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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船票，我盼了 52 年……”

11 月 18 日 ，天 刚 蒙 蒙 亮 ，76 岁 的

浙 江 天 台 籍 老 兵 张 忠 键 早 早 起 床 ，再

次 仔 细 检 查 行 李 ——“ 光 荣 在 党 50

年”纪念章、与老战友的合影，以及一

张船票。

“来了！来了！”在台州市椒江轮渡

码头，一群身着老式军装的身影格外引

人 注 目 。 老 兵 们 难 掩 激 动 ，握 手 、敬

礼。跨越半个多世纪后，16 位平均年龄

超过 70 岁的天台籍老兵，再次相约登上

大陈岛。

大陈岛位于东海前哨，战略位置重

要。1965 年底，540 余名天台籍青年响

应号召，登岛垦荒。在物资匮乏的艰苦

岁月，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扛锄，用青春

和汗水参与建设大陈岛，成为响当当的

“垦荒卫士”。

一晃多年过去，不少老兵退役后再

也没有回过大陈岛。前不久，大陈岛垦

荒 故 事 被 编 入 全 国 小 学 生 教 材 读 本 。

得知消息后，老兵们十分欣喜，“再去

‘第二故乡’看看”的愿望愈发强烈。在

公益组织和爱心企业的帮助下，他们开

启这趟圆梦之旅。

“以前这里是团司令部，对面是军

人服务社。”时隔多年，在岛上战斗生活

4 年多的张忠键，一眼便认出当年的营

址。“这片海域我熟悉，哪片风浪大我知

道。”同行的老兵中，82 岁的鲍先清年纪

最大，曾在岛上度过 12 个春秋。“路不

平，灯不明，电话不灵，小船开开停停。”

这段顺口溜，鲍先清至今记忆深刻。他

回忆，海岛土壤贫瘠、淡水匮乏、台风肆

虐，大家靠徒手拓荒，为大陈岛染上第

一片绿。经过军民合力苦战，岛上办起

了水产综合加工厂、海鲜酱油厂、乳品

加工厂等，当年他们种下的松树、柏树

也已经苍翠盎然。

“杨政委？杨政委！真的是你啊。”

路过邮电局旧址时，73 岁的大陈岛居民

林领花迎了上来，仔细打量一番后，她

激动地握住老兵杨国耀的手。

杨国耀是原南京军区守备第 25 团

政委，长年驻守大陈岛，曾帮助渔民保

生产、学文化。当年，林领花的丈夫帮

助 部 队 修 营 房 ，夫 妻 俩 结 识 了 不 少 官

兵 。 两 位 老 人 互 相 问 候 近 况 ，回 忆 往

昔，激动又兴奋。

临近中午，老兵丁兆佳脱离“大部

队”，去看望一位“亲戚”——徐正香。

他是丁兆佳曾医治过的一名患者。有

一天，突发疾病的徐正香被紧急送到部

队卫生所，时任军医丁兆佳诊断出是胃

穿孔。情况危急，本应用船把徐正香送

往椒江城区的医院进行治疗，不料当时

海 上 风 大 ，船 不 能 通 行 。 丁 兆 佳 回 忆

道，杨国耀当时就问了他一句：“你有没

有把握？”他说：“有。”杨国耀当即拍板：

“手术！”

经过紧张的手术，徐正香脱离了生

命危险。打那以后，他见人就说子弟兵

是他的救命恩人。多年来，丁兆佳一直

与徐正香一家保持着联系。

下午时分，天空突然飘起小雨，海

风吹到身上带来阵阵寒意，大陈镇党群

服务中心里却暖意融融。退伍老兵和

老垦荒队员、新一代垦荒人、民兵围坐

在一起，忆峥嵘岁月，话时代发展。

已是耄耋之年的高阿莲带着女儿

黄文英来到座谈现场。16 岁那年，高阿

莲登上大陈岛，从此在海岛扎根。当得

知高阿莲的儿女大学毕业后也回到岛

上工作时，老兵们连连称赞。

“昔日童山秃岭，如今成为省级海

岛森林公园，大陈岛的发展离不开一代

又一代垦荒人的付出。作为新一代垦

荒人，我们要继承发扬好艰苦创业、奋

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

神。”民兵王跃说。

风不言，海不语，但它们见证了大

陈岛的沧桑巨变：在梅花湾，晾晒的鱼

干散发着海的味道，街边店铺林立，海

鲜餐厅里热闹非凡；距离海岸不远的大

陈 岛 鸡 笼 头 黄 鱼 养 殖 基 地 ，一 场 捕 捞

即将开启；山顶上，一座座风力发电机

组 在 海 风 中 自 由 转 动 ……“ 今 天 的 大

陈岛岸绿山青，正朝着‘小康的大陈、

现代化的大陈’目标不断迈进。”杨国

耀感慨地说。

昔日童山秃岭，如今林木葱郁。时隔多年，16名浙江天台籍老兵再登大陈
岛，追忆垦荒岁月—

“垦荒卫士”重返东海前哨
■徐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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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大 精 神 进 基 层

本报讯 黄育新 报 道 ：11 月 下

旬，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人武部组织

全体干部、文职人员和职工前往东源

县义和镇阮啸仙纪念馆、阮啸仙故居，

开展“感受红色情怀，追忆革命精神”

主题党日活动，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

丰功伟绩，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

入心、走深走实。

阮啸仙，广东河源人，是我党早期

50 多名党员之一，是广东地区青年运

动的先驱者，是我党早期农民运动的

重要领导者。中央红军长征后，阮啸

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

治委员，坚持游击斗争。1935 年 3 月，

他在转移途中遭敌包围，不幸壮烈牺

牲，时年 38 岁。2009 年，阮啸仙被评

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

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多年来一直作为

河源红色革命代表人物受到人们深切

缅怀。

在阮啸仙纪念馆和阮啸仙故居，

解说员围绕阮啸仙生平事迹、阮啸仙

精神、审计文化、纪检监察文化 4 个专

题进行讲解。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

物生动展现了阮啸仙参加革命活动和

早期生活的场景。“1934 年 2 月起，阮

啸仙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审计委员会主任。他一上任就千方

百计增加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从

各方面节约开支。”随着解说员的讲

解，大家仿佛回到那段战火纷飞的革

命岁月，深切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对党忠诚、为民服务、不怕牺牲的

革命信念。

随后，在阮啸仙学堂，大家围绕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展开讨论

交流。“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国防和军队

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是我们今后工作

的重要指引。”“大家虽然岗位平凡，但

一样连着使命、关乎打赢，要传承革命

先烈精神，铆在岗位上担当尽责……”

参观人员结合岗位实践谈体会、话使

命、定目标，气氛热烈活跃。

据了解，连日来该区人武部把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精心筹划、灵活组织，丰

富形式、多措并举，坚持原原本本深

学细研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章，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

神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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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于斌、解建森 报 道 ：

“地方事业编人员经过部队的加钢淬

火，很快挑起大梁。”近日，山东省

禹城市 5 名前不久退役的事业编人员

正式上岗。作为经过部队锤炼的机关

干部，“文”的学历，“武”的经历，

让他们的各方面能力很快获得认可。

选 送 事 业 编 人 员 到 部 队 锻 炼 ，

对 人 才 培 养 有 什 么 作 用 ？ 禹 城 市 委

组织部负责人给出答案：“经过部队

历 练 ， 年 轻 干 部 能 飞 得 更 高 、 飞 得

更远。”禹城市人武部联合组织、人

社 部 门 出 台 优 待 政 策 ， 从 各 部 门 新

招 录 的 大 学 生 中 每 年 遴 选 一 批 “ 好

苗子”，经过体检、政考等环节参军

入伍。

“把他们送到部队后，我们没有

当 ‘ 甩 手 掌 柜 ’， 而 是 扶 上 马 送 一

程。”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们与部队

建立月联系、季分析、年总结制度，

注重全面考察选送人员的综合素质和

现实表现，合力烧旺淬炼人才的“炉

火”。

孙晓冰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0 年从市自然资源局入伍。一次比

武，他发挥失常，思想压力大，甚至

一度消沉。了解情况后，人武部和军

属组成“亲友团”，帮助他卸下思想

包袱。部队专门打来电话表示感谢：

“家乡‘亲友团’，好比咱们部队的编

外指导员。”

好钢用在刀刃上。退役返乡的事

业编人员刘洋，没有选择留在城区，

而是一头扎进基层。几年间，经过管

区 工 作 者 、 管 区 书 记 、 镇 科 室 负 责

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等岗位历

练后，刘洋被破格提拔为安仁镇副科

级干部。因工作成绩突出，他成为该

镇 领 导 班 子 成 员 重 点 培 养 和 考 察 对

象。近 3 年来，该市先后有 11 名事业

编退役军人得到提拔重用，军地联合

培养人才的效益得到初步彰显。

山东省禹城市选送事业编人员参军入伍

淬炼能文能武过硬人才

“当我亲手将 6 位烈士的个人信息

资料盒交给烈士亲人时，心中有一股暖

流在涌动。那一刻，我深深感到，亲情的

力量可以跨越时空。”近日，河南省灵宝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开展“英模事迹

进校园”活动，苏村乡第一初级中学学生

贾聪聪、张旭帆和同学们交流前期参与

为烈士寻亲活动的感受，让在场学生深

受触动。

事情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灵宝市

苏村乡革命烈士陵园安葬着解放战争时

期牺牲的 25 位烈士，至今仍有 6 位烈士

未找到亲人，这是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领导始终牵挂的事。在多方协调下，河

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河南省军区政治

工作局联合河南广播电视台“共和国不

会忘记——传承红色基因 我为烈士寻

亲”节目组，为烈士寻找“回家”路。

由于历史原因，苏村乡烈士纪念碑

上只记载了烈士的姓名、籍贯、身份和牺

牲时间，当地史志办、退役军人事务局掌

握的信息也有限，只查到王松山、王布

里、晋德忠、毕林发、李天云、宋玉喜等 6

位烈士，都是山西省长治市关村乡王村

人，曾隶属于中原野战军第 4 纵队第 38

团独立营。

9 月初，寻亲小组第一站来到灵宝

市，走访了苏村乡革命烈士陵园和当地

政府有关部门。在走访灵宝市关工委副

主 任 彭 军 平 时 ，寻 亲 小 组 获 得 重 要 线

索。作为该市党史研究者，彭军平为大

家还原了那场战斗。

1947 年 10 月，当地发生骇人听闻的

“苏村惨案”。为保护村民生命财产安

全，18 位烈士光荣牺牲，均安葬在苏村

乡革命烈士陵园，其中包括王松山等 6

位烈士。

寻亲小组带着线索来到山西长治。

由于地名变更，他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

烈士的出生地——关村乡王村（现为老

顶山街道王村）。

巧合的是，为纪念本村 22 位牺牲烈

士，村里修建了烈士纪念亭。然而，纪

念亭记载的烈士李天云、王布里牺牲地

与寻亲小组掌握的信息不符。在走访

村里一位 92 岁高龄的老人田保胜时，寻

亲小组得知，老人当年曾和 6 位烈士一

起参军入伍。据老人回忆，当时他年龄

小，留在后方照顾伤员，6 位烈士则上了

前线，全部牺牲。烈士的牺牲地得到印

证 ，后 经 信 息 比 对 、史 料 查 阅 、实 地 考

证，最终证实与灵宝市掌握的信息基本

一致。

“父亲参军那年，我才 8 个月大。加

上早年间条件有限，没有时间精力寻找

父亲的安葬地，今天才得知父亲长眠在

苏村乡。”76 岁的王松山烈士之女王小

富含泪告诉笔者。经过多方努力，6 位

烈士的后人全部找到。

不久前，烈士王松山、王布里的亲属

共 21 人，从山西赶到苏村乡祭奠。王小

富颤抖着手将鲜花摆放在烈士纪念碑

前，诉说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思念。未

能到现场祭拜的烈士家属，在王村烈士

纪念亭通过视频连线同步祭扫，烈士和

家人实现云端“重聚”。

“每一个为国捐躯的英魂都应该被

铭记。虽然寻亲的路很长，但我们的脚

步不会停歇。”活动结束，寻亲小组成员

王少茹在记事本上写道。

跨省寻亲，让烈士“回家”
■凡军亚

近日，新疆军区卡梅斯台边防连执勤分队踏雪巡逻。图为执勤分队与界碑

合影。 钞飞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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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咸阳军分区

组织军事训练考核
本报讯 高继原、于瑞民报道：11

月上旬，陕西省咸阳军分区组织全区现

役干部、文职人员进行年度军事训练考

核。此次考核按照集中统一组织、分批

分组实施、昼夜连贯作业的方式，重点

突出军事理论、基本技能、业务知识等 6

个方面内容，以考促训，进一步提升参

考人员能力素质。

山东省军区莱阳干休所

上门服务老干部
本报讯 李凯、宋志中报道：连日

来，针对老干部身体特点和就诊需求，

山东省军区莱阳干休所开展上门服务

活动。他们多方面统筹部署，多层次深

入 推 进 ，全 面 推 行“ 优 化 巡 诊 、军 地 互

联、医养结合”医疗保障模式，有效提升

老干部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