在的“奔大城
市图享受、干休所工作无压力”等消极
思想，该干休所开设红色课堂，针对“考
军队文职究竟为了啥、怎么干”展开讨
论辨析；对每名文职人员制订成长成才
路线图，建立“一带一”互助小组，帮助
文职人员尽快融入战位，努力打造一支
精干顶用的文职人员队伍。

“从老干部的事迹中，我深刻感受
到革命军人身上的责任与荣光，让我更
加坚定了投身军营、献身国防的信心和
决心。”社会招聘文职人员刘川深有感
触地说。

辽宁省军区大连第十一干休所

红色课堂助力文职人员融入战位

湖南省慈利县人武部

提升民兵教育实效
本报讯 杜乃华、余豪杰报道：10

月上旬，着眼提高民兵思想政治教育质
效，湖南省慈利县人武部探索建立两支
教员队伍：一支由退伍军人、党员组成的
基干民兵教员队伍；一支由当地党政机
关领导、英模人物组成的地方教员队
伍。他们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夯
实民兵履职尽责的思想根基。

河北省定兴县人武部

发放新兵家庭联系卡
本报讯 尤英飞报道：国庆节期间，

河北省定兴县人武部结合新兵回访工作
走访慰问新兵家庭。他们每到一户新兵
家庭都详细了解军属健康情况和当前家
庭经济状况，建立联系卡片，对缺少劳动
力、家庭成员年迈无人照看等问题协调
乡镇武装部和村民兵连现场商定解决办
法，受到新兵家长欢迎。

连日来，辽宁省阜新军分区组织青少年到帮扶的车新村体验扶贫成果，
通过感受农村变化、参观美丽乡村文化长廊、聆听双拥共建故事等，强化青少
年爱祖国、爱军队、爱家乡的意识。图为该军分区组织青少年到农村体验农
业耕作生活的场景。 肖建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