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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仲 夏 时 节 ，沈 阳 抗 美 援 朝 烈 士 陵

园，一场简朴而庄严的捐赠仪式正在进

行。著名作家魏巍之子魏猛将不同版

本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东方》等图书

及魏巍本人的藏书、手稿、书柜等 700 余

件物品捐赠给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沈阳是英雄城市，是众多志愿军

烈士长眠的地方。让父亲的遗物与志

愿军烈士英灵相伴，是对他老人家最好

的慰藉。”魏猛深情地说。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

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捐赠

的魏巍手稿虽是复印件，但那竖行书写

的字迹、反复修改涂抺的痕迹，依然带

着战火硝烟气息扑面而来，让人仿佛穿

越时空，来到抗美援朝战场。

1950 年 11 月，志愿军第 38 军 112 师

335 团 1 营 3 连为追击敌军，一路穿插至

松骨峰，与数倍于己的美军激战 8 个多

小时,111 名勇士壮烈牺牲。作为战地记

者，魏巍将惨烈的松骨峰战斗写入《谁

是最可爱的人》文中。

这篇以血为墨、饱含深情的战地通

讯，刊登在 1951 年 4 月 11 日的《人民日

报》第一版。这是魏巍为中国人民志愿

军谱写的一曲壮丽赞歌，至今读起来依

旧荡气回肠。从此，“最可爱的人”传遍

了神州大地，成为人民子弟兵最响亮的

称谓。

“我相信，魏巍的心与安眠在这里

的烈士的心是相通的。”与魏巍有几十

年交情的著名军旅作家胡世宗，是这次

捐赠的倡议者。“魏巍是我的良师益友，

他生前曾多次来到沈阳。”胡世宗说，当

得知魏巍后人要捐赠长辈遗物的意愿

后，他多方奔走，做了一些联络、协调、

推进和落实工作。

胡世宗清晰记得，他曾撰写了一篇

特写《属于东方的魏巍》，魏巍审看时，

划 掉 了 标 题 上“ 东 方 ”二 字 ，改 成“ 人

民”。当时，魏巍说：“作家就是为人民

写文章的人。”

聆 听 魏 猛 和 胡 世 宗 的 发 言 ，来 自

沈 阳 高 校 的 学 生 代 表 深 受 触 动 ：“ 从

《谁 是 最 可 爱 的 人》里 ，我 们 知 道 这 么

多可爱的战士为和平付出了年轻的生

命，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多么的来之

不易！”

展厅一侧，是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

和一串串滚烫的数字。在伟大的抗美

援朝战争中，先后有 290 余万名志愿军

将士入朝参战，涌现出 30 多万名英雄功

臣 和 近 6000 个 功 臣 集 体 ，现 已 确 认

197653 名烈士牺牲……风华正茂的志

愿军战士，怀着保家卫国的热血信念，

将 生 命 永 远 定 格 在 烽 火 连 天 的 岁 月 。

“最可爱的人”更是中国人民发自内心

深处对志愿军战士的评价。跨越 70 多

年的历史时空，《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什

么还能拨动人们的心弦，记者置身现场

找到了答案。

“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

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他

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捐赠仪式

现场，魏猛深情诵读，身后是魏巍的一

幅题字——“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战 歌 与 书 香 融 合 ，如 甘 露 浸 润 心

田。沈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表示，

他们一定会保管好、研究好、利用好这

些书籍和手稿，让前来祭扫的官兵、青

少年、群众等在参观陵园时，能更多了

解这些“最可爱的人”背后的故事，更深

刻地感受英雄精神的伟大力量。

本文照片由赵敬东摄

著名作家魏巍的后人将魏巍 700余件作品及书信手稿捐赠沈阳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

“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黄 岩 孙 禹 本报记者 赵 雷

魏巍之子魏猛在展厅瞻仰父亲的题词：“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著名军旅作家（左一）胡世宗在捐赠仪式上发言。

8月上旬，新疆阿克苏军分区某边防团将部队拉至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训练。图为官兵正在实弹射击。

董欣宇摄

近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实践团师生一行 30 余人到山西省祁县人武

部国防教育展厅参观学习。 李竹青摄

大庆市大同区人武部

组织军训教官培训
本报讯 刘东旸报道：8 月上旬，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人武部遴选

35 名 退 役 军 人 ，开 展 为 期 14 天 的 军

训教官培训。他们严格按照标准要

求，围绕军训课目和“四会”教学能力

等内容，采取“过关升级、全程淘汰”

的方式进行强化训练。最终，有 30 名

退役军人通过考核，领取军训教官资

格证书。

安徽省固镇县人武部

做好学生军训准备
本报讯 潘玉响报 道 ：连 日 来 ，

安徽省固镇县人武部联合县教育局

召开秋季学期学生军训工作专题协

调会，商议军训工作组织领导、组训

施训、安全管理、课目考核等具体事

宜 ，明 确 由 人 武 部 牵 头 负 责 军 训 教

员 教 学 法 培 训 ，并 组 织 示 范 观 摩 和

考核。

本报讯 吴玉枝、王永介报道：“凤

城街道的有志青年们，现在是报效国家

的最好时机，到部队发展，一定会有施展

才华的平台……”8 月初，在贵州省天柱

县金凤广场的征兵宣传点，退役军人黄

明荣结合自身军旅经历话成长、谈收获，

吸引众多市民驻足。

为扎实开展好下半年征兵宣传工

作，该县人武部邀请黄明荣等多名该县

籍优秀退役军人担任“征兵代言人”，组

建一支退役军人征兵宣传队伍，走街串

巷宣讲征兵政策。

他们将退役军人征兵宣传队划分成

几个小组，分别前往所属乡镇街道，通过

组织适龄青年开展见面座谈会，到集市

上宣讲征兵政策、发放征兵宣传单等形

式展开宣传活动。他们明确征兵宣传小

组成员一人承包一个村，每人培养推荐

一名入伍应征的好苗子，以“培养一个、

带动一方”的方式，提高征兵工作质效。

“当兵既能尽义务，又能在部队学到

知 识 和 技 术 ，是 青 年 成 才 的 一 条 好 路

子。”笔者走进现场看到，几名退役军人

在一块空地上，摆上桌子、拉起“一人参

军，全家光荣”等横幅，一边向过往行人

发放征兵宣传单，一边为适龄青年和家

长解读相关征兵政策。

据悉，该县退役军人结合自身成长

经历宣传引导，有效激发了适龄青年参

军报国热情。截至目前，该县征兵报名

人数突破 700 余人，其中大学毕业生报

名人数达到 470 余人。

贵州省天柱县

优秀退役军人担任“征兵代言人”

硬化的村组公路干净整洁，黄桃基

地的桃树硕果累累，茶树菇基地项目建

设热火朝天……仲夏时节，湖南省新晃

县贡溪镇田家村退役军人、党支部书记

杨代祠看着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喜上

眉梢。

杨代祠是土生土长的田家村人。

从小到大，他印象最深的是“穷”，村民

们整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忙活，一年到

头日子仍是紧巴巴。1996 年，他参军

入伍时，村里还没通车，只能攀爬几公

里的山路到镇武装部。那是他第一次

走出大山。

5 年的军旅生涯锤炼了杨代祠吃

苦耐劳的品质。2001 年退役时，他也

曾想过回村带领父老乡亲一起致富，但

感觉自己眼界还不够开阔，便到浙江打

拼。经过多年努力，他逐渐成长为企业

高管，收入颇为可观。

树高千尺离不开根。杨代祠念念

不忘贫困的小山村，忘不了靠天吃饭的

父老乡亲。回家创业、带领父老乡亲共

同致富的念头一旦萌生，就在心里挥之

不去。

“好不容易跳出农门，为啥还要回

来过苦日子？”一些亲朋好友表示不理

解。可杨代祠深知：脱下的是军装，卸

不下的是责任。他毅然告别繁华都市

带着妻儿回到了家乡。退役军人身份、

在外地打拼多年的经历，让他很快被村

民认可。2017 年 3 月，他高票当选为田

家村党支部书记。

上任后，杨代祠结合村子实际，决

定发展光伏发电产业。消息一传出，便

引来质疑。

“新产业靠谱吗？”

“不出太阳的时候发不了电那不就

亏本了？”

为打消大家的忧虑，杨代祠挨家挨

户上门做思想发动，介绍新能源产业、

解读国家优惠政策，最后终于说服了父

老乡亲。

光伏发电站建成后，当年就见了效

益。尝到甜头的村民干劲儿更足了。

随后，辣椒苗培育、土鸡养殖等特色项

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田家村一举摘掉

了贫困帽子，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2020 年底，杨代祠众望所归连任

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全村进一步完善

基础设施，硬化道路、安装路灯、接入有

线网络、改造卫生厕所，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今年 4 月，他又引回 120 万资金

和技术，准备在村里建立茶树菇种植基

地。基地建成后，可直接为乡亲们提供

20 余个就业岗位。

杨代祠又穿上他最爱穿的迷彩服，

来到正在建设中的茶树菇基地。谈及

未来，他信心满满：“退伍不褪色，退役

不退志，我要和父老乡亲们一起继续巩

固脱贫成果，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上再创

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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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绍石、特约记者李国涛

报道：“过去巡逻执勤要徒步翻山越岭，

如今有了无人机、新型雷达，就好像为

‘铁脚板’插上了一对翅膀……”8 月上

旬，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今昔对比

车载小课堂上，三级军士长陈源结合岗

位实际，讲述近年来连队执勤条件变

化，让战友们深受触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军地聚力加

强边防基础建设，各级围绕涉及官兵的

“取暖、吃水、用电、给养、洗浴、防雷”等

难题组织集中攻关，一批惠兵工程接连

实施，生活训练条件发生巨大变化。该

军分区常委一班人因势利导，广泛开展

“赞颂伟大成就、聚力练兵备战”今昔对

比讨论活动，引导官兵围绕“边关新颜

是什么、发展变化靠什么、强军固边怎

么办”等话题展开交流，进一步坚定卫

国戍边使命感。

他们利用政治教育、党团活动时间

组织官兵讨论交流。陈源坚守雪域高

原 17 载 ，对 边 关 发 展 变 化 感 触 颇 深 。

2017 年，陈源从武装侦察专业转为无

人机专业。面对陌生专业、全新设备，

他潜心钻研、虚心请教，结合学历升级

加速能力升级，多次在高海拔演训活动

中出色完成任务。“装备升级换代，更需

要我们练强练精手中武器。”谈及变化，

陈源感慨万分。

同时，该军分区结合部队点多面广、

驻防分散的特点，灵活组织“边关十年”

图片展、线上与老兵对话、来队探亲军嫂

谈感受等活动，并开设今昔对比车载小

课堂。在海拔 4520米的无名湖哨所，官

兵利用“睡前畅谈十分钟”说变化、讲体

会。炊事班长、二级上士杨锋侃侃而谈：

“过去哨所大雪封山交通不便物资保障

困难，自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

在牛羊鱼虾、新鲜果蔬应有尽有，官兵吃

得营养、吃出了战斗力。”

新一代保温哨楼一举解决用电、取

暖、吸氧难题，柏油路铺上雪海云天织

成纵横交通网……身边看得见、摸得着

的变化，让官兵越说越兴奋，大家纷纷

表示，一定忠诚履行好卫国戍边职责，

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西藏山南军分区

今昔对比激发戍边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