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2年年 66月月 77日 星期二日 星期二 3视 点 责任编辑 / 裴 贤Tel：010-66720921

特殊“族谱”

记录家族荣光

“咱儿子钟镇聪终于上第二份‘族

谱’了！”3 月 8 日，大鹏村村民钟河夫

妻看着刚添上儿子名字的“族谱”，格

外高兴。

钟河手里拿的并非传统族谱，而

是“上垌钟氏家族三代参军示意图”，

上面详细标注着家族中每一名参军人

员的姓名、服役时间、立功受奖等情

况，足足 20 人。其中，最新添上的“钟

镇聪”名字格外醒目。

钟镇聪从小向往军营。由于年龄

偏小，他经过 3 次报名，今年春季终于

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入伍通知书，成为

钟家第 20 位军人。

“家中长辈对军队有着特殊的情

感，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我从小就向

往军营。”在钟镇聪看来，“当兵是钟家

的一种传统”，他要将这种军人情怀一

直传承下去。

1950 年，钟河的父亲钟耀光光荣

入伍，是钟家走出的第一位军人。钟

河也想去当兵，由于体检不合格落选，

未能参军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不过，钟家其他人都很争气！”钟

河说，钟家在屯里有几户人，从他父亲

那一辈算起，包括钟家女子组建的家

庭，男女老幼加起来有 150 多人，每个

小家都有人参军。钟河指着“族谱”中

的第一行介绍，除了父亲钟耀光外，还

有 3 个叔叔和两个姑父都当过兵；到了

钟河这一代，有 6 人入伍；而到了钟镇

聪这一代，目前已有 8人入伍。

记者从这张“族谱”看到，在钟家，

不 仅“ 子 承 父 业 ”，连 女 子 也 不 甘 落

后。1982 年，钟河的堂姐钟善梅接过

父亲的钢枪，走进部队，成为钟家第一

位女军人。现在，钟善梅的女儿赵曼

君也入伍成为一名军人，服役于武警

广东总队某支队。

“这张‘族谱’是父亲晚年的时候建

立起来的。在我们钟家，无论男女，都

以能够进‘族谱’为奋斗目标，所以，只

要到了参军年龄，大家都会踊跃报名应

征。女的就算当不了兵，也把军人作为

择偶首选。”钟河笑着说道，在钟家人看

来，部队最能锻炼人的意志和品格，军

人是最值得托付的人。如今，在钟家，

有 5个女婿是从部队走出来的。

一 张 示 意 图 ，对 于 钟 家 重 千 钧 。

上面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份沉甸甸的

荣誉，记录着岁月，承载着家风，让从

军报国的家国情怀一代代赓续。

“红色聚会”

熔铸热血军魂

听老兵讲军旅故事，是钟家子孙的

“必修课”，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每个人。

2 月 19 日，罕见的低温降雨仍在

持续。春节过后，大批村民外出务工

后的大鹏村格外清冷，但在钟积光家

里 却 热 闹 非 凡 。 钟 家 的 军 人 齐 聚 一

堂，在召开“崇军尚武 爱国爱家”传统

家风座谈会。

“钟耀光是钟家在新中国成立后走

出的第一位军人，参加了抗美援朝战

争。现在，家里还保存着他参军时获得

的奖章，最特别的是一支在朝鲜战场上

缴获的钢笔。”今年 68 岁的钟积光，对

于堂哥钟耀光从军经历如数家珍，时至

今日，他还记得堂哥跟他讲过自己刚入

伍时的情形：人比枪高不了多少，背着

枪，枪托还总磕到小腿肚子。

“我 1974 年 入 伍 ，1979 年 参 加 边

境作战。”在座谈会上，钟积光向钟家

的年轻人展示了他在战场上获得的奖

章。这位年近 70 岁的老兵，言谈举止

间 依 然 透 着 一 股 军 人 的 气 质 。 他 坦

言，当年就是在堂哥的影响下，走进了

军营。

“以前逢年过节，钟家人聚在一起

时，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听堂哥讲述他在

战场上的战斗故事。”钟积光介绍，钟耀

光总是在生活中向他们灌输参军投身

国防事业的思想，对于军人，他们有着发

自内心的崇拜。钟耀光的言传身教，在

钟家撒下了从军报国的种子，不断生根

发芽。

当天，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钟河表

兄甘林的 10 岁儿子甘昊天。“希望钟氏

家族的这种‘家国情怀’能融进下一代

的血脉中，长大后在部队里绽放出属

于自己的光彩。”甘林的父亲甘展昆是

钟耀光的妹夫，也是一名老兵，1964 年

就走进了军营。

“从我记事起，每年过年，全家人

总是聚在一起，讲述军营故事，有战场

杀敌保家卫国的，有和平年代抗洪救

灾 的 ，我 们 就 是 在 这 种 氛 围 中 成 长

的。”钟积光的外甥陈浩说。

1995年 12月，经过层层选拔，陈浩

成为了第一批驻港部队的一员，见证了

香港回归的全过程。“当年驻港部队挑

选 人 员 时 对 政 治 条 件 的 审 查 十 分 严

格，我有幸入选第一批进驻香港的分

队 人 员 ，这 跟 军 人 家 庭 的 背 景 分 不

开。”陈浩说。

从 1995 年入伍到 2008 年转业，陈

浩在驻港部队一干就是 12 年。驻港

部队每两年轮换一次，陈浩先后三次

被选调到香港驻守，前后共在香港驻

守了 5 年时间。

“一日从军，终身受益。”陈浩说。

他现在是玉州区城西街道退役军人服

务站的负责人，2020 年该站成为玉林

市 110 个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首个

示范站。退役后，他继续以军人“艰苦

奋斗、顽强拼搏”的作风要求自己，在

岗位上踏踏实实工作，并以自身行动

向下一代传承红色血脉。

军营回忆录

播撒参军种子

一本早已泛黄、页边起毛的笔记

本，被钟家三代人当作“传家宝”珍藏

至今。

“这是父亲留下的手稿。”钟河介

绍，父亲钟耀光 1956 年退役后，用日

记记录了自己的从军之路。如今，这

本日记成为钟家的“传家宝”。

钟河说，父亲的这些日记，在全家

人心中播下了从军报国的种子，二叔

钟积寿、三叔钟积南和小叔钟积光先

后从父亲手中接过钢枪，义无反顾选

择了从军报国。

“不同的年龄读外公的日记，都有

不同的收获。小时候，我们只记得打

仗很精彩很激烈，想着长大后也要到

战场一展风采，入伍后才知道战争的

残酷，退伍后才真正读懂那一代人作

出的牺牲有多大……”钟耀光的日记，

如今还刻印在外孙谢夏林的脑海。

2007 年，钟家迎来入伍“高峰期”，

外 孙 谢 夏 林 、陈 昭 宇 和 王 欢 同 时 入

伍，当时在全村乃至全镇引起不小轰

动，村民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

“因身体原因，我未能参军，所以

我和爱人早早就动员儿子积极报名，

传承参军优良传统。”钟河介绍，参军

的接力棒，如今已经交到了儿子钟镇

聪手上，相信他一定不辱使命，发扬钟

家优良传统，为国防事业添砖加瓦。

今年春季，即将从广西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毕业的钟镇聪第 3 次应征报

名。2020 年第一次报名时，由于未满

18 岁被拒；第二年报名，虽然未通过体

检，但考虑到他从军信念坚定且出身

于军人家庭，玉州区人武部同意了其

加入预备兵员的申请。今年春季，钟

镇聪做足了准备，再次报名并通过体

检，顺利成为钟家的第 20 位军人，为

“光荣之家”再添光彩。

“ 家 里 有 很 多 亲 人 都 是 当 兵 的 ，

我 们 听 着 长 辈 们 过 去 的 光 荣 事 迹 长

大，所以从小就十分向往军营。”如今

已成为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一名新兵的

钟镇聪表示，在以后的军旅生涯中，一

定要像爷爷当年一样冲锋陷阵、勇往

直前。

不 同 的 时 代 ，有 着 相 同 的 信 仰 。

这三份传家宝，是大鹏村上垌屯钟家

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不断地激励着

一代代钟家人踊跃参军。时代更迭，

岁月流逝，钟家人从军报国的情怀却

始终如一。

图①至图⑥依次为：钟耀光、钟积

寿、钟积南、钟耀光妹夫甘展昆、钟善

梅、钟耀光女婿谢盛荣。

上图：5 月，新兵钟镇聪进行匍匐

训练。

下图：3 月，钟积光（左）为即将入

伍的钟镇聪送行。

供图：梁英海

资料整理：黄凯楠

制图：扈 硕

广西玉林市钟姓一家三代20人从军报国——

三份传家宝 一脉报国情
■本报记者 陈典宏 梁英海

七十余载血脉相传精忠报国，三代人热血铸就红色军魂。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仁东镇
大鹏村上垌屯，有一个家族的房子在村里格外醒目。这个家族每一户的门楣上，都挂着“光
荣之家”的牌匾。

时间回到 1950年，年仅 17岁的钟耀光光荣入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保家卫国。此后，
70多年来，在钟耀光影响下，这个家族先后有 19人从军报国。如今，钟耀光的孙子钟镇聪也
接过了参军接力棒，走向绿色军营。

“钟家儿女就要参军报国”，这是

爷爷在世时常挂在嘴边的家训，也是

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1950 年，爷爷钟耀光参军入伍，参

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家第一位军人。1996 年，爷爷因

病去世。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从小

听着他的事迹长大。

爷 爷 留 下 了 很 多 遗 物 ，有 家 书 、

日 记 ，也 有 老 式 军 装 的 标 志 服 饰 和

从 朝 鲜 战 场 上 带 回 来 的 钢 笔 。 每 次

看 到 那 些“ 宝 物 ”，我 仿 佛 看 到 爷 爷

当 年 浴 血 奋 战 的 战 斗 场 景 ，希 望 长

大 后 也 能 像 爷 爷 那 样 英 勇 作 战 、保

家卫国。

父亲常跟我讲，爷爷那一代人特

别崇尚军人，希望子女也能到部队接

受锻炼。遗憾的是，1988 年，父亲报名

应征，却因体检不合格落选。从此以

后，“有了儿子，一定让他去当兵”便成

了父亲最大的心愿。

从我记事起，家里每年的老兵座

谈会，父亲都要求我必须参加，接受红

色教育。在红色家风的滋养下，当兵

的念头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

去年，春季征兵开始后，我和堂哥

钟 武 宏 同 时 报 名 应 征 ，由 于 未 满 18

岁，我落选了，堂哥顺利入伍。等到秋

季征兵时，却因为体检不合格，我再次

落选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失落。之

后，我积极锻炼身体，努力提高身体素

质。我同时提交申请，成为玉林市玉

州区人武部一名预备兵员，提前接受

部队教育、管理和训练，为春季入伍打

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身体基础。今

年春季征兵，我顺利通过了体检和政

治考核。

家访的那天，人武部领导问我想

去什么部队时，我毫不犹豫回答：“到

一线作战部队去！”我始终认为，爷爷

当年连朝鲜战场都敢去，我还有什么

地方不敢去！

今年 3 月 8 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

子，也是全家难忘的日子，我顺利入伍

到东部战区陆军某旅。那天，父亲眼

里噙着泪水，我知道，那是因为他的儿

子实现了他未能实现的梦想，钟家的

第二份“族谱”从此有了他儿子的名

字。一向含蓄的母亲说，这是我送给

她最好的妇女节礼物。那一刻，我感

受到了肩上的责任，也读懂了红色家

风传承的意义。

离家的那一天，打过仗的叔爷爷

钟积光专门来为我送行，并嘱咐我到

了部队一切服从安排，不要怕苦怕累，

要像爷爷当年一样勇敢去战斗。

两个多月的新兵生活，让我收获

满满。我深知，穿上军装就要勇往直

前，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上，贡献自

己的青春力量。我希望，将来有一天，

我也能像爷爷一样拥有丰富的战斗经

历，把“钟家儿女就要参军报国”的家

风代代传承下去。

（整理人：梁英海、刘家英）

“把参军报国的家风传下去”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新兵 钟镇聪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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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叔：

您好，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

家里一切都好吧？我很是想念你

们。

现在抗美援朝战争已结束，我

们 部 队 已 经 转 回 国 内 ，驻 扎 在 天

津。我在连队主要从事文书工作，

同时也开展军事训练。我们要随

时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时

刻做好打仗准备。

感谢您当年送我参军，参军后

我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身体变得

更加健壮，思想也更加纯洁。部队

首长对我们很好，战士们也很团结，

吃穿住都很好，请您不要担心。

我们家是贫农，过去全家劳动，还

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被地主剥削，

全靠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才分

了田地，才能过上现在的好生活。

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大恩人，我

们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必须要有强

大的军队保家卫国，参军就是支持

国防建设的表现，是非常光荣的。

积寿弟今年也到了参军的年

龄，叫他赶快去报名。好男儿要立

志参军报国，在家里是没有大出息

的。像我当年如果不参军，留在家

里可能还是一个放牛娃。部队是个

大熔炉，从部队走出去的人，个个都

是好样的。我相信积寿弟也乐意参

军，为我们钟家争取更大的光荣。

好了，这次就先写到这。

此致

敬礼

侄子：钟耀光

1955年 9月 2日

钟耀光的军营家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