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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陆军第 79集团军某旅结合主
题教育开展“假如明天上战场，留给亲人
一封信；假如明天上战场，亲人怎样对我
说；假如明天上战场，人民会有啥重托；
一封永不过时的请战书”为主题的“三信
一书”活动，部队官兵和家人广泛参与。

在“假如明天上战场，亲人怎样对
我说”的来信中，该旅合成二营装步四

连列兵张宏宇的父亲和母亲分别给儿子
写了一封信。这两封信虽然言词简短，
但是字里行间洋溢着家国情怀，同时也
饱含着对儿子的浓浓爱意和谆谆嘱托，
在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该旅开展
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经张宏宇和他父
母同意，现将这两封来信推荐给解放军
报，以飨读者。
叶洪林、罗彬、特约记者海 洋推荐

假如明天上战场，
愿你不负军人使命！
——推荐陆军第 79集团军某旅列兵

张宏宇父母写给儿子的信

60年前，火箭军某基地第一批
官兵从西北高原挺进深山腹地，他
们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与艰苦斗
争、与寂寞相伴，日复一日守护着
“大国长剑”的安全，用鲜血和生命
擦亮了忠诚的底色，孕育出闻名全
军的“红川精神”。
“居深山，不畏艰苦寂寞；护国

宝，责任重于生命。爱本职，崇尚
科学严谨；壮国威，甘当无名英
雄。”日前，在该基地“红川精神”发
源地的某旅，一场生动的“红川演
讲”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他们之中
有刚从城区转进的“新红川”，亦有
扎根深山20多年的“老红川”，新老
“红川人”把“红川精神”融进血脉
之中，把理想信念融入神圣使命之
中，用无声的忠诚标注矢志强军的
红色基因。

这里分享其中的几篇演讲稿，
与战友们一同领略“红川人”的壮烈
情怀，感悟“红川精神”的深厚底蕴。

工程师韩宝军——

看得失，矢志深山护长缨

我虽然是一名新“红川人”，但早在
23年前，我就与红川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5年 8月，大学毕业后的我来到
某研究所。没多久，在同事的带领下我
第一次来到“红川沟”，第一次领略到使
命的厚重。这里的一切深深地震撼了
我，让我感到肩上的使命有千钧重。

2017年 3月，因单位调整我和战友
们从条件优渥的城市来到深山沟，成
为真正的“红川人”。我告诉自己，“红
川沟”是块宝地，它不但孕育了响彻全
军的“红川精神”，更是我军旅生涯的
主战场。

我清楚地知道，在“红川”我是新
兵，但是“红川精神”早已融进我的血
脉。老单位领导曾几次想让我回去工
作，可每当我拿起笔填写个人去向意
见征求表时，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留
在红川。

毕竟，当下正是部队组织结构重
塑、使命任务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也
是专业人才思想稳定、单位战斗力稳步
提升的重要时期，作为老同志，更应该
在专业技术上领好路、党员干部示范引
领上带好头，确保部队创新之路走得更
快捷、更稳健。

作为一名老兵，不仅仅要当好武器
专业方面的带头人，更应该是年轻人奋
斗路程上的领路人。有的年轻干部转

隶进山后，面对环境的落差，个人工作
岗位的调整，选择了告别军营。他们的
离开，是部队的损失，我深感惋惜和痛
心。因此我经常对身边的年轻战友讲，
不要轻易做出决定，与其想改变环境，
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提高自己的能力
素质上。在军营一天，就安心干好每一
分钟，要对得起这身军装，对得起自己
的青春年华。

在深山中，在红川热土上，能够专
心做一名导弹把脉人，为强军实践做出
些许贡献，我收获了一份踏踏实实的骄
傲和自豪，我愿倾我一生护长缨。

导弹武器技安员刘建行——

守寂寞，甘当无名“红川人”

入伍 25 年来，我与“红川精神”同
行，与“红川精神”一起成长出彩。

我是一名普通的导弹卫士，我的工
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要日复一日、月复
一月、年复一年落实到每件武器、每个
流程、每个细节，做到“绝对”准确，却是
对每名导弹卫士最大的考验。

2000年 7月 22日，对我来说是一个
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从警卫分队调
整到导弹专业技术分队。宣誓的那一
刻，我热血沸腾，真正感受到了“责任重
于泰山，使命高于生命”。我从来没有
感觉到如此的压力，自己与战友默默守
护的，不仅仅是一座座人迹罕至的大
山，更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安全支撑，对
自己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耀，也是最大的
责任。

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专业学习
上，做到了装备管理一摸准、技术参数
一口清，成为同批战友中第一个独立上
岗的人。为了提高专业训练精细化水
平，我不断和自己较真，率先开展架线、
滚球等平衡性模拟训练，常常一练就是
好几个小时。后来，我首创的“平衡训
练法”成为部队专业训练正规化操作的
标准，我的名字也第一次被写进单位装
备正规化操作的“发展史”。

守住初心，守住责任，不仅需要有
长期与寂寞相伴的勇气，更需要有完成
任务的高素质真本事做支撑。10多年
里，我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以蚂蚁
啃骨头的执着，先后自学了《工程力学》
《导弹工程》等专业教材，还拿到了法律
专业本科文凭。丰厚的知识储备，让我
战胜了寂寞，还获得了“新生”。
“红川沟”的山很特别，春天是嫩黄

色的，仲夏是墨绿色的，深秋是红褐色
的，到了冬天常常是清一色的白，那是
大雪覆盖原野的洁白的美……这山的
颜色是寂寞的颜色，可“红川沟”连着国

家安全，我们这支部队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我们守住的，不仅仅是寂寞，而是
初心、责任和担当，是融入血脉的“红川
精神”，是那份对祖国和人民沉甸甸的
爱，是军人永远不变的忠诚本色。

特装车驾驶员赵建波——

开“头车”，一生长伴导弹行

记不清执行过多少次任务，也数不
清走过多少里山路，变的是年龄，不变
的是初心，每一个热血青年心中都有一
个英雄梦，我也不例外。

1995年，我入伍后被分到“头车”司
机许玉强的班级，战友们说许班长驾驶
着“头车”，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一次
执行导弹运输任务时，我近距离体会到
了许班长的英雄气质。班长的“头车”
带领着绿色的钢铁洪流，闻令而动、精
确操作，安全圆满完成任务。那一刻，
我心中的英雄梦也被点燃：“我也要开
头车，当一个班长那样的英雄！”
“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什么路

段，只要你手握方向盘，就绝不能放松，
要始终集中精力，时刻保持警惕……”
许班长的教诲一直回响在我的耳畔。
为了心中的英雄梦，我像一块海绵，汲
取着前辈们的优良传统，传承着特装车
驾驶员的工匠精神。很快，只有初中文
化的我在同批兵中第一个单独驾驶特
装车。

第一次跟车队执行任务，我十分兴
奋。上路后，我却忽然发现手心不停出
汗，平日里几乎不假思索的动作变得迟
滞无力，几次换挡都滑脱，踩油门的脚
由酸变麻。“过度的紧张来自于对特装
车辆和装备在运输途中‘脾性’的不了
解、不托底，怕出事。”任务结束后，连队
干部和老兵们一起帮我找出“病根”。
后来，我主动参与吊装转载、捆绑固定、
安全检查等工作，我要求自己不仅当好
一名司机，更要对自己所运输的装备情
况做到心里有数。

许班长转业前，推荐我作为“头车”
驾驶员的人选。“车里装上真家伙是一
道坎，开头车又是一道坎”，老班长最后
又给我上了一课。开头车像重新学习
开车一样，标准不同，责任更重。

现在，作为“头车”驾驶员，每次任
务前，我都会拿出地图，用心斟酌一遍
整个行车路线的地形地貌，结合任务
特点对驾驶员的心理素质、技术特点
过一遍“筛子”。通过险难路段时，考
虑哪个驾驶员通过这段路时可能会颠
簸，哪个驾驶员可能会紧张，我都要及
时提醒一下。

战友们都说我越来越像老班长了。

军医赵林风——

品初心，坚守更显英雄气

结缘于 1984年的国庆大阅兵，震撼
于导弹部队的雷霆万钧。22年前，我从
苏州医学院毕业时，毅然选择了来基地
工作，成了一名“红川人”。

22年过去了，第二炮兵变成了火箭
军，我也从“小赵军医”变成了“老赵军
医”。变的是称谓，不变的是担当。我
先后服务治愈 25000 余名官兵，将 4名
官兵从死亡线拉了回来，带出 26名医师
和卫生骨干，还设计改造多台套医疗设
备，提升了基层卫生队治病防病、防疫
检疫的水平。

由于长期兼职放射医师工作，每年为
数百名官兵进行体检胸透，加之以前设备
相对落后，我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2017年 6月 29日，我被诊断为甲状腺肿
瘤。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才46
岁，上有80多岁的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孩
子，哥哥罹患肺癌需要自己资助治疗，如
果我真倒下了，这一家人以后怎么过呢？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彻夜难眠，工
作、同事、家人、自己的病情，一幕幕在脑
海中浮现。我忘不了，第一次走进红川
的那一天，大雪纷飞，门口的哨兵看见连
睫毛上都冻着冰晶的军医，郑重地向我
敬了一个军礼。我忘不了，第一次踏进
阵地的那种激动不已与感慨万千。

山里路远沟深，官兵如发生紧急病
症，黄金治疗时间非常短暂，况且当时部
队调整不久，很多转隶进山的官兵还处
在适应期，很多老高工还在长期服药。
我知道红川需要我，于是，我婉拒组织上
让继续休养的建议，坚持尽快返回大山。

2017年下半年，哥哥和父亲先后病
逝。接二连三的打击，不断的放疗化
疗，都没有击倒我。为了导弹事业，红
川官兵无怨无悔，这是责任；为了官兵，
军医坚守岗位，这也是我的责任！

既然是一名战士，就不能怕死，生
病以来，组织上没有忘记我，始终对我
关怀备至，让我深深明白，我不是一个
人在和病魔做斗争。今年 4月，我还被
基地评为第四届“献身强军实践十大感
动人物”。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褒
奖，而是对前赴后继的红川人，对无数
以“国有名、我无名，以无名、铸威名”的
导弹官兵的认可。这份荣誉，激励着我
时刻以一名英雄的姿态，为保障部队战
斗力发起新的冲锋。

文字整理、人物摄影：朱 伟、廖丹

阳、高轩宇、赵新珂，其他图片为本报资

料照片，题图合成：刘 康

深山腹地书忠诚
一生无悔“红川人”

——火箭军某基地官兵深情解读忠诚与奉献

宝贝儿子：

见字如面。

近日在家中一直在收看央视的

《信中国》节目，节目真实再现了诸多

革命伟人、历史名人在国家民族危难

之际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时写给

亲人的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每每

看时，热泪满眶，我和你爸爸说：“真想

给儿子也写封信！”

天遂我愿！你昨晚来电话说，假

如明天奔赴战场，让妈妈给你写一封

信。

虽然听得很清楚：“假如明天……”

你话音未落，就有一股电流扫遍全身

的感觉！和你通完电话，安静了一会

儿，和你爸爸商量后一致决定：爸爸、

妈妈各自给你写一封信。

儿子，从你呱呱坠地至今，往事如

放电影般，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光

阴似箭，转眼你已成长为健壮的、有理

想的青年！思绪万千，不知如何落笔，

多了怕你嫌烦，少了未尽我意！

儿子你是幸福的！当兵是你人生

中的一个梦想，现在实现了，真为你高

兴。妈妈虽然是一瘦弱女子，却也不

乏侠肝义胆，从小直到现在都有浓浓

的军人情结，你如今身在军营中，也算

实现了妈妈的心愿，谢谢儿子！

儿子你是幸运的！祖国日益强大

令世界瞩目，习主席发出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的伟大号召，正值你人生最好

年华，天时、地利、人和，一定要崇文尚

武，勤学苦练，不管将来是留在部队还

是回到地方，都要争取成为对国家和

社会有用的人才。

儿子你懂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军人时刻准备着上战场，当祖国和人

民需要的时候，随时听从党的召唤！

当那一天来临，假如（真的）你明天奔

赴战场，切记军人的天职：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机智勇敢，不辱使命！我和

爸爸及家里的亲友团会时刻关注着

你，在后方为你加油、助力！

儿子，家里有我和你爸爸，会照顾

好奶奶、姥爷和姥姥，你每次取得好成

绩我们都会及时与他们分享。我和你

爸爸身体、工作都好，你在部队要专心

学习训练，不要有思想杂念，要珍惜当

下的好时光，别给以后留遗憾。家中

一切勿念！

宝贝儿子，你是妈妈今生唯一的“最

宝贝”，你若“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便是晴天！

妈妈

2018年5月31日

母亲的来信

我儿宏宇：

听你母亲转述来电，心里也很激

动。以前很少给你写信，借此机会也

算与你再次深入沟通了。

父母都是县城的小职员，与你一

样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受着

国家和人民的恩惠。古语尚有“食君

之禄，忠君之事”，今人民有需，国家有

召，作为一名军人“受命之日，则忘其

家；临阵之时，则忘其亲；击鼓之时，则

忘其身”，我儿自当挺身而出，尽一名

军人保家卫国的职责本分。

你未见过面的太爷爷就是一名军

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后因伤退伍。你

也是从小就喜欢军事，一直梦想着参

军。不论是高中时做过狙击步枪模

型，还是参军后笔挺的军姿……都能

看出你的血液里流淌着你太爷爷的军

人基因。军人，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奉

献，意味着义无反顾，意味着勇往直

前。你是因热爱而参军，知道扛起自

己的责任成为男子汉，这是父母最高

兴也是最为你骄傲的地方。

青年首在立志，要在精神。志向

高远则格局也大，立身处世无忧，精

神纯粹则无惧困难挫折。回想半生，

忆起的不过是几件自认无愧于心的

事。人生在世的价值，不是以年月日

的时间衡量的，而是以你对国家和人

民事业的奉献来衡量的。董存瑞、黄

继光、雷锋……无数的普通人以其奉

献而被后人铭记，以其精神而被后人

崇敬。

当人民有需，国家有召之日，作为

父母虽从私心上难免有些担忧：一是

此前我们未能为国家强大尽更多的力

量，致有今日之忧；二是你年纪轻轻便

要经受如此洗礼。但更多的是欣慰，

面对人生的重大洗礼，你能挺身而

出、不退不惧地即为英雄。我儿能实

现个人军人之志，报效国家，父母以

你为荣。

家国一体，需要所有人为之奋斗，

为之奉献，无论是青春还是生命。生

而为人，生而为中国人，生而为新时代

的中国人，何其幸运和自豪，无数人为

之奉献，才成就你我今日之幸福。当

宵小猖獗，国家有召时，我辈自当奋

起，挺身而出，护我家园尊严。倘若国

家有召，父亲也会不输我儿。

人生百年不过三万余日，终日浑

浑噩噩，虽生犹死，岂如振奋精神，为

家国荣耀而战，无愧青春人生！

愿以此信告慰你太

爷爷，与你共勉！

父亲

2018年5月31日

父亲的来信

在高原驻训的空降兵某旅派出

医疗分队，采取走访慰问、送医送药

等方式，为当地藏族群众送温暖。

他们还和乡镇卫生院结成帮带对

子，从医疗药品、人员培训、技术支

持等方面进行援助。图为 7月 1

日，该旅军医为藏族群众讲解药品

服用方法。

谢程宇摄

送医巡诊

情暖藏族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