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1年年 88月月 22日 星期一日 星期一 3长 城 责任编辑 / 李媛媛Tel：010-66720924

文化视界文化视界

世相一笔世相一笔

国防纪事国防纪事

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前些天，接连接到两位老首长的电

话。一位是江苏省军区原政委李笃信，

一位是江苏省军区原政治部主任吕先

景，两位老首长都是开腔就问：“过两天

就是 27 号了，还记得是个啥日子不？”

当然记得！27 日，一个与英雄有关

的 日 子 ，一 个 让 人 永 远 铭 记 的 日 子 。

2018 年 7 月 27 日，我们省军区一名优秀

民兵——连云港市灌云县开山岛民兵

哨 所 首 任 所 长 王 继 才 倒 在 了 岗 位 上 。

他 兑 现 了 自 己 的 诺 言 ：永 远 守 在 开 山

岛，直到守不动为止。

2021 年 7 月 27 日，是王继才的 3 周

年祭日。

一

王继才、王仕花夫妇因数十年坚守

孤岛而被人们熟知。今年 6 月 18 日公

映的电影《守岛人》，就是以他们的故事

为原型拍摄的，赢得众多好评。

还记得，2010 年 7 月的一次国防动

员工作调研汇报会上，时任省军区政委

的李笃信，专门汇报了王继才、王仕花

夫妇坚守孤岛 24 年的模范事迹，特别提

出 将 其 作 为 重 大 典 型 进 行 广 泛 宣 传 。

他动情地讲道：“王继才、王仕花夫妻 20

多年无私奉献、默默无闻地守岛，我们

决不能让这种精神默默无闻。”就此，拉

开了大范围宣传王继才、王仕花夫妇事

迹的序幕。

随后，在省军区原政治部主任汪晓

荣的推动下，多家媒体记者先后登岛采

访，与王继才、王仕花夫妇同吃同住、巡

逻守岛，观天象、护航标、写日志，许多

记者都是含泪记录下这对夫妻的守岛

日常。

2011 年 1 月，刚接任省军区政治部

主任不久的吕先景，又登上开山岛，进

一步掀起报道热潮。随后的几年时间，

在省军区和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共同关

心和推动下，王继才、王仕花夫妻哨感

人事迹逐渐被全国人民所熟知。

这次党史学习教育中，开山岛精神

与周恩来精神、雨花英烈精神、新四军

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等 4 种革命精

神一起被列为江苏要学习倡导的精神。

二

2011 年，照片《两个人的升旗》吸引

众多读者的关注。这幅照片也许没有

高超的拍摄技巧，却直抵人心。

照片的拍摄者是原南京军区人民

前线报社摄影记者王冠军。至今，他依

然感触很深：“一根竹竿两个人，数十年

每天坚持升国旗，在孤岛上的这份坚持

让人发自内心的敬佩和感动。他们升

起的不仅是一面国旗，更是对信仰信念

的坚守、对职责使命的坚持。也许姿势

不够标准，但立起的是中国人的昂扬姿

态。”

“守岛就是守家，国安才能家宁”，

这是王继才、王仕花夫妇的信念，也是

他们一生的坚守。2012 年 10 月底，时

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连俊义带领报

道团队登岛采访。他在一棵苦楝树上

看到一行刻字——“钓鱼岛是中国的”，

不解地问夫妻俩是怎么回事。王仕花

从王继才气愤的语气中接过话茬：“前

些日子，老王从收音机里一听到日本琢

磨中国钓鱼岛的事就来火。老王气不

过，就在树上刻下了这行字！”是啊，孤

岛不孤，因为他们的心始终与国家连在

一起。

那次，王继才、王仕花夫妇被中央

电视台邀请参加“五星红旗——我为你

骄傲”国庆文艺晚会，还与天安门国旗

护卫队现役官兵代表、原“天安门国旗

班 ”几 任 班 长 共 同 接 受 采 访 。 在 候 场

时，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田亚威干事

向国旗班的老班长们介绍了王继才、王

仕 花 夫 妇 的 情 况 ，几 位 老 班 长 深 受 感

动，表示有机会一定去岛上看看。

考虑到王继才、王仕花夫妇是第一

次到北京，在进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之

前 ，我 们 专 门 为 他 们 安 排 了 一 次 特 别

旅 行 —— 到 天 安 门 广 场 看 升 国 旗 仪

式、游览八达岭长城、看奥运场馆。在

游览长城时，许多游客认出了他们，争

相与其合影留念。随行的江苏媒体记

者刘阳兴奋地说：“王哥王姐，你们成

名人啦！”

2012 年 元 旦 ，开 山 岛 举 行 了 一 次

“特别升旗仪式”——“天安门国旗班”

首任班长董立敢捐赠一面曾在天安门

广场飘扬的五星红旗、第八任班长赵新

风捐赠一座不锈钢移动升旗台，天安门

警卫支队副参谋长刘建光、国旗护卫队

班长常超与王继才、王仕花夫妇共同升

起新年第一面国旗。

从祖国的“心脏”到黄海前哨，他们

为了同一面国旗走到一起。他们升起

的不仅是一面旗，还是一片赤诚，捍卫

的是国家的神圣尊严。

三

守岛苦不苦，摸摸王继才钢锉式的

双手就知道，看看他胳膊和腿上长满的

豆大的白点子就知道，瞅瞅王仕花走路

一瘸一拐的样子就知道！但在多年的

交往中，他们从来没有主动提起过。这

种有苦不说苦、有难不畏难的劲头，更

让人动容和牵挂。

“这样替我们守国家的人，我们必

须要爱护好他们的小家。”省军区专门

研究决定，由连云港警备区积极协调，

常态开展“情暖开山岛”系列活动，帮助

王继才夫妇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特事

特 办 ，争 取 到 企 业 人 员 养 老 保 险 。 同

时，定期安排他们下岛，到部队医院进

行体检、就诊。2014 年，时任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王燕文在接见王继才、王仕

花时，还动情地说：“找专家帮夫妻俩治

疗严重的湿疹。”

为改善岛上生活条件，省军区积极

协调为王继才、王仕花配发发电机、海

水净化器、X 射线治疗仪等器材，但这

些都是高耗油、耗电设备，夫妻俩平时

舍 不 得 用 。 经 过 多 方 协 调 ，2015 年 5

月，江苏首个风光储一体化发电的“绿

色上岛”项目正式在开山岛运行，二期

工程已于 2019 年完成，岛上的用电用水

难题得到彻底解决。

前 不 久 ，我 与 同 事 们 一 起 去 开 山

岛，王仕花一直陪同，也一路紧紧抓着

我的手，一个一个地介绍：“这是移动

4G 基站，可以实现从陆地到海岛语音

及视频通话，全程清晰、无卡顿；这是新

的 保 险 柜 、电 脑 桌 ……”她 满 足 地 说 ：

“陆上有的，我们都有；陆上没有的，我

们还有！”这份满足是发自她内心的，但

还是让我有些心酸。

王继才、王仕花每次来南京，我都

会请他们小聚，让老王解解酒馋，那都

是 他 为 了 祛 湿 而 不 得 已 养 成 的“ 毛

病 ”。 他 们 每 次 来 南 京 或 是 过 年 过 节

时，必会给我准备些干虾皮、海鱼等，那

是他们在岛上晾成的土特产。老王并

不知道，我早已因高尿酸不能吃这些海

货。但我每次都收下他们的一片心意，

那里面有开山岛的味道。

如今，王继才已离开我们 3 年了，但

他是开山岛上永远矗立的丰碑。我知

道，在我转业已经 4 年多的情况下，两位

老首长还依然跟我独聊王继才的事，这

是在提醒我不要忘了“孤岛夫妻哨”；我

更知道，首长们的心里还惦念着他们，

这种牵挂，一直都在，从未断过。

留在开山岛的牵挂
■吴秀文

牛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

成。以牛入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的瑰

丽篇章。牛不仅可以直接参战，也可

用于止战。比如，战国后期，齐国名将

田单大摆火牛阵溃燕军；三国时期，蜀

汉丞相诸葛亮“刀火牛”败曹兵；春秋

时 期 ，郑 国 商 人 弦 高“ 犒 赏 牛 ”退 秦

军。进入近现代以来，天津义和团痛

击租界联军以牛蹚雷与红军解放吉安

时以牛冲锋打开攻城通道，均为牛战

典例。

先谈田单“火牛”溃燕军。战国时，

燕国联合韩、赵、魏、秦等国大破齐军主

力，燕军趁势深入齐国腹地，连取 70 余

城。齐国仅存即墨等两城未被燕军占

领。齐危亡之际，困守即墨主将田单先

用反间计，后用“绝境求生”计，又令精

兵埋伏，而以老弱妇孺守城，适时派使

臣诈降。燕军信以为真，更加懈怠。田

单见时机成熟，秘密征集千余头牛，角

缚利刃，尾扎油浸芦苇，（牛）身披五彩

龙纹外衣。后将城墙秘开多个洞口，于

一个夜晚驱牛至洞处，下令点燃牛尾芦

苇。受惊之牛狂冲燕军营盘，绝境求

生、求战心切的齐军将士紧随火牛勇猛

出击。燕军以为神兵天降，惊恐失措，

溃不成军，疯狂逃窜中被火牛踩撞而

死、刺烧而亡者不计其数。齐军乘胜追

击，杀死燕将骑劫，并一路收复齐国失

地。《史记》对此有详尽记述：“骑劫攻即

墨，田单取牛千头，衣以五彩，束矛其

角，缚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壮士五千，

衔放随其后。牛出火明，所触皆死，壮

士因击之。城上士大噪，燕师大败，骑

劫 死 。 乘 胜 追 北 ，三 战 之 剋 ，遂 收 齐

城。”

次说诸葛亮“刀火牛”败阿瞒。文

献载，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

出山。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智

慧超凡的诸葛亮，出山不久即烧了两

把大火。第一把火是火烧博望坡，大

败夏侯惇。此后，曹操（阿瞒）领军讨

伐新野，刘备放弃新野，退至樊城以避

曹 军 ，这 就 引 出 诸 葛 亮 的 第 二 把 火 。

诸 葛 亮 已 经 算 出 曹 军 兵 败 博 望 坡 之

后 ，曹 操 肯 定 报 复 ，即 设 计 于 新 野 用

“刀火牛”冲击之。民间传说中，诸葛

亮命关云长父子选精兵组成刀斧手，

选犍牛组成刀牛阵，在每头牛的角、腿

各绑一把利刀，牛尾上各系浸油的火

把，并用五颜六色的布条将牛包扎起

来。等曹兵进入新野城，关羽遵令点

燃号炮。因火烧尾巴，刀火牛发疯似

地冲向曹军，刀斧手紧随杀出，曹兵突

然受敌，乱作一团，且自顾逃命，自相

践踏，死伤无计。此谓：火烧新野，曹

兵大败，诸葛善计，牛立大功。

再说牛可止战。用牛以止战，发生

于春秋时期。《左传》有载：“秦师伐郑，

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

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师涉于敝

邑，敢犒从事。”秦兴兵讨伐郑国，郑国

商人弦高去成周经商，路上遇到前来袭

击郑国的秦军，于是冒充郑国使者，以

送 4 张皮革引礼、再送 12 头牛犒劳秦

军，暗示郑国已预知秦军来袭。同时，

他又急忙派人返回郑国禀报，从而使郑

国避免了亡国之役。后来，郑穆公以高

官厚禄赏赐，弦高坚决辞而不受，传为

爱国护国佳话。

进入近现代以来，以牛入战也不鲜

见。较为典型的战例有二。一为天津

义和团以牛蹚地雷痛击租界联军，二为

红军解放吉安以牛破电网打开攻城通

道。

先说其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

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协议，

首先在天津设立租界。西方联军屡次

袭击义和团，均以租界为基地。晚清名

将聂士成的军队曾兴兵攻打之，却为联

军埋设的地雷所败。为保卫天津，义和

团与清军官兵决定再攻联军基地。联

军十分忌惮义和团的贴身肉搏战，龟缩

于基地内，不敢正面交战，却又伺机对

外袭击，并在通往基地的各重要路口、

路段埋设更多地雷，企图阻挡义和团和

清军的进攻。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决定

效仿古人采用以牛破雷战术。他们对

预先准备好的几十头大黄牛进行全副

武装——犄角绑上锋利的尖刀，尾巴拴

牢多串鞭炮，背上捆柴草、硫磺等易燃

物，并用引火线与鞭炮相连接，组成攻

击联军的“先锋部队”。当全部装备完

毕的“牛部队”被引领至出击地域时，义

和团将牛尾巴上的鞭炮同时点燃，随着

刺耳声响与烟火升腾，数十头受惊暴怒

的火牛向联军基地狂奔而去。埋在基

地外围的地雷纷纷被火牛蹚爆。洋鬼

子们眼见所倚仗的地雷阵被破，惊慌失

措。义和团与清军趁势发动猛攻，联军

丢盔弃甲、抱头鼠窜。

再说其二。吉安地处赣江中游，是

当年中央苏区军事要地和交通枢纽。

以牛破电网的战例就发生在红军“九打

吉安”的战斗中。之所以称为第 9 次攻

打吉安，是因为此前已经攻打 8 次，均

因守城之敌装备好、城防固，而红军没

有攻城重型装备最终止步于城外。虽

8 次 攻 城 未 果 ，但 大 大 消 耗 了 守 敌 弹

药，瓦解了守敌士气。1930 年 10 月，中

央苏区决定第 9 次攻打吉安。战前会

议上，受命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泰和独

立营营长萧锋提出用“火牛阵”冲破铁

丝网、电网的想法，不仅得到赞许，还得

到 1500 吊钱组建“牛部队”特别经费。

独立营士兵委员会主任萧曼玉还专门

组织官兵对“牛部队”进行训练，并为每

头战牛准备好鞭炮、油桶、棉花、煤油。

10 月 4 日晚，随着夜战命令的下达，全

副武装的黄牛、水牛在鞭炮炸裂的刺激

下，狂躁地奔向敌军的电网、铁丝网，很

快冲出几道缺口，为红军攻城打开通

路。

关于牛与战争，《中国牛文化千字

文·为战戎武篇》中也有记述——

及武镌春秋/屡试不爽矣/勇携田

单火/横扫燕阵旗/如契弦犒师/退兵救

郑急/乔装丞相谋/新野阿瞒泣/蹚雷闯

租区/联军遭痛击/配红攻前冲/庐陵即

夜赤

中国战争史上，牛与战争有着深远

的 关 系 。 是 人 假 牛 战 ？ 还 是 牛 通 人

战？是人赢得了战争，还是牛赢得了战

争？抑或是人与牛共同赢得战争？我

们今天仍需认真思考，不是检视已成过

去的历史，而是关注历史背后的文化。

或许，未来战争中，仍将有动物扮演重

要角色。

也
谈
牛
与
战
争

■
吕
国
英

“ 哗 哗 ……”大 雨 不 停 地 下 了 3 天

了，鲐背之年的刘老汉从屋里望着窗外

的倾盆大雨，隐隐有些不安。他想起新

中 国 成 立 前 这 片 土 地 上 的 那 次 大 雨 。

当时家里穷，大河决口，雨水泡塌了茅

草土屋，一家人流离失所，没人管没人

问 ，直 到 水 退 后 才 回 来 重 建 家 园 。 眼

下，大雨丝毫没有停歇的势头。

吃过儿子送来的早饭，刘老汉正准

备再看看新闻，忽然几个穿着迷彩服的

军人冒着雨雾冲进了院子。其中一个

军人大声喊道：“老大爷，水头马上要来

了，赶快转移！”刘老汉环顾了一下屋

里，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只把几本证件

和 自 己 坐 了 几 十 年 的 小 板 凳 拿 上 了 。

军人背着刘老汉上了北边的河堤。这

里是周围最高的地方，不少村民已经被

转移至此。

刘老汉在堤上的雨棚下放下板凳，

坐了下来。这个小板凳还是土改的时

候分的，小巧玲珑，光滑黢黑，表面好

像 能 渗 出 油 来 。 更 难 得 的 是 ，它 可 以

拆 卸 组 装 。 几 十 年 来 ，刘 老 汉 将 其 视

若 珍 宝 。 前 几 年 ，有 个 走 村 串 户 收 旧

家具的人见了，说这是名贵木头做的，

想以 5000 元的价格收走，刘老汉没同

意。

看着大堤上来回奔忙的“迷彩绿”，

刘老汉又想起当年支前的事来。几十

年过去，他的记忆还是那样清楚。淮海

战役中，他是村里的支前民工，在深冬

推着独轮车到几百里外的战场上送粮

食。一次，遇到敌机轰炸，一颗炸弹落

在运输队边上，来接应的一个战士猛然

把他推倒，压在身下。炸起的冻土埋了

他们一身，他啥事没有，掩护他的战士

却负伤了……

忽然，大堤上一阵喧哗，“有人昏倒

了！”一个军人被抬进雨棚，众人赶忙让

出一块地方，撑开毯子。刘老汉这才看

清，躺在毯子上的是一个年轻的战士，

迷彩服早已湿透，眼睛紧闭，嘴唇干裂，

两腮通红。旁边的一个乡亲摘下战士

的帽子，用手在额头上试了试，“呀！他

发烧了，体温还不低。”这时，另一个战

士带着哭腔说：“这是我们史班长，一天

一夜没合眼了。”另一个乡亲说：“赶紧

喂点白开水……谁拿退烧药了？”雨棚

下的人们赶紧忙活起来，不一会儿，找

到一盒药，可没有白开水。几个战士打

开水壶，一天一夜的奔波，早已涓滴不

剩。“谁还有矿泉水？”一个乡亲大声问

道。雨棚下一阵沉默。“不是正下大雨

吗？接些来，烧开了喝！”有人提议。

烧开的雨水不一定卫生，但眼下只

能试试这个法子。有人拿出小瓷盆接

雨 水 去 了 ，有 人 找 了 几 个 砖 头 垒 成 土

灶。雨水接来，放在灶上，可上哪里去

找干柴呢？有乡亲从孩子书包里拿出

干燥的厚厚一沓练习本，一个战士说：

“大婶，这是孩子的作业，不行啊！”“什

么行不行的，作业可以再写，这都什么

时候了！”大婶一边回答一边看了一眼

身边的孩子，小男孩坚定地点了点头。

可战士还是不同意。再说，这些练习本

也不足以烧开这一小瓷盆雨水。

这个时候，坐在一旁的刘老汉颤颤

巍巍地站了起来，说：“老伙计，这回该

你真正发挥作用了。”只见他三下两下

拆开小板凳，把木料递到准备烧火的乡

亲手中。

“三爷爷，你……”烧火的人愣了。

大家都知道，这板凳是刘老汉的宝贝。

“别作声。”刘老汉努了努嘴。烧火的人

慢慢接过木料，眼睛有些湿润。

火苗舔着盆底，瓷盆里的雨水冒出

热气，水开了。不长时间，温开水就送

到了昏倒的班长口中。

这个法子真管用！过了一会儿，班

长慢慢醒来，并服下退烧药。此时，一

阵奇异的香气从雨棚下散发出来，弥散

在空气中、大堤上、人群里。任凭再大

的雨雾，也不能冲散这香气……

板 凳
■张长国

嘴角上扬露出憨厚的笑，朴实外表

包裹着火热的心。他，是四川省通江县

人民法院杨柏法庭书记员邹华，人们口

中的“邹法官”。2021 年 7 月，邹华被评

为巴中市第七届“十佳复退军人”。

面对荣誉和采访，邹华没有豪言壮

语，只是语气坚定地说：“我当了 3 年兵，

我一辈子是个兵。”

1990 年 3 月，邹华从通江县一个偏

远的小山村应征入伍。在大西北军营

的 3 年时光，他获得多项荣誉。战友笑

说，超出常人的身体素质与吃苦耐劳的

品质，是他自带的光环。

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后勤服务……

军营生活锻造出邹华一身胆气、满腔虎

气、坚持正义、不畏邪恶的品格。这逐

渐成为邹华的人生本色，也成为支撑他

言必行、行必果的信仰。用邹华自己的

话说，“这就是兵魂！”这兵魂，被他复员

时带出军营，带回了家乡。

退 伍 回 乡 ，不 论 在 哪 个 岗 位 上 工

作，兵魂都是邹华的心灵标签。身边的

同事爱用 8 个字来形容他：认真、仔细、

负责、敬业。他则用 8 个字来要求自己：

公平正义、司法为民。这是法庭墙上印

刻的醒目大字，他说，这与他心中的兵

魂高度一致。

邹 华 多 次 被 表 彰 为“ 调 解 能 手 ”，

因为他总能用朴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地

为当事人分析法律事实、法律道理与利

害结果，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尽全

力为群众排忧解难。邹华说：“公正与

效 率 是 人 民 法 院 的 时 代 主 题 ，让 有 理

的 打 得 赢 官 司 ，让 没 钱 的 打 得 起 官

司。”为此，他一直在默默贡献自己的

力量。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发生特大地

震。邹华积极响应人武部的紧急召唤，

第一个申请加入民兵应急救援分队，并

担任班长，奔赴抗震救灾一线。他带领

13 名 救 灾 队 员 在 重 灾 区 战 斗 16 个 昼

夜，让兵魂闪耀在抗震救灾现场。

1993 年，邹华在通江县稽征所工作

期间，县木棕厂发生火灾。邹华在救援

中受伤，眉毛头发被烧光。家人和朋友

看见他，吓了一跳，他却戏称自己为“无

眉大侠”。

2011 年夏季，通江县陈河乡突发大

水，瞬间淹没农田、村庄与河道。紧急

关头，邹华迅速加入抢险救援队伍，在

救灾一线连续奋战 5 昼夜。

“ 有 蚂 蟥 的 钻 劲 、野 马 的 闯 劲 、牛

皮的韧劲、橡皮糖的黏劲、飞蛾扑火的

狠劲。”这是邹华在双拥工作中的“笨

方法”。瞧，每年的军民联欢活动、军

地茶话会，有他忙碌的身影；每年为警

民 共 建 单 位 传 授 安 保 知 识 、培 训 安 保

技能，有他奔波的脚步；每年为退伍老

兵 开 办 就 业 和 择 业 专 题 讲 座 ，有 他 滴

落 的 汗 水 。 有 困 难 能 随 时 呼 叫“邹 法

官”的军烈属打趣地说，他已经没有“秘

密”可言，因为他的联系方式与职责范

围全都清清楚楚地印在“警民亲”联系

卡上……

梁启超曾说：“中国魂者何？兵魂

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这

句话在邹华的心中珍藏多年，引导他努

力 践 行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承 诺 。

一朝为军人，终生有兵魂。从军营到家

乡，他迈出的每一步都闪烁着奋斗者的

光芒。

兵魂永不褪色
■张继宗

青翠原野（油画） 侯炳茂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