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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老兵，也是一名共产党

员，与党同龄、与党同心、与党同行。我

这辈子最无怨无悔的事，就是听党话、

跟党走，永远做党的人。

1943年，日寇发动大规模“扫荡”，

侵略者肆虐之处，硝烟弥漫、生灵涂炭、

民不聊生，刻骨铭心的伤痛让我立志从

戎杀敌，保护亲人和家园。1944 年 10

月，我参加革命，被分配到苏北新兵团

警卫排。当时，遇到冲锋陷阵、攻坚克

难等大项任务，都是共产党员先上，这

深深激发了我向党组织靠拢的愿望。

不久，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时时向党员学习。

1947 年 3 月，前方战事吃紧，我们

准备上前线。一天，连长找我谈话：“小

万，经过支委会研究，批准你加入党组

织。今后，你就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

员，时刻要牢记党员的责任。”上前线前

加入党组织，令我倍感振奋，浑身充满

力量。如今回想起来，依旧心潮澎湃。

70 余载岁月倏忽而过，不少记忆

已经淡忘，唯独入党的庄严时刻，终生

难忘。那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就像一粒

充满希望的种子，栉风沐雨，顽强生长，

尽情绽放。

我先后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参加

过石家庄战役、开封战役、孟良崮战

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

抗美援朝战争等，转战大江南北，闯过

枪林弹雨。

电影《大转折》中有这样一个画面：

胜利的队伍行进在金黄色油菜花地里，

战士们脸庞黝黑、步伐坚定，激昂地唱

着：“刘邓大军真勇敢，渡河反攻鲁西

南，大胜歼敌六七万，蒋介石正在手忙

脚又乱，我们又挺进到大别山……”如

今，《刘邓大军真勇敢》的歌声时常在我

耳畔回响，当年在大别山战斗的艰苦岁

月历历在目。

那一年，由于驻地经常下雨，山沟

里到处是水，许多战士的脚被雨水泡

烂。没有药品和纱布，我们把背包撕开

用来包扎。到了冬季，没有棉衣，大家用

稻草御寒。我的腿脚也冻伤了，留下后

遗症。不过，比起牺牲的战友们，这些都

微不足道。有的战友为了掩护同胞身

中数弹、有的战友拿着炸药包与敌同归

于尽……山河尽染英雄血，一捧热土一

捧魂。那个时候，任何困难都撼动不了

我们前进的决心，大家都把生死置之度

外，奋不顾身往前冲。

戎装在身，要做英勇杀敌的战士；

脱 下 军 装 ，就 是 为 民 服 务 的 先 锋 。

1967 年，我回到家乡江苏省泰州市姜

堰区顾高镇芦庄村工作，直至 1982 年

离休。当时，我只想用有限的时间、有

限的精力为家乡做点实事好事。

顾高镇属于革命老区，产业滞后、经

济基础薄弱。在部队养成的不怕艰苦、

不怕困难的品质和勇于胜利的作风，成

为我干事创业的底气所在、信心所在。

我坚持眼睛往下看、身子往下探、干劲

往下使，一有空闲便挨家挨户了解情况，

帮助家庭困难群众。改革开放后，我带

领全村人修路、修桥，想方设法改善村

里文化、教育、卫生等设施，积极投身到

建设家乡、发展家乡的热潮中。虽然常

常是“一头汗、两腿泥”，但看着村庄变

得越来越有活力、村民日子过得越来越

红火，我心里特别踏实与欣慰。

感情系于人民、力量源于人民、幸

福归于人民。我相信，共产党员离泥土

越近，就越有生命力。如今我虽然已过

百岁，但一有机会我就把自己的亲身经

历讲给年轻一代。我希望他们勿忘昨

日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

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在这片土地上接

续传承、历久弥新。我想，这也是我的

战友们的共同心愿吧！

（刘晓军、郭振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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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卫连”回来了，英雄连队重回

英雄之地。7 月 29 日，正在山东省日照

市海训的陆军某部“安东卫连”，重返昔

日战场——该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连

队官兵与革命先烈进行了一场跨越 77

年的“时空对话”。

安东卫保卫战遗址公园雕塑前，连

队官兵整齐列队，向革命先烈敬献花

篮 、鞠 躬 默 哀 ，嘹 亮 的 军 号 声 再 次 响

起。77 年前，“安东卫连”用鲜血和生

命铸就了不朽的功勋。77 年后，英雄

的“安东卫连”带着荣誉、奖牌和锦旗，

重新踏上这片红色热土，聆听革命先烈

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重温那段炮火硝

烟的岁月。

1945 年 5 月 7 日，滨海军区 23 团 2

连 在 岚 山 区 安 东 卫 街 道 小 李 家 村 与

日寇激战。面对数倍于己的日伪军，

2 连官兵英勇顽强，与敌激战 3 昼夜，

始 终 坚 守 阵 地 。 安 东 卫 保 卫 战 ，2 连

共击毙、击伤日伪军 360 余人，缴获步

炮 2 门、迫击炮 4 门、重机枪 3 挺、轻机

枪 7 挺、长短枪 260 余支。连队指导员

钟 家 全 在 战 斗 中 4 次 负 伤 不 下 火 线 ，

壮 烈 牺 牲 ，后 被 追 认 为“ 战 斗 英 雄 ”。

战斗结束后，2 连被滨海军区授予“安

东 卫 连 ”光 荣 称 号 ，获“ 英 勇 果 断 ”锦

旗一面。

解放战争时期，“安东卫连”先后

参加了柳条沟战斗、平津战役等，荣获

“ 顽 强 制 敌 ”光 荣 称 号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连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被志愿军

总部授予“攻守兼备一等功臣连”光荣

称号。

“‘安东卫连’是一支满载历史荣

誉、战功卓著的功勋连队。今天，我们

缅怀英雄连队的峥嵘岁月，为的是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让‘安东卫连’精神薪

火相传。”日照军分区领导说。

缅怀先烈仪式结束，战斗发生地小

李家村老支书李学慈现场为连队官兵

讲述安东卫保卫战和“安东卫连”的英

雄事迹。

“ 安 东 卫 歼 顽 敌 ，一 腔 热 血 染 军

旗……”老人深情的讲述，听得连队官

兵热血沸腾，大家唱起连歌，豪迈激昂

的歌声在公园上空久久回荡。

“组织这次纪念仪式既是一次寻找

初心之行，也是一次寻根认亲之旅，特

别是老支书的讲解，让官兵再次近距

离、直观地了解了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

历程。我们一定不忘历史、不负使命，

发扬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再创辉煌。”

连队指导员杜昊动情地说。

笔者了解到，长期以来，连队十分

重视红色传统教育，新兵下连参观第一

站是连史馆，学唱的第一首歌曲是连

歌，每天晚点名第一句是“困难面前有

2 连，2 连面前无困难”的誓词，红色基

因在一代代官兵心中扎下了根，忠诚于

党的信念深深融入官兵血脉。驻训期

间，他们结合任务，挖掘利用驻训地教

育资源，开展“红色故事我来讲”“重温

入伍初心”等活动，激励官兵攻克训练

难题，完成上级赋予的演训任务。

在“安东卫连”精神的激励下，当

地人民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建起

安东卫保卫战遗址公园，缅怀峥嵘岁

月，传承红色基因。多年来，岚山区政

府一直关心着连队的建设发展，不断

追寻英雄的足迹。2017 年，他们与“安

东卫连”取得联系，不远千里到部队开

展寻根活动。今天，这支英雄的连队

再次回家，以实际行动巩固军爱民、民

拥军的生动局面，共同谱写军民鱼水

情的时代篇章。

左上图：战斗发生地小李家村老支

书李学慈给官兵讲述战斗故事。

程致远摄

英雄连队重回英雄之地

跨越77年的“时空对话”
■袁建海 司振伟 刘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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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义国、张晓艳报道：“我

参军时还不到 17 岁，个子瘦小，没有长

枪高。参加渡江战役时，我的头部和背

部受伤，卫生员给我把弹片挑出来，简

单包扎一下，继续参加战斗……”仲夏

时节，陕西省宝鸡军分区邀请 94 岁的离

休干部郭春玉，给官兵和文职人员深情

讲述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引发大家强

烈共鸣。

着眼提升主题教育质效，宝鸡军分

区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决定打开营门

搞教育，邀请身边的革命先辈和先进典

型讲自身经历和红色故事，引导官兵和

文职人员从革命先辈身上汲取奋进力

量，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离退休老干部是革命的功臣，他们

的 经 历 是 开 展 主 题 教 育 的 生 动 教 材 。

为此，宝鸡军分区组织人员与地方党史

部门联合挖掘离退休老干部的感人事

迹，拍摄电视系列片《红色记忆》，在电

视台及新媒体平台播放，激励大家在回

溯光荣历史、聆听先辈事迹中补足精神

之“钙”，强化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忠

诚品格。他们还要求所属人武部、干休

所利用军营小广播、板报、橱窗、灯箱、

强军网等载体，展示革命先辈的战斗事

迹，让大家对标先进典型和英模查找差

距和不足。

该军分区把主题实践活动的着力

点 向 备 战 打 仗 聚 焦 ，围 绕“ 当 红 色 传

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学习英模，我们

怎么干”等话题进行讨论，引导大家把

教育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

战的动力。

新入职文职人员郭宇航说：“老前

辈 的 战 斗 故 事 ，把 我 们 带 回 了 那 个 硝

烟 弥 漫 、战 火 纷 飞 的 年 代 。 我 们 要 发

扬 革 命 先 辈 不 怕 牺 牲 、英 雄 奋 战 的 精

神 ，苦 练 军 事 技 能 ，钻 研 业 务 知 识 ，在

本 职 岗 位 干 出 一 流 成 绩 ，为 强 军 事 业

作贡献。”

从革命先辈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陕西省宝鸡军分区运用身边资源提升主题教育质效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救了我们全

家！”7 月 28 日下午，江西省景德镇市昌

江区鲇鱼山镇关山村村民程燕青，将一

面锦旗送到武警战士李军君家中，表达

感激之情。

7 月 27 日下午，回家探亲的李军君

途经鲇鱼山镇关山村时，发现昌江河中

有一妇女落水，正挥舞手臂求救。李军

君立即纵身跃入河中，奋力游到落水者

身边。出于求生本能，落水妇女紧紧抓

住李军君衣服。李军君大声喊道“不要

慌，抓紧我的胳膊”。他一边安抚，一边

奋力朝岸边游去。由于之前有人在河

里淘沙，造成河床凹凸不平，脚下全是

沙子，十分松软。李军君脚使不上劲，

直往下陷。他调整姿势，铆足全身力

气，把落水妇女顶出水面，营救上岸。

落水妇女被救上岸后目光呆滞、

呼吸微弱。李军君见状，迅速拍打其

后背。这名妇女吐出腹中积水后，意识

慢慢清醒。见这名妇女身体没有大碍，

李军君将其托付给村民后转身离开。

当村民询问他的身份信息时，李军君

只说了一句：“我是一名军人，这是我

应该做的。”

7 月 28 日上午，获救者程燕青来到

关山村村委会反映情况，寻找救人的子

弟兵。经村委会干部走访确认，救人者

叫李军君，景德镇市昌江区丽阳镇丽阳

村人，2017 年 9 月入伍，现服役于武警

浙江总队嘉兴支队。经多方打听，程燕

青找到李军君，出现文中开头一幕。

为表彰李军君的见义勇为行为，关

山 村 委 会 送 来 1000 元 奖 金 。 李 军 君

说 ：“ 我 只 是 做 了 一 名 军 人 应 该 做 的

事。”8 月 1 日，李军君把 1000 元奖金捐

献给昌江区红十字会，希望可以帮助有

困难的人。

战士李军君勇救落水群众
■陈 路 王青华

“八一”前夕，辽宁省军区开展走访慰问离退休干部活动，送上节日的祝

福和关爱。图为沈阳第六离职干部休养所老干部阅读慰问信。 柴旭东摄

本报讯 刘河江、颜瑞报道：唱红

歌、吃小米饭、喝南瓜汤……“八一”前

夕，山东省滕州市人武部与滕州市融媒

体中心组织青少年学生代表走进省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八路军抱犊崮抗日

纪念园，开展红色实践活动，教育引导大

家铭记光辉历史，厚植爱国情怀。

实践活动中，该市军地采取班、排、

连 的 管 理 模 式 ，严 格 落 实 一 日 生 活 制

度，强化大家的纪律观念。他们组织青

少年学生代表开展以“重走红色道路、

祭奠革命先烈、观看红色电影、参观革

命历史展馆、唱红色歌曲”为主要内容

的观摩体验活动，重温战火纷飞的峥嵘

岁月。

连日来，青少年学生代表来到八路

军第 115 师政治部、八路军抗日夜校、抱

犊崮剧社等红色展馆和体验基地，参观

革命文物、历史图片等珍贵史料，认真聆

听一个个动人的革命故事，了解八路军

在鲁南的光辉历程和鲁南军民的抗日革

命历史。

他们还组织青少年学生代表体验射

击、射箭、独轮车运粮、手雷投掷等军味

浓厚的体育活动，感悟抱犊崮山区革命

根据地群众与八路军鱼水情深、英勇杀

敌的动人故事。青少年学生代表韩昊岑

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

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要懂得珍惜和感

恩。将来我也要参军入伍，做一名守护

祖国安宁的解放军战士。”

近年来，滕州市军地创新方法手段，

探索形成“政府主导、市人武部主抓、宣

传教育系统落实”的国防教育工作模式，

有效解决了学校国防教育缺乏整体性连

贯性等问题。目前，他们在高中开设军

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课，在初中、小学

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军魂”教育为主

要内容的国防教育，并组织全市中小学

参加国防知识竞赛，营造关心国防、支持

国防的浓厚氛围。

铭记光辉历史 厚植爱国情怀
山东省滕州市组织青少年学生代表开展红色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