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3 军营观察E-mail:jfjbjygc@163.com ２０１８年４月５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王天益

现 场

清明前夕，荆楚之乡群山染翠，逶

迤悠远。鄂东某军用机场一片肃穆。

“李道洲！”“到！到！到！”

4月3日，时值李道洲烈士牺牲一

个月，空降兵某旅数百名官兵在李道洲

生前工作过的机场庄严列队。指导员

刘勇飞呼点“李道洲”，大家齐声答

“到”，声音在机场上空久久回荡。

每年清明，空降兵部队都会组织祭

奠烈士的活动。在这支部队的光荣史册

里，镌刻着17000多名烈士的名字，“李

道洲”是这份名单里最新的一个。李道

洲本人，也是如今官兵们最熟悉的一个。

“真希望这份烈士名单永远不要再

增加新的名字！”一名专程前来祭奠的

地方媒体代表望着烈士遗像感慨：每一

次牺牲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难以承受

的伤痛啊！

对于这份烈士名单，现场官兵们在

祭奠李道洲烈士后，通过重温军人誓词

也道出了自己的理解：“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是的，勇于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

牲，是人民军队的宗旨使然。这也定是

一个月前的那天下午，面对熊熊大火

时，30岁的老兵李道洲发起他军旅最

后一场冲锋的动力所在。

戛然而止的假期

“道洲，你的假批下来了，赶紧回家
吧！”3月 2日，指导员刘勇飞接到上级的
休假批复后，第一时间便告诉了李道洲。

李道洲是该回家看看了。女儿出
生近 10个月，他一直没好好休假陪陪
她。2月 23日，母亲不小心把腿摔骨折
了，他也没能及时赶回去。

李道洲跟妻子王慧约定，这次休了
假，准备带她和孩子去部队看飞机。

王慧在湖北武汉一家小区物业公
司工作。每次周末请假回家，李道洲都
是先去妻子工作的小区，等她下班一起
回家。物业管理处的人都跟李道洲熟
识。电工黄义浩说，小李很热心助人，
算得上是物业的“编外员工”。

3月3日14时许，李道洲来到王慧办
公室。刚坐下不久，王慧就接到了居民的
救火请求：10栋起火了，你们快来！

听说有火情，李道洲和在物业管理
处休息的市民王勇各自拎着一瓶干粉
灭火器，急忙赶往现场。由于距出现火
情的楼房尚有几百米距离，奔跑中，王
勇落在了李道洲后面。跑到失火楼房
大门口时，李道洲匆匆叫上正在门口拆
灯笼的电工黄义浩、绿化工汪开元，3
人一起赶往现场。

电梯上到5楼，门一开，滚滚浓烟呛
得人睁不开眼。黄义浩回忆说：“小李对
居民楼情况不熟，就问我失火的是几号，
我说3号，话音未落，他就冲了过去！”

起火的 503室，住着 80多岁的老夫
妻万恒志、蒋萍英和他们51岁身患脑瘫
的女儿万林。李道洲冲进去后，黄义浩
便赶紧到楼下关电闸，等回到5楼时，他
发现李道洲已将万大爷救了出来。
“万大爷出来后说，妻子还在里头，

小李来不及缓口气，又冲了进去。”黄义
浩说，自己也想冲进去帮忙，但烟雾太
大，63岁的他被一股气浪顶了出来。不
一会儿，李道洲又把蒋萍英救出。

此时，王勇和第二批救援人员也到
达了。他看到，已经被李道洲救出的万
大爷仍站在门口不肯走，嘴里念叨着：
“救救我姑娘！我姑娘还在里面……”

见此情景，李道洲急了：“这里很危
险，你们快下去，我是军人，我保证把你
姑娘救出来！”

这时，房内的火势已经很大。更危
险的是，老两口平时爱捡拾废品，屋里

到处堆的都是废旧木板、塑料以及报纸
等易燃物，进出通道狭窄，滚滚浓烟中
不仅看不清路，还有窒息危险。

李道洲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功能，
递给蒋萍英让她帮着指路。两人向万林
的房间摸索前进。万林体重100多公斤，
李道洲用尽全身力气才将她背了起来，顺
着狭窄的通道，吃力地向大门口挪去。
“烟很大，我在前面带路，一回头，

却发现两个人都看不见了……”年迈的
蒋萍英站在已经认不出样子的家门口，
着急地跺脚。她努力靠近那熊熊烈火，
向浓烟深处张望，却再也没看见自己的
女儿和那个尚不知姓名的好心人。

“道洲他做出这个

举动，绝非偶然”

这不是李道洲第一次向险境冲锋。
2008年 5月 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

生大地震。次日，李道洲随部队赶往灾
区参加救援。到达灾区后，有群众反映，
一名老人被倒塌的房屋砸断了腿，急需
救援。李道洲便带着 10多名党员组成
突击队向大山进发。崎岖的山路上，他
们冒着余震不断、飞石滚滚的危险，最终
将老人安全送到镇上的卫生院。

与李道洲一同参加救援的战友徐亮
回忆说，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大家每天吃
压缩干粮，李道洲作为班长始终带头冲
在救援一线，鼓舞班里的士气。
“这孩子，从小就实诚、热心。”父亲

李春旺提起儿子李道洲的成长往事，猛
地吸了一口烟：“别人有困难，他肯定会
伸手的。”

李道洲的父亲和爷爷都是退伍军

人。见义勇为的精神，在这个军人家庭
里代代相传。

李道洲的爷爷曾为了保护群众，
与持匕首的匪徒展开搏斗，大腿被刺
中 9刀，动脉被刺破，命虽然被救了回
来，但一条腿却由此落下残疾。父亲
李春旺退伍后在武汉做物业工作，
2008 年，小区发生火灾，他第一个进
入火场救援。听说父亲英勇救人的
事迹后，李道洲还特意打了个电话告
诉他：“儿子为你骄傲！”

这份骄傲的背后是又一颗英雄种
子在生根。李道洲的连长程栋认为，
“面对危险，道洲他做出这个举动，绝非
偶然”，平时的工作生活中，他就经常把
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把方便和安全让
给别人。

李道洲带过的新兵方睿记得，他刚
到部队时，训练跟不上，叠伞总容易出
错，班里战友都不愿跟他结对子，怕出
了问题要担风险。“李班长怕我出现危
险，特意和我分在一组，手把手教我，直
到我安全完成了跳伞任务。”方睿说。

李道洲班里的战士秦德学记得，去
年下半年装备达标考核，需要给部分车
辆喷漆。秦德学想去操作喷漆设备，李
道洲却一把将他拉到了一边：“油漆味
这么大，你身体不好，在一旁看着我操
作就行了！”

2015年，长江发生重大沉船事故，
李道洲所在单位执行飞行搜救任务。
李道洲的任务是保障飞机 24小时随时
能起飞，保障压力繁重。担负值班任务
7天，他坚守岗位，寸步未离。连队多
次想把他换下来，都被他谢绝了：“整个
流程我最熟悉，我能坚持！”

昨天的往事里，往往蕴含着今天的

抉择。3月 3日下午，得知李道洲三进
火海救人后，匆匆赶到现场的程栋既敬
佩又惋惜——
“他冲进火海救人我们不意外，可当

时火那么大，进去两次救出两人已是很
不容易，第三次不去也没人会怪他……”

牺牲时仍未放弃救人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烈火仍在肆
虐，李道洲还没有出来。

王慧赶到楼下，得知丈夫还在火
场，望着 5楼窜出的火舌和滚滚浓烟，
她顿时泪如雨下，情绪几近崩溃。父亲
李春旺也赶到了事发小区。由于现场
已被封锁，他便冲上前，焦急地呐喊：
“我儿子在里面，想想办法救救他！”

15 时左右，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并
展开救援。参与救援的一名消防战士
介绍说，室内被烧得一塌糊涂，几乎没
有通道，内攻灭火时，只能侧着身子前
进，有的地方得爬着才能过去。

从14时到 17时，再到深夜22时，随
着时间的推移，李春旺心中的希望被残
酷的现实一点点“蚕食”。这位55岁的退
伍老兵坐在花坛边，抽了整整7包烟。

4日凌晨 2时许，失火房屋里的烟
雾渐渐散去，救援人员进入现场开始全
面搜查。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搜索，他们
找到了一男一女两具遗体。

连长程栋被准许进入现场辨认。
程栋进入失火房间，穿过两道铁门，终于
在最里侧房间靠近窗户的狭窄过道里
看到了李道洲。他趴在地上，脸侧向门
口的方向，双手紧紧攥成拳头，背上还背
着被困的女子，两人都被杂物压着……

见此情景，程栋忍不住泪眼婆娑：
“道洲应该是背上被困女子走了没多
远，就被地上的杂物绊倒，当时，他离房
间门口只有5米左右啊……”

现场救援人员判断，两人身上并无明
显烧伤痕迹，应是吸入有毒气体死亡。一
名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被感动了：“他背
着那名女子，至死都没有放弃救人。”

确认了李道洲牺牲的消息，王慧瞬
间嚎啕大哭起来，嘴里不停念叨着：“不
可能！不可能……”直到在殡仪馆，她
见到了丈夫被浓烟熏黑的脸庞。那一
刻，她反而出奇平静：“我要把孩子们培
养起来，让他们成长为像父亲一样顶天
立地的人。”

消息传到李道洲所在的空降兵某
旅，正在过周末的官兵们停止了一切娱
乐活动。在连队，战友们自发排好了值
日表，帮李道洲整理内务，当晚集合点
名，点到李道洲名字时，全连官兵齐声
答“到！”

在事发小区，大家自发向烈士家属捐
款。有居民买来鲜花摆放在火场附近，一
张卡片上写道：“连名字都不知道，你就去
救她；连名字都不知道，你就走了。”

3月 7日下午，载有烈士骨灰的灵
车驶往河南光山县烈士陵园，万余名群
众冒雨前来迎接英雄回家，长长的队伍
站满了通往陵园的7公里道路两侧。

李道洲牺牲后，5岁的儿子翔翔搬
来椅子，站在上面望着灵柩中爸爸的
脸庞。沉默许久后，他低头轻轻吻了
下玻璃棺盖，之后又对着棺盖哈气，再
用小手擦去水汽，似乎想将爸爸看得
更清楚一些。许多年以后，翔翔如果
还能记起这一幕，他会知道，这是和英
雄父亲最后的道别……

三 进 火 海
—空降兵某旅烈士李道洲的最后一场冲锋

■何智钦 邓晓宁 本报特约记者 蒋 龙

清明节特稿

苍山滴翠，烟雨霏霏。清明前夕，我
们随社会爱心人士一行，探访烈士李道
洲亲属。

得知消息，李道洲的父亲李春旺早
早等在了小区门口。见到大家，他热情
地迎上前一一握手言谢。

双鬓斑白，手掌温厚有力，握手之
间，我试图在李春旺身上搜寻某种情绪
流露的痕迹，但他除了面色憔悴外，眼神
里似乎充满平静。

这个家是一套紧凑的两居室。客厅
里，除了墙上的一幅全家福外，再没有过
多装饰。全家福上，李道洲仍在幸福地
微笑。客厅里，5岁的翔翔仍在蹬着脚
踏车，满屋子玩耍。一切似乎都还和从
前一样，一切却已和从前大不一样。

李春旺掏出香烟，挨个递了一圈，确
认没人抽烟后，仍然自顾自地点上了一
根。“这段时间烟瘾越来越大了。”他猛吸
了一口，忽然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有位记者在采访过李春旺后，发了
条微信朋友圈说：“这是世上最坚强的父
亲。”儿子牺牲一个月来，从来没人见李
春旺流过眼泪。流露这个半百老人丧子
之痛的唯一痕迹，是他面前烟灰缸里成
堆的烟蒂。

儿子不在了，老伴和儿媳情绪失控，
面对一双懵懂无知的孙儿，李春旺明白，
自己一定不能垮。聊天中，李春旺念叨
最多的就是这些天来社会各界对这个家
庭的帮助。

最先赶来的，是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的
战友。李道洲牺牲后的那几天里，战友们
几乎寸步不离地陪伴着李春旺一家。

得知消息后，一名现在驻港部队工
作的战友专程请假赶往武汉参加追悼
会；还有一位已经退役的战友，一直把李
道洲送到光山县烈士陵园才依依不舍离
开……

武汉市和信阳市的各级政府、社会
团体也纷纷上门慰问。为了不给烈士家
里添麻烦，很多远道而来的人连口水都
不肯喝便匆匆离去。“这样的慰问每天有
好几拨。”李春旺感动地说，还有不少热
心人，打听到家里的地址后，连门都不肯
进，放下慰问金就走了。

在李道洲救火牺牲的小区，人们自
发地开展悼念活动，组织募捐。李春旺
保留着一份长长的捐款单，他指给大家
看，上面不少落款都是“环卫工人”“的
哥”等职业称谓，献爱心不留名。

这一切，李春旺都认认真真地做了
记录。他望着孙子孙女说：“将来，我会
把这些爱心交给他们，还要教会他们懂
得感恩，懂得回报社会。”

李道洲牺牲后的第 3天，空降兵部
队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共青团武汉市市
委、青联追授他“武汉青年五四奖章”。3
月，李道洲被评为湖北省“荆楚楷模”。

聊起这些时，李道洲的母亲一直蜷
坐客厅角落里，时不时抹把泪。听到丈
夫回忆起儿子的点点滴滴，她偶尔会忍
不住插嘴补充几句。然而就是这几句
话，又勾起她的伤痛来，轻声抽泣瞬间变
成失声痛哭……

因为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李
道洲的妻子王慧这段时间情绪似乎平复
了不少。但她话仍不多，眼睛经常直直
地看着地板。狭小而局促的家里，依然
弥漫着无尽的忧伤和思念。
“孩子就是我们以后生活的希望……”

看着襁褓里不到 10个月的小孙女，李春
旺眼神里写满了慈祥。探访快结束时，
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从抽屉里拿出
一页纸交到了我手中：“请一定帮忙向社
会各界表达我们的感激！”

这是李春旺亲笔书写的一封感谢信，
上面写道：“道洲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在离
世之际，给繁忙的您们增添辛劳……”

关爱绵绵
——清明前夕探访

李道洲烈士家人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汉帝

版式设计：梁 晨

小区监控视频记录下了李道洲（右二蓝衣男子）奔向火场的最后画面。 右上图为李道洲（右二）在工作中讲授装备管理使用知识。

本报特约记者 蒋 龙供图

每思边关金汤固，更忆英烈铁甲寒。
清明时节，从北疆边陲到南海之

滨，从东海海域到雪域高原，陆军部队
官兵以多种方式祭奠和缅怀革命先
烈。广大官兵纷纷表示，要铭记英烈功
勋，积极投身新时代强军兴军新征程，
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寻根问源，传承红色基因，

争当英雄传人

“沙家浜精神”和“一江山精神”传
承部队——第 83集团军某旅组织优秀
官兵代表跨越千里，赴江苏常熟、浙江
台州开展“寻根之旅”活动。这个旅前
身部队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淮海、渡江、
解放一江山岛等战役战斗，形成了“沙
家浜精神”和“一江山精神”。

在沙家浜历史革命纪念馆，英雄事
迹、烈士遗物将官兵带回那个浴血奋战
的年代。在一江山岛烈士陵园，官兵们
用鲜花祭奠以血肉之躯把胜利红旗插
上了一江山岛主峰的革命先烈。
“从阳澄湖畔到中原大地，从中原

大地到秦岭山麓，党让到哪里我们就
到哪里。作为英雄部队传人，要让‘沙
家浜精神’和‘一江山精神’基因厚植
于一代代官兵血脉中。”这个旅副政委
蒋勋说。

今年是“川藏线上十英雄”荣誉称
号授予 50周年，川藏兵站部“十英雄”
生前所在连官兵专程来到川藏线“十英
雄”纪念碑广场寻根问源。他们整修广
场，制作花圈，举行纪念仪式，缅怀革命
先烈，追忆先辈功勋，让英雄部队红色
基因融入血脉。

正在 3000里川藏线执行运输任务
的川藏兵站部官兵，任务途中开展“缅
怀革命先烈、争做英雄传人”活动。车
队途经烈士陵园，官兵们打开应急灯，
拉响鸣笛，向长眠在雪域高原的英雄
致敬。

3000 里川藏线，险情不断。川藏
兵站部官兵每年超过一半时间在川
藏线上执行进藏物资运输任务。自
1954 年川藏公路通车以来，官兵们用
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三不倒”川藏线
精神。

寄托哀思，汲取精神力量，

感受信仰之光

五湖四海祭英烈，千里边关菊花
黄。广大陆军官兵祭扫烈士陵园、参观
革命纪念馆，寄托哀思，感受先烈的精
神力量、信仰之光。

厦门鼓浪屿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
第 73集团军某旅和“鼓浪屿好八连”官
兵一起，祭奠 60多年前在解放漳厦战
役中英勇献身的先烈。官兵们献上亲
手制作的花篮，脱帽默哀后，走进纪念
馆，重温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陆军某工程维护团全体官兵来到
驻地烈士陵园祭扫，聆听 69岁老兵陈
延华讲述烈士事迹。长眠在这里的 39
位烈士，是上世纪 70年代为开辟国防
工程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年轻官兵。

第 83 集团军某旅火力连组织“传
承英烈精神，缅怀靖宇英魂”祭奠活动，
代表全旅官兵表达对杨靖宇将军的哀
思。这个旅前身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
路军，虽然部队历经无数次战火洗礼和
13次转隶、改编，全旅官兵始终铭记英
雄事迹，传承英雄精神。

第76集团军某旅骑兵二营官兵，前
往烈士陵园，通过行骑兵举刀礼、重温入
伍誓词等仪式，瞻仰缅怀英烈。第78集
团军某防空旅开设“忆先烈伟绩，寄后人
哀思”专题网页，鼓励官兵网上献花，用
心书写寄语，发帖表达哀思，引导大家铭
记历史、缅怀先烈，常怀感恩、担当使命。

心怀感恩，尊崇礼遇英雄，

为烈属解难帮困

“这捧浸染着烈士鲜血的泥土，现

在由你守护。”清明节前夕，在烈士沈国
良墓碑前，一场特殊交接仪式正在进
行。刚卸任的第 72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张健，向新任指导员张令昌移交这份崇
高的责任，并带新指导员到烈士家里
“认亲”。

自从 2011 年与沈国良烈士父母
“结对认亲”以来，这份从烈士牺
牲战场取回的泥土已经历了 3 次交
接。

目前，这个旅与驻地 13 个烈士
家庭“结对认亲”，超过 2000 余名官
兵成为烈士家庭“新成员”，经常帮
助烈士家属解决困难，替烈士为父母
尽孝。

在第 75集团军某旅营区内的烈士
陵园，26位无名烈士墓被官兵倾心守
护。

几年前，这个旅了解到，驻地
有 100 余座零散的烈士墓，其中 26
人是无名烈士。经军地商议，把当
地所有零散烈士墓全部迁到部队烈
士陵园。

他们发起与无名烈士“认亲”活
动，如今，虽然这个旅官兵换了一茬
又一茬，但每一位无名烈士始终有
“亲人”照看，每一座无名烈士墓都被
打扫得干干净净。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陆军部队以多种方式祭奠缅怀革命先烈

■新华社记者 李清华 杨庆民 刘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