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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平房，大小五间，石砖砌成围

墙。如果不是门口挂着“湖南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湖南省全民国防教育基

地”的标识，这里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一

处农家住所。这座位于湖南省桃江县

的马迹塘战史陈列馆，由 67 岁的退役

军人刘炳贤依托自家老屋修建而成。

马迹塘地处湘中偏北，资水中游。

1949年 8月 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

战军 49军 147师 3个团与国民党军两个

师在马迹塘古镇展开激战。我军指战员

英勇顽强，以一当十，成功粉碎了国民党

部队从马迹塘西逃桂林的图谋，为衡宝

战役赢得先机，促成了长沙和平起义。

战斗发生地就在刘炳贤的老家——

马迹塘镇伍家仑山 山 脚 下 的 刘 家 湾 。

每天推开屋门，刘炳贤就能望见远处高

耸的烈士纪念塔。他告诉笔者，从记事

起，他常听家中长辈讲起那场战斗。打

仗的时候，刘炳贤的爷爷为解放军烧水

做饭，父亲为解放军带路，后来解放军

留给他们家半袋干粮。刘炳贤一直把

这些事记在心里，长大后参军入伍，在

部队干了 20 年。

然而，马迹塘战役没有留下太多的

历史记录。2011年退休之后，刘炳贤下

决心挖掘还原这段战史。

要还原一场发生在 60 多年前的战

斗 谈 何 容 易 ？ 除 了 听 健 在 的 老 人 讲

述，刘炳贤还奔赴吉林、北京、福建等

多个省（市），寻找当年的参战官兵和

他们的后代。为节省差旅费，刘炳贤

经 常 入 住 便 宜 的 宾 馆 ，用 方 便 面 充

饥。在 3 年的时间里，他共走访知情人

士上百人，行程达 10 万多公里。功夫

不负有心人。2014 年年底，刘炳贤撰

写的 40 万字的《血战马迹塘》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让马迹塘战史和 300 多

名先烈的战斗故事鲜活地展现在人们

面前。

走访中，刘炳贤收集了不少照片、

实物和烈士遗物。看着这些珍贵的革

命文物，他萌生了修建马迹塘战史陈列

馆的想法。在家人的支持下，他拿出积

蓄作为启动资金，依托老家的房屋开始

施工。后来，为高标准完成这项工程，

他又陆续追加了投入。2018 年，马迹

塘战史陈列馆建成。馆内共展出一般

实物 123 件、等级文物 15 件，各种图文

资料、照片 159 幅。至今，该馆已免费

接待参观单位 1500 多个，游客 30 多万

人次。

刘炳贤的举动引起了当地政府的

关注与重视。县、镇、村三级联动修缮

了烈士塔、烈士墓、战斗遗址纪念碑园

等纪念设施，扩建了停车场，硬化了道

路，把分散的参观点连成一片。2019

年，该镇修缮了烈士纪念园，新建了无

名烈士墓，刘炳贤带头捐款修建了伍家

仑、黄栗洑等 4 个战斗遗址纪念碑园。

由于刘炳贤为宣扬马迹塘战史作

出突出贡献，今年 8 月，湖南省委宣传

部、省文明办授予他“湖南好人·最美革

命文物保护传承者”。刘炳贤向笔者透

露，他还有个心愿，想把老屋后的 3 座

无名烈士墓和田头的两座无名烈士墓

迁至烈士纪念塔下。他说：“烈士为国

捐躯，我们要记得他们。”

为还原战史，刘老兵修建陈列馆
■李建锋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陈建中

英雄，是一个国家不能忘却的记忆，血写丹青，永不磨灭；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星，熠熠生辉，烛照未来。
在第八个烈士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各地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缅怀和祭奠英烈。本期我们讲述两位普通人与英烈的故事。他

们分别是湖南省桃江县马迹塘镇 67岁的老兵刘炳贤和辽宁省葫芦岛市 27岁的志愿者丁一朕。“刘老兵”为还原战史自筹资金建馆，
“丁小哥”为烈士寻亲组建志愿团队，这“一老一小”的故事令人感动。

“当珍惜，永葆河山赤，地久天长。”感恩英烈，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也激励我们为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愿我们的身
边有越来越多的“刘老兵”和“丁小哥”，愿英烈的精神永在，愿红色的血脉永续。 ——编 者

“爷爷，我们终于找到你了！”9 月

16日，辽宁省丹东市市民赵利在得知爷

爷的安葬地后，特别高兴。赵利的爷爷

赵贵祥在战斗中牺牲后被安葬在平津战

役烈士陵园。70多年过去了，家人一直

不知道他安葬在何处，直到葫芦岛市为

烈士寻亲志愿服务团联系上他们。

葫芦岛市为烈士寻亲志愿服务团

由 27 岁 的 志 愿 者 丁 一 朕 组 建 。 早 在

2018 年，丁一朕就开始义务为烈士寻

亲，并于 2020 年注册成立了葫芦岛市

为烈士寻亲志愿服务团。“这个志愿服

务团多亏了有‘丁小哥’，他年轻有活

力，干事风风火火，赢得了很多人的信

任和支持，一些革命后代、退役军人和

在校大学生纷纷加入进来。”烈士后代、

志愿者杨永利介绍，志愿服务团成员已

从最初的 3 人发展到现在的 60 多人。

“有人曾问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我

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好，‘昨天，你踏破山

川为祖国流血牺牲；今天，我辗转河岳

为英雄祭奠寻亲’。”丁一朕介绍，3 年

来，他和志愿服务团成员走访辽宁、吉

林、黑龙江、贵州、江西等 10 多个省份，

并与不少省（市）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和媒体建立沟通联络机制。通过实地

走访、查阅史料、刊登寻人启事等方式，

他们已为 100 多名烈士找到亲属。

“因为我们是志愿者服务团队，能

协调和利用的资源有限，最初帮烈士寻

亲全靠‘两条腿’和‘一张嘴’。”2020年 4

月 10日，丁一朕在网上看到一则为辽宁

锦州籍烈士宋国臣寻亲的消息，本以为

烈士的籍贯这么明确，帮他寻亲应该不

会太费周折，却没想到困难超出预料。

他们首先锁定了宋国臣入伍所在

县，又去相关单位查阅了档案。由于时

间久远，档案保管地点几经更换，烈士

信息缺失严重，再加上重名等因素，当

地户籍信息系统也无法精准筛查。多

名志愿服务团成员奔波多日，也没找到

有价值的线索。

志愿服务团成员并未灰心，他们一

边继续下乡寻找，一边发动更多志愿者

参与进来。今年 6 月，沈阳化工大学志

愿者孙佳琪和退役军人志愿者王特、魏

龙升 3 人在义县大榆树堡镇走访时，遇

到一位跌倒在路边的古稀老人。3 人

把老人扶起后，顺便向老人打听宋国臣

的事。没想到，老人竟然知道一些信

息。后来，根据老人所说，他们接连在

附近村屯找了几天，终于在大榆树堡镇

六台村找到了宋国臣的外甥王奎臣。

“烈士亲人与我们见面后，都非常激

动，有的还当场定好了去祭拜烈士的日

子。每当这个时候，大家觉得所有的辛苦

和付出都是值得的。”丁一朕告诉笔者，随

着志愿者的不断加入，他们已具备运营微

信公众号和联系主流媒体的能力，也争取

到了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支持。

据了解，经查找确认，有的烈士已

无亲人在世。每逢清明节、烈士纪念

日，该志愿服务团成员便分赴陵园代替

烈士亲人前去祭奠。他们还号召志愿

者和社会爱心人士关心关爱军烈属，先

后为 20 多名生活困难的军烈属送去生

活用品，帮助解决看病就医、祭奠烈士

差旅费、子女入学等难题。

为烈士寻亲，丁小哥组建服务团
■刘志兵 张 严 何思源

在下半年征兵中，江苏省南京市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与要求，科学

严密推动征兵工作。9月下旬，该市男兵征集工作完成，女兵征集工作进入役

前教育训练阶段。图为9月 23日，女兵预征对象训练队列动作。 陈 晨摄

日前，《解放军报》刊登了两则消

息，《“创客小分队”破解射击难题》和

《“革新小达人”荣获国家专利》。令笔

者感慨的是，两则消息里的“创客”分别

是基层营连士官和 90 后排长，都年轻

有为。

“拥有一大批创新型青年人才，是

国家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技发展希

望之所在。”当今世界，军事领域变化之

剧烈、发展之迅猛、竞争之激烈前所未

有。青年官兵精力旺盛、思维活跃、敢

创敢干，激活他们的创新潜能，造就一

批“强军创客”，能够为国防和军队建设

实现跨越式发展注入更加澎湃的“青春

动力”。

多压担子，让他们成为攻坚克难的

主力军。人的潜力只有在压力状态下

能够被充分激发。有志的青年官兵往

往闻战则喜，多赋予他们一些具有挑战

性的任务，能够更好地激发他们的战斗

力和创造欲。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

“北斗”系统从“区域服务”到实现“全球

指路”，攻克了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

等 160 多项核心技术，青年才俊成为北

斗团队主力，平均年龄 31 岁。孙家栋

院士曾欣慰地说：“这说明 80 后、90 后

已经挑起了重任，支撑起了大梁，说明

我们的‘北斗’事业永远年轻，中国航天

事业后继有人、永远朝气蓬勃！”

包容失误，让他们成为勇敢坚毅的

开拓者。创新存在着不可预料的风险，

如果出现失误，需要外界对创新者给予

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尤其是青年官兵，

好胜心、自尊心较强，切不可对他们求

全责备，要客观公正地分析问题、总结

经验，引导他们尽快走出失败的阴影，

鼓起再次投入战斗的勇气。当前，不少

部队完善容错机制，对“容什么、怎么

容、谁来容”作了详细规定，既为创新兜

住了底，也为官兵减轻了思想包袱。

拴心留人，让他们成为干事创业的

排头兵。“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加快形

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

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

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

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培植好人才成长

的沃土，让人才根系更加发达，一茬接

一茬茁壮成长。”随着大学生入伍比例

提高，高学历青年官兵成为军队主体。

各级应充分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和首

创精神，带头推动创新、支持创新、引导

创新，在学习深造、成长进步等方面给

他们倾斜照顾，让他们感到创业有机

会、干事有平台、发展有希望，不断为部

队建设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随

着军营青年“创客”的不断涌现，涓涓

“创新细流”必将汇成气势磅礴的“创新

大潮”，推动强军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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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胡昌团、特约通讯员胡铮

报道：仲秋时节，甘肃庆阳玉米飘香、山

果红透，当丰收的喜悦爬上人们的眉

梢，一场场党史教育课也在滋润着人们

的心田。

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庆

阳军分区联合地方政府在全市遴选 12

名优秀退役军人组成英模事迹宣讲团，

走进党政机关、厂矿企业、乡镇社区、学

校军营，用生动感人的故事、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人们讲述党史、军史。

“庆阳是我党在西北地区最早播下

革命火种的地方，这里发生过许多战斗，

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军分区领导介

绍，宣讲团以讲述重大战史和本土英模

故事为主，以小故事讲述大道理、小切口

展现大情怀，增强了教育的感染力。

据了解，庆阳市委宣传部、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军分区政治工作处等 5 部

门还联合建立退役军人英模事迹宣讲

活动工作专班，做好对宣讲团的跟踪指

导，并邀请党史功底扎实、宣讲经验丰

富的市委讲师团人员，帮助充实完善宣

讲内容，反复打磨讲稿，力求每一次宣

讲都精彩纷呈。

陇东学院的张亮是一名退役复学

大学生士兵。听完宣讲后他说：“能在

校园中听到这么有‘军味’的教育课，真

难得！”

宣讲团还邀请退役军人代表聆听报

告会，并现场发放退役军人保障政策法

规文件，激励他们永葆军人本色、不断拼

搏进取，在人生“第二战场”再立新功。

目前，宣讲团累计开展集中宣讲

28 场次，听众达近万人。

甘肃省庆阳市遴选优秀退役军人组建英模事迹宣讲团

党史大讲堂 老兵当主讲

风 吹 稻 花

香 ，农 民 秋 收

忙 。 9 月 23 日 ，

贵州省黔西市人

武 部 成 立 20 余

支民兵服务队，

分赴田间地头帮

助 群 众 收 割 水

稻。图为文峰街

道双星社区民兵

帮助群众劳动的

场景。

王庆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