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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上午，山东省淄博市某

农产品配送公司与宁夏银川一家商

贸 公 司 的 合 作 协 议 在 银 川 正 式 签

署。手握这份失而复得的商务合同，

淄博市某农产品配送公司负责人、民

兵教练员兼应急连副班长陈朔既感

动又自豪。

12 月 7 日中午，刚抵达银川准备

参加公司西北片区项目洽谈的陈朔，

突然接到淄博市博山区人武部“民兵

应急连 8 日集结参加比武考核”的紧

急通知。

“这次都是大客户，等谈完签了合

同再回去吧。”随行的同事劝陈朔向人

武部请假，陈朔却毅然选择了返回。

在他看来，虽然公司急需拓展市场，这

次洽谈可能会为公司带来丰厚回报，

但“民兵也是兵，服从命令是天职，召

之即来是本分”。为了不耽误考核，陈

朔立即购买了当天夜间返回的机票，

跨越千里奔赴考场。

“报告连长，反恐维稳排副班长

陈朔前来报到。”12 月 8 日一早，望着

风尘仆仆赶到淄博市民兵训练基地

的陈朔，博山区人武部部长徐兴文并

不意外。

考核场上，陈朔克服旅途劳顿，高

标准完成防暴队形指挥、手榴弹投掷、

无人机操作、战场救护等课目考核，成

绩名列前茅。看着陈朔的成绩单，徐

兴文满意地笑了。

陈朔从小怀揣军旅梦，2014 年参

军入伍成为一名侦察兵，5 年后退役

回乡。虽然脱下了军装，但他为国防

建设继续作贡献的热情不减，主动联

系人武部加入民兵组织。经过严格考

核，陈朔再次穿上迷彩服，担任民兵教

练员和副班长。

陈朔保持着军人本色，哪里需要

哪里去，不计个人得失。今年 7 月底，

得知河南灾区生活物资紧张，陈朔放

下手头工作，不到一天的时间，就筹集

矿泉水、面包、方便面等众多生活物

资，驾车紧急送往新乡灾区。

“ 心 中 装 着 国 防 ，就 会 赢 得 尊

敬。”结束考核走下考场，陈朔打开手

机一看，竟有 12 条来自银川客户的未

接来电。他马上回拨过去。没等他

解释，对方抢先说道：“陈总，什么也

别说了，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不辞而

别了。放心吧，合同给你留着呢。我

们相信，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一定

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15 天后，陈朔再次抵达银川。于

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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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 巴 裹 满 裤 腿 ，汗 水 湿 透 衣

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

了谁……”

岁末，河南郑州，碧沙岗公园。老

人们围成一圈，深情合唱《为了谁》。一

群白鸽飞起，歌声伴着鸽哨飞扬，岁月

一片静好。

5 个月前，这里曾是一片泽国，人

民安危悬于一线。

告急！告急！历史罕见的极端强

降雨，引发严重内涝。

冲锋！冲锋！解放军、武警官兵和

民兵闻“汛”而动、听令而行、逆险而上，

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冲不垮的“迷彩

大堤”。

歌声，是心的语言。站在 2021 年

的终点，我们仿佛又看见洪水里、疫情

下逆行的迷彩背影。

最好课堂

“开学第一课”，今秋不一样。

9 月 1 日，河南省郑州市第七十三

中学把课堂搬到陆军第 83集团军某旅

“杨根思连”荣誉室。该校校长王磊和

教师、学生代表，将一幅写有“千里奔程

展英姿，言传身教育学子”的“最美黑板

报”画框赠送给该连官兵，表达对这支

英雄部队的深深敬意。

抗洪期间，杨根思部队官兵借住

该校。离开时，他们把教室、走廊打

扫得干干净净，在黑板上留下“你们

负责好好学习，我们负责保家卫国”

的深情寄语。这块黑板报，被网友誉

为“最美黑板报”。

灾难时的希望、危难中的护佑，让

学生们对这支英雄部队充满崇敬。一

场“感恩之旅”化作“寻根之行”——在

连队荣誉室，从“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

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

有战胜不了的敌人”的连魂中，学生们

找到了“最美黑板报”的精神源头。

最好的课堂来自生活。

“快去救那个孕妇！”7 月 20 日，雨

水涌入郑州高铁东站，一名孕妇站在没

过膝盖的水中哭泣。正在休假的武警

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战士翟成财见状，

将孕妇搀扶到安全区域。地面湿滑，他

跑着帮孕妇改签车票时不慎摔倒，头部

受伤，陷入昏迷，被车站执勤人员送到

医院治疗。意识模糊之际，他仍惦念着

帮人。

“世间最动人的事，就是当我在危

难里绝望挣扎，你不顾一切奔向我。”

“宝贝别怕！‘东风奶爸’来了！”当

紧急驰援的火箭军某部官兵抵达郑州

市儿童福利院，化身“东风奶爸”，一人

抱着一个孩子转移时，现场短视频温暖

了全网。网友们点赞：“东风”奶爸，温

暖必达。

“18年后将有一则新闻报道：长大

后我就成了你——当年抱我的火箭军

叔叔，我成为了你们的一员。”视频下的

一条留言获赞无数。

“车牛，人更牛。”当某部战士王赟

赟“把车开成船”的“最牛军车”视频见

诸网络时，瞬间冲上热搜。“我看到军车

上挂着‘危难时刻见忠诚’的标语，泪奔

了。”网友在转发时留言。

8 月 2 日，河南卫视播放防汛救灾

特别节目《一起扛》。郑州第四中学初

一学生牛逸宇，这样分享他的感受：“每

一次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都能看

到迷彩身影。我想对解放军叔叔说，长

大后我也要做英雄的‘你’！”

这个夏天，中原大地经历了惊心动

魄的抗洪斗争，也经历了众志成城的精

神洗礼，抗洪一线成为最好的课堂，子

弟兵的忘我奉献成为最美的教材。

逆行的迷彩身影，就是行走的“征

兵广告”。大学生赵坤是郑州市管城区

应征青年。看到一群群“浑身泥巴的

兵”在自家小区排水抢险，他主动参加

南水北调工程防汛保卫战：“这次抗洪

的经历，是我的成人礼，更坚定了我从

军报国的决心！”

2021 年下半年征兵，河南省大学

生报名参军人数创历史新高。

最暖颜色

“我是民兵，我可以留下，你服从指

挥离开吧。”

“咱俩年龄相仿，身材也差不多。

谁说我不是民兵？我现在就是民兵！”

这是 7 月 24 日凌晨 2 点多的一场

对话。

当 时 ，卫 河 倒 灌 ，新 乡 彩 虹 桥 告

急。许多志愿者和普通市民投入抢险，

干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上午 11 点左右，一道命令

传来：“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民兵留下，

其他人员请立即撤离！”

然而，现场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去。

有两位年轻人，争着当起了“民兵”。

何为民兵？聚之为兵，散之为民。

既是民，又是兵。

“我是退役军人，熟悉地形，让我

上！”面对湍急的河水，沁阳市西万镇

官庄屯村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

张四国带领救援人员跳上冲锋舟，冒

雨 展 开 救 援 ，很 快 将 被 困 人 员 救 上

岸。在沁河水南关、马铺、丹河九渡等

险工险段，民兵们庄严宣誓：“人在堤

在，请人民放心！”

7 月 20 日晚 8 时许，郑州地铁 5 号

线海滩寺站隧道积水停电，地铁车厢门

无法打开，乘客被困。南阳路街道武装

部集结基干民兵 60 人，与武警官兵共

同转移群众 500余人。“迷彩身影，让我

们踏实。”受灾群众感慨道。

“有红旗和党徽的地方最安全！”暴

风雨中，郑州市紧急开放 3000 多个党

群服务中心和“青年民兵之家”，彻夜敞

开大门，临时安置受困群众。一位前往

避险的市民在“青年民兵之家”留言：

“下雨有伞，天黑有灯，爱比雨大！”

越是风急雨骤，越见忠诚担当。

“今天，是我们回报河南人民的时

候了！我们曾经都是兵，现在是萧县基

干民兵，人人都参加过重大灾害救援，

我们一定能打好这一仗！”安徽省萧县

退役军人创业协会 20名队员闻“汛”而

动，携带冲锋舟、无人机、抽水装置、生

命探测仪等抗洪专业装备，驰援郑州。

连续奋战 12 个小时，他们成功转移 70

名师生和 800余名群众。

“人多力量大，心齐能担当。”开封

市一位领导这样评价参加抢险救灾的

民兵。

诚如斯言。无论是河南的极端强

降雨，山东、山西、四川的“最强秋汛”，

还是江苏、内蒙古、浙江、陕西等地的

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一队队民兵第一

时间闻令而动、迎难而上、众志成城。

“ 人 在 堤 在 ”“ 疫 情 不 退 ，我 们 不

撤”，是他们立下的铮铮誓言。沾满泥

污的迷彩、布满血丝的双眼、勒痕深深

的脸庞、伤痕累累的双手、泡得发白的

双脚、席地而眠的睡姿……一位网友写

道：“他们磨破的双手、溃烂的双脚、泥

涂的迷彩，让人感动又心疼。”

有人问，今年最暖颜色是什么？

迷彩色。这是 2021 又一次给出的

回答。

“最强大脑”

“将军既坐镇指挥，又奔赴一线。

危难时刻，中国军人就是这么可靠。”

今夏，中部战区抢险救灾前进指挥

所的相关视频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

这场对前进指挥所的“围观”，充满

好奇与期待。因为这是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以来，战区部队和国防动员系统

执行的又一次大规模非战争军事行动。

大灾即大考，决胜见能力。面对灾

情多点暴发、参战力量多元、兵力需求

各异的实际，如何让指挥协同快速高

效，考验着改革中诞生的战区和重塑后

的国动系统。

没有令人失望——7 月 21 日凌晨

2 点，中部战区向郑州派出抢险救灾前

进指挥所，在灾情发生 12 小时内抵达

一线并开始运转，第一时间对接当地政

府，部署救援兵力。

细心的网友发现，这次抢险救灾

中，“应地方政府请求”和“按照中部战

区命令”，是两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部队和民兵的调动，也充分体现了“就

近用兵”“专业用兵”的特点和“以练为

战、以战促训、战训合一”的成果。一位

军事专家评价说，这种指挥体制更加精

准高效，有效检验了我军非战争军事行

动能力。

此役的经典“战例”，当数郑州阜外

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的大转移。仅 1 个

小时，驻豫 5支部队 1600多名官兵和民

兵抵达“战场”；不到 10分钟，各任务部

队的领导开完“作战”会议，定下立体救

援行动方案；直升机、冲锋舟、皮划艇，

空地协同，数小时转移病人和医护人员

3000余人。

时间之短、行动之快、效率之高，让

网友们直呼“又一次见证了什么是中国

速度、军队速度”。

据统计，此次河南抢险救灾，中部

战区累计投入兵力 4.6 万人次、民兵

6.1 万人次，31 场“阻击战”“突围战”

“大会战”，场场漂亮、仗仗精彩，前进指

挥所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强大脑”。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

为，则无不成。即将送走 2021，迎来

2022，人民子弟兵和民兵厉兵秣马、枕

戈待旦，时刻准备着再冲锋。

风雨同行 冲锋有我
■本报记者 卢 军 李光辉 通讯员 辛振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