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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横亘湘鄂赣三省的黄龙

山，丛林茂密。

距此 100 多公里之外的江西省修

水县人武部，“高山红哨”英模班排荣誉

柜发放仪式在 200 多名军地人员的见

证下荣耀开启。黄龙山民兵排首任排

长胡经学接过“高山红哨”荣誉锦旗，并

将其悬挂于荣誉柜内。

“高山红哨”授称过去半个多世纪，

精神火炬永不熄灭。近日，记者走近这

个英雄集体，寻找荣誉背后的密码。

战天斗地，点
亮精神火炬

“我们白天生产劳动，晚上站岗放

哨，一刻没有停歇，只为保卫祖国。”轻

抚崭新的荣誉柜，年逾古稀的胡经学按

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黄龙山海拔 1500 米，地势险峻、环

境复杂。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是防敌

空投重要区域。1952 年 3 月，部队派出

1 个排的兵力驻守黄龙山秋池塘顶峰，

建立哨所，担负对空警戒任务。

1958 年 10 月，在毛主席“大办民兵

师”的号召下，修水县白岭公社抽调 19

名民兵背上行李、扛着锄头，来到黄龙

山创办林场、饲养耕牛，协助部队驻防。

1965 年 2 月，接上级指示，驻守黄

龙山的部队撤防，为继续做好防敌空投

工作，黄龙山民兵排组建并接防。白岭

公社 36 名基干民兵接到命令，二话没

说迅速上山集结完毕，完成武器交接。

民兵党员胡经学个头高、身体素质好，

被任命为排长。当时敌机频繁深入内

陆地区侦察，民兵排的任务是登记从黄

龙山上空经过的飞机，并及时向县人武

部作战值班室报告相关空情，随时准备

就地歼灭空投匪特。

那 时 的 黄 龙 山 荒 无 人 烟 、杂 草 丛

生，民兵们吃的只有配发的少量粮食，

住的是破旧祠堂，放哨时遮风挡雨的是

茅草棚。面对困难，他们并没有退缩，

靠着双手改善生活和执勤条件。“那时，

我们每天五更起床，白天参加劳动生

产，晚上执勤放哨。”提起这段经历，胡

经学记忆犹新。

民兵排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精神，一边站岗执勤，一边开荒种地。

几年后，在一片荒芜的山上，盖起了 16

间新房，植树造林 6000 多亩，种植茶园

60 多亩，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还支援

了国家建设。

胡经学的双腿至今留有两道伤疤，

不久前还住院 1 个多月。“这些病痛、伤

痕是黄龙山给我们颁发的特殊勋章，民

兵排的同志都有。”胡经学解释道，当地

气候湿润多雨，寒冷季节气温经常到零

下 10 多摄氏度，常年在山上的他们都

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

一年冬天，黄龙山遭遇罕见的严寒

天气，大雪封山 30 多天。全排民兵硬

是在一条 6 里长的冰道上挖出一道道

冰台阶，打通了上山的道路。

一次执勤时，一名民兵发现可疑人

员上山。全排民兵立即出动搜山，不到

4 个小时就把可疑人员抓获。经审讯得

知，这是一名湖北省通城县的犯罪嫌疑

人。民兵排副排长胡桂年主动担负押

解疑犯回原籍的任务，晚上归队后仍坚

持站岗执勤。

“头脑里有了对党和人民的忠，口

头上就没有了苦，行动上就没有了难，

艰难险阻面前就没有了怕。”胡经学告

诉记者，这是他们共同的信念。

站岗放哨考验的不仅是体力，更是

顽强的意志力。坚守荒山，胡经学每天

早上带着队员训练 2个小时，苦练射击、

刺杀、擒拿等动作。胡经学自豪地说：

“每名民兵都练就了过硬的本领。无论

怎样恶劣的天气，我们都能在伸手不见

五指的黑夜中准确找到放哨的位置，并

在 10分钟之内全副武装进入阵地。”

黄龙山民兵排不畏艰险、奋勇拼搏

的优异表现，得到了上级的认可。1969

年 12 月，原福州军区授予黄龙山民兵

排“高山红哨”称号。接过荣誉锦旗的

那一刻，胡经学和全排战友激动地掉下

了眼泪，这是对他们拓荒创业、训练备

战的褒奖。从此，一面光辉的旗帜飘扬

在黄龙山上，黄龙山民兵排有了响亮的

称号。

守护大山，攻
克艰难险阻

10 月的黄龙山景区林木茂盛，秋池

塘、鹰窝崖等景观错落有致，吸引不少

游客前来游览。

现年 69 岁的周美利是民兵排的第

三任排长，他一有空就在家人的陪伴下

到黄龙山看看。看到崭新的设施、水泥

新路和山间小道，周美利格外高兴。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根据形势变

化，民兵排主要任务调整为护林防火。

“当时经商活动兴起，一些家具企业需

要大量优质木材，而黄龙山杉树年份

足、品质好，加上地处省界，相对隐蔽，

所以经常出现木材盗伐和罪犯躲藏的

现象。”周美利告诉记者，他和盗伐者正

面交锋过 5 次。

1992 年 8 月 11 日，周美利带领民兵

执勤，发现一些不法分子正在盗伐杉

树。上前制止时，对方不仅用石头砸、

棍棒打，还拿出猎枪射击。5 名民兵受

伤，周美利的额头、颈部等多个部位受

伤，危及生命。“尽管很危险，但我们没

有一个人退缩，因为我们是黄龙山的守

山人。最后抓获不法分子 6 名，收缴树

木 74 棵。”回忆当时情景，周美利话语

依然坚定。因为表现突出，黄龙山民兵

排被湘鄂赣边界联防护林第五联防区

授予“护林先进单位”的荣誉。

民 兵 们 守 护 大 山 的 决 心 更 加 坚

定。那时，巡逻一次要走 5 公里山路，

也给抓捕盗伐者和罪犯增加了难度。

周美利和其他民兵合议，掀起了轰轰烈

烈的高山建设运动。当时，他们住的土

房子时常漏雨，茅棚哨所风吹易倒，泥

巴路行走不便，改善设施十分不易。

“高山红哨”的荣誉激励他们克服

一切困难和险阻。风里来雨里去，大家

挑石料，肩膀磨出血，鞋子补了又补，建

设运动持续了 5 年。“第一代民兵吃的

苦，我们也能吃。”周美利说。

5 年 间 ，民 兵 排 扩 种 公 益 林 7800

亩，建设石头地基砖混房屋 5 栋 100 多

间，协调公路部门和社会力量在山上铺

设毛路基，将泥巴路改建成砂石路。

道路硬化的任务落到了现任副排

长胡亚兵等人肩上，他和民兵们一干就

是 9 年。

胡亚兵是驻守黄龙山时间最长的

民兵，一共 23 年。上世纪 90 年代初，胡

亚兵加入民兵排，完成 10 年驻守任务

后外出务工，当时年收入就已超过 5 万

元。2008 年，山上木材盗伐比较严重。

当组织希望他重返黄龙山护林时，他没

提任何条件，毅然回乡担任民兵排副排

长至今。

再次回到山上，胡亚兵带领民兵们

巡逻执勤打击偷伐行为、宣传防火灭火

知识。在民兵排守护下，几乎没有发生

偷伐木材现象。

黄龙山民兵排从开荒种地、站岗放

哨到护林防火，再到巡山执勤、发展经

济，改变的是黄龙山的面貌，不变的是

民兵排的精气神。一代代民兵没有躺

在功劳簿上，而是不断发扬“高山红哨”

的精神，开创新的业绩。

如 今 的 黄 龙 山 驶 入 了 发 展“ 快 车

道”：组合开发各类景观，建设风景区；

建立三省联防机制，交叉巡逻监管，生

态屏障愈加稳固。

赓续传统，争
取更大光荣

“军民团结紧，红心向北京。忠于

共产党，都是红哨兵……”在修水大地

上，至今流传着这首歌谣。

修水县是工农革命军军旗设计、制

作并率先打出的地方，湘赣边秋收起义

第一枪在这里打响。为了传承红色基

因，讲好“高山红哨”故事，2009 年黄龙

山民兵排成立“高山红哨”宣讲团，组织

老排长、老队员进社区、企业、学校，讲

述老一辈民兵艰苦创业、保家卫国的故

事，播撒国防种子。

进入新时代，黄龙山民兵排继续高

扬“高山红哨”旗帜，奋战在急难险重任

务一线，争做应急应战尖兵。生在黄龙

山下的周圣荣，听着“高山红哨”的故事

长大，未能从军的他，主动申请加入黄

龙山民兵排。在一次次摸爬滚打、实践

历练中，周圣荣的军事素质、综合能力

得到快速提升，被上级选任为民兵排

长。作为民兵守山的“教头”，周圣荣带

领民兵每周上山巡逻执勤，每月上山拉

练，每季上山防火演练，每到农忙时节

上山抢种抢收。

去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民兵排

民兵结合山上有林场、山间有村庄的实

际，在 5 个点位布控并进行交通引导、

物资运送等，守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今年 6 月底，修水县遭遇大暴雨侵

袭，修河沙坪村段水位快速上涨，白岭

镇 下 太 清 村 一 名 七 旬 老 人 被 洪 水 围

困。接到通报后，周圣荣第一时间带领

民兵赶到，将老人从急流中救出。

“‘高山红哨’的故事从修水山区传

遍赣北大地，成为民兵建设的一面旗

帜。”九江军分区政委余文生介绍，近年

来，在“高山红哨”荣誉的激励下，他们

持续加强民兵队伍建设，奋力续写新时

代的“英雄家谱”。

在九江，他们把民兵新质力量建设

作为民兵队伍建设的重点，无人机、网

络防护、医疗救援等新质民兵力量日益

壮大，在防汛抗洪、森林防火、疫情防控

等任务中发挥了突击队作用。

2020 年 7 月，洪水肆虐九江，民兵

分队第一时间上堤抢险，新质力量大显

身手：无人机巡逻查险，电脑系统监测

蚁穴分布，通信指挥车保障救援……在

湖口县，民兵防汛救援排排长赵远第一

时间请缨带领突击队住进临时帐篷，连

续一个多月坚守大堤查险排险，守护长

江湖口大堤安全度汛；在彭泽县，民兵

水上搜救排排长章永红带着民兵坚守

大堤近 60 个小时，处置重大管涌险情

11 处，迎水面填土遮渗 60 多米，守护了

30 万彭泽人民的安全。

英雄的传人，就要当英雄的兵。9

月，一场场民兵专业分队实战化训练在

九江陆续展开。训练动员大会上，“弘

扬‘高山红哨’传统，争当新时代民兵尖

兵”的誓言响彻云霄。永修县野外陌生

地域，一场车辆自救与互救课目演练正

在进行。随着导调组下达车辆被困的

指令，民兵队伍迅速集结展开救援，一

组人员对车辆轮胎周边进行清理，铺垫

碎石，提升轮胎抓地力；另外一组人员

对车辆进行牵引和交通指引，最终将车

辆拖至安全地域。

“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黄龙山民

兵排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参训民兵陈守光说，他们要以

黄龙山民兵排为榜样，不畏艰难、刻苦

训练，让“高山红哨”的旗帜高高飘扬。

“丁秀生，12 月工分 240；胡青山，12

月工分 241……”在黄龙山民兵排刚配

发的荣誉柜里，记者见到了一张大红色

工分表，上面字迹清晰，详细记载了民

兵在 1972 年 12 月至 1973 年 3 月 15 日获

得工分的情况。

“当时实行工分制，每个人的年终

所得同一年的劳动量直接挂钩。”黄龙

山民兵排原排长胡经学介绍，由于黄龙

山上生产条件十分落后，民兵们每年通

过种植农作物等生产活动获得的工分

很少。因此，为了鼓励当地群众上山当

民兵，公社决定黄龙山民兵除正常劳动

获得工分外，参与夜间巡逻站岗也能获

得加分。

白天，民兵们参加生产劳动；晚上，

他们执行放哨、巡林查山、防敌空投等

任务。民兵胡长生因经年累月的辛苦

劳作患上了肺病。后来因病无法参加

劳动时，他仍坚持值守民兵武器装备仓

库，努力践行“不干出一番事业不下山”

的诺言。

记在纸上的是数字，立起的是黄龙

山 民 兵 不 畏 艰 险 、战 天 斗 地 的 铿 锵 誓

言。胡经学至今还记得这样一则故事：

一次，他们正在山间劳动时，突然发现

靠近湖南省界的积谷洞发生大火，一丈

多高的火浪迅速向前翻滚，情况十分危

急。民兵们紧急集合队伍冲上去与烈

火展开激烈搏斗。喉咙被烟火呛出了

血，全然不顾；脚心被竹椿刺穿，鲜血直

流，也强忍疼痛。战斗持续了 10 多个小

时，他们和当地群众扑灭了山火，保护

了 人 民 生 命 财 产 和 国 家 林 苗 的 安 全 。

公社也在工分表上为全排民兵记上了

重重一笔。

采访期间，记者在修水县人武部见

到一份泛黄的民兵手稿，上面记录着：

“冬天，我们不怕天寒地冻，扒雪开荒，

手掌磨起了血泡，坚持干，五指冻得捏

不成拳，还要拼命干；夏天，我们不怕烈

日暴晒，向山要粮，衣服被汗水浸透了，

皮肤被烈日晒红肿了，仍坚持战斗到底

不下山……”

“战天斗地，我们愿把人间苦吃尽。”

这是黄龙山民兵创业初期经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正是靠着这股劲，黄龙山民

兵在生产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交出

了一份令人敬佩的“工分答卷”。

“一份工分表，见证了黄龙山民兵

排的牺牲与奉献。”九江军分区领导告

诉记者，授称 50 多年来，黄龙山民兵排

的人员尽管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们接

力 传 承 艰 苦 奋 斗 、劳 武 结 合 的 优 良 传

统，圆满完成了上级交代的各项任务。

擎旗自有后来人。采访结束时，记

者 看 到 ，阳 光 照 射 下 的 荣 誉 柜 ，由“ 八

一”军徽和齿轮、麦穗构成的主题标识

格外耀眼。不远处，黄龙山民兵排应急

处置课目训练正如火如荼……

工分表上的荣誉
■陶书豪 本报记者 郭冬明

高擎永不褪色高擎永不褪色的旗帜的旗帜
——黄龙山民兵排发扬黄龙山民兵排发扬““高山红哨高山红哨””精神锻造过硬民兵队伍纪事精神锻造过硬民兵队伍纪事

■林小强 包天龙 本报记者 郭冬明

9月 30日，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的《新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

规划》，军委政治工作部为497个获得重大荣誉的英模班排制作下

发荣誉柜，江西省修水县黄龙山民兵排位列其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黄龙山民兵排驻守黄龙山，建立哨所、创

办林场，劳武结合，为国防建设和地方发展作出突出贡献。1969

年，原福州军区授予黄龙山民兵排“高山红哨”称号，影响和带动

一代代“高山红哨”民兵接续奋进、屡立新功，先后获得省、市、县

各级表彰20余次，成为和平年代的英雄集体。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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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民兵代表在“高山红哨”

英模班排荣誉柜前合影留念。

林小强摄

图②：九江市在抗洪广场举行

民兵整组大会。 林小强摄

图③：民兵无人机分队进行技

能展示。 林小强摄

图④：1972 年，黄龙山民兵排

民兵站岗放哨。

修水县人武部供图

图⑤：黄龙山民兵排工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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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⑥：民兵代表参观荣誉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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