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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哲人说过，人生中最
困难者，莫过于选择。
“有时，一个选择会决定

你的一生。”回想当初毅然“接
过父亲的钢枪”，已是空军某
场站副连长的崔凯宁坚定地
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

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保家
卫国，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父子兵、兄弟兵比比皆是。和
平年代，黯淡了刀光剑影，远
去了鼓角争鸣，面对安逸生活
与其他社会诱惑，为什么那么
多军人后代仍选择军营建功
立业？

初秋时节，记者深入到
这群朝气蓬勃的军人后代中
采访，寻找到了答案——家
庭是国防教育的第一课堂，
长 辈 是 国 防 教 育 的 首 任 老
师。

人生最美是军旅！

“爸，这个月我又攻克了两个训练难
题！”

这天晚饭后，空军某场站副连长崔
凯宁兴奋地拨通电话，向在北部战区陆
军某边防旅修理连当工程师的父亲崔满
申报喜。电话那头，父亲笑得合不拢嘴：
“儿子，老爸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研
制的自动步枪防误射保险器，刚刚申报
了军队科技进步奖。”

几句嘘寒问暖之后，父亲仍不忘叮
嘱儿子：“有了成绩也不能翘尾巴，你是
军人的后代，可不能丢了老爸这张脸。”

和许多部队大院长大的军娃一样，
儿时的崔凯宁特别喜欢套着父亲肥大的
军装到处跑。“爸爸，长大了我也要当解
放军！”每每面对儿子的童言无忌，崔满
申的脸都笑成了一朵花。
“这小子，有悟性！”在崔满申看来，

儿子天生就是当兵的料。有一天，连队
保养装备，崔凯宁自告奋勇想试试，引来
大家一阵哄笑。可没想到，10岁的小凯
宁竟麻利地完成了一把手枪的分解结
合，让不少人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转眼，就到了崔凯宁填报高考志愿
的时候。那段日子，母亲不止一次地劝
他考一个地方大学，可崔凯宁却下定决
心要报考军校。

作为儿子，崔凯宁觉得鼻子发酸：
“妈，我知道儿子对不起您。可这个选择
既是我爸的愿望，更是我的梦想。”最
终，母亲支持他填完了高考志愿——
空军勤务学院。

毕业后分配到空军某场站的崔凯
宁，正赶上单位组织弹药拆装比武。凭
借父亲从小亲传的技艺，他一举夺冠，
荣立三等功。

跟“铁疙瘩”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崔
满申先后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7
次。最让崔凯宁引以为豪的是，父亲研
制的 9项革新成果，获得多项大奖。

父子两代从军路，点燃强军一团
火。去年部队转隶后，崔满申负责修理
连连长的工作，带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基
层先进连。
“父亲还有 1年就要退休了！”如今，

子承父业的崔凯宁铆足了劲，一有空就
打电话向父亲请教。“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这是崔满申最希望看到的。在他眼
里，他们爷俩强军路上试比高，就像流经
部队门前的图们江，前浪引导着后浪，后
浪追赶着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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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老话：打虎亲兄弟，上阵

父子兵。在绿色军营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的父辈是身穿戎装、献身国防的军

人，如今他们也心怀梦想，投身军营，

建功立业。

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家国

情怀一脉相承的故事不计其数：木兰替

父从军、杨家将忠烈满门、岳家军精忠

报国……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从未因历

史久远而被尘封。“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

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

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

去上战场。”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保家卫

国，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父子兵、兄弟

兵不可胜数。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欣喜地发

现，父子、兄弟乃至祖孙几代接力从军

的事例不胜枚举，令人感佩。他们或受

亲人耳濡目染的熏陶，或怀着对军营的

特殊情感以及对父辈的仰慕和敬重，毅

然走进军营，继续坚守，奉献青春，演

绎了一个又一个“军人世家”精忠报国

的生动故事。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是孩子模仿学习的偶像。

你崇拜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

人生。长辈的言行举止甚至脾气秉性都

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因此，家庭是

国防教育的第一课堂，长辈是国防教育

的首任老师！

作为新时代的有志青年，军人后代

从父辈手中接过的，不只是流淌于血脉

的爱国情、报国志，更是对党的忠诚不

渝的信念。血脉相融，薪火相传。他们

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把最值得纪念的

青春和热血，都留在了部队，奉献给了

绿色军营，接力传承强军兴军的火种，

成就了一段又一段佳话。

“如果没有雪，便不会清晰地看到

身后的脚印！”传承是有力量的。曾

经，父辈们用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华民族

的尊严与荣光；如今，流淌在后人身体

里的忠勇血脉和报国精神，始终激荡着

一股勇往直前的力量。

从“红旗卷起农奴戟”“横扫千军

如卷席”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先辈

曾用忠诚、豪情和热血撑起国家独立、

民族解放的伟业，今天，肩负强军兴军

的历史使命，必然要求新时代革命军人

要用赤诚、英勇和奉献续写先辈的梦想

与荣光。每名官兵有奋斗、有担当，强

军兴军就有希望、有力量。

“强军接力有来人。”当代中国军

人、尤其是青年官兵，既是爱国强军的

筑梦人，又是继往开来的接班人。青年

官兵要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立鸿鹄

之志，练实战技能，创强军伟业，在实

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中放飞青春

梦想，在不懈奋斗中书写军旅华章。

强军接力有来人
■刘建伟

“昨天，先辈扎根边防奉献青春、
热血乃至生命；今天，他们的后代再次
做出戍边卫国的无悔选择。”前不久，
某边防旅 10余名边防军人后代主动申
请到偏远艰苦一线守防的故事传开
后，在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
“小孝为家，中孝为群，大孝为国。”

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一中队二分队指
导员迟博说，当我们感悟军人血脉传承
的家国情怀时，就会更深刻地理解那首
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细心的迟博发现，在近 4 年来的
全国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革
命老区应当多征集老红军、老复员
军人后代入伍”成为雷打不动的重
要一条。

追寻前辈足迹，奔赴北疆哨所。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有数百名边
防军人的后代来到北部战区陆军边
防部队服役，他们中八成以上成长
为班长骨干，还有两成考上军校或
提干。
“革命的传承，需要一代代热血军

人前赴后继。”某边防旅政委曲道成看
到军人后代来边防服役的良好势头后
肯定地说。

如何看待“老革命”“老军人”争相
送子女参军的现象？辽宁省军区政治
工作局主任李军认为，广大军人后代以
父辈为榜样，做出追寻崇高的选择，对
年青一代的成长具有导向作用，值得肯
定和赞赏。

“今年报名应征青年中，不乏军人
后代！”闻听李军之言，记者脑海中不禁
浮现出这样的镜头：战争年代，执行攻
打山头作战任务，一批人倒下了，又一
批人冲上来，势不可当，排山倒海！

探访几支基层部队，记者欣喜地
发现：军人后代接力参军，同样展现着
和他们父辈祖辈一样的忠诚、血性和
作风。
“爷爷，我没当孬兵，您看看我获

得的军功章！”清明节这天，休假在家
的第 80集团军某旅合成一营班长杨帅
佩戴三等功军功章，来到爷爷的墓前
汇报。

参军前，杨帅一直为大门上那块
“光荣军属”匾牌自豪。小时候，父亲总

给他讲爷爷的故事：70年前，风华正茂
的爷爷杨凤忱毅然参军，先后参加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后来牺牲在战场。

38 年前，杨帅的叔叔杨树海参军
入伍。6年前，参军报国的接力棒传到
杨帅手中。临行那天，杨帅来到爷爷墓
前祭拜，立志要像爷爷那样当一个战斗
英雄。

祖辈是英雄，父辈是榜样。入伍
后，杨帅被评为优秀新兵，连续两年被
评为“优秀士兵”。2017 年，在上级组
织的特种兵比武中，杨帅获得攀登、障
碍等 3项第一，被评为“特战尖兵”。前
不久，他带领全班参加集团军大比武，
多次摘金夺银，创破纪录。
“走进军营，就走进了父辈的精神

世界；选择军旅，就要在军营闯出一片
天地！”说这番话时，杨帅的眼里闪耀着
火一样的光芒。
“从浴血荣光中走来，向世界一

流军队的目标奔去。”记者有理由相
信：越来越多的军人后代走进军营，
必将赓续英雄血脉，心怀强军梦想，
矢志强军目标，成为保家卫国的中流
砥柱。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革命的传承，需要一代代热血军人前赴后继”

“参军前，我想完成父亲的夙愿；参
军后，我有了带兵打仗、驰骋疆场的志
向。”某海防旅火力连上士臧昊天这样
解释他为何从军。
“这兵，我没当够；那片海，我还想

守。”当年，臧昊天的父亲臧其文应征入
伍，就在他现在驻守的九顶铁槎山边防
线。记忆中，父亲经常给年幼的臧昊天
讲自己当兵的故事：“等你长大了，一定
要替我再看一眼那座山、那片海！”

这句话，深深烙在臧昊天的脑海里，
一直到他长大成人，心头仍萦绕着绿色
军旅梦。2006 年 12月，臧昊天走进军

营，踏上了父亲曾经巡守过的海防线。
“每巡守一次海防线，就对边防军

人的职责多了一分理解，亦对父亲的海
防情怀多了一分崇敬。”臧昊天说，臧家
代代有军人，是他父亲最想看到的，因
为这样能延续臧家的“军脉”，让保家卫
国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爷爷战死沙场，父亲战场受伤，儿
子接过钢枪……在陆军第 78集团军某
旅，一营三连连长降巴克珠一家三代从
军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1950 年康定解放后，爷爷罗布长
寿怀着对党的感恩之情参军入伍，在一

次剿匪作战中光荣牺牲，被追认为烈
士，追记二等战功。奶奶含辛茹苦把他
的阿爸罗布扎西养大，将其送到部队，
并立下家训——家族男儿，年满十八，
参军入伍，报答党恩。

幼承家训，降巴克珠对精忠报国多
了一些感悟和向往：喜欢穿父亲压箱底
的老式军装，更是在征兵季跃跃欲试。
男儿十八立父志。2006 年 12月，降巴
克珠参军入伍，在追随父辈感念党恩、
精忠报国的足迹中，两次荣立一等功，
被保送到陆军军官学院深造，毕业不到
一年，他就成为“全能排长”。

光荣门第有铁规！记者采访中发
现，军人家庭的“家规”和“祖训”竟颇多
相似：爱国爱家，希望家里能多走出几
位军人。

杨树朋，“杨根思连”原四级军士
长。在赴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时，他和战
友李磊不幸牺牲。杨树朋生前曾写过这
样一段话：“选择军营，就是选择光荣，选
择了责任。从军报国，是有出息的选择。
将来儿子长大了，我也要把他送到部队！”

那一幕动人场景，至今仍刻在连队
官兵脑海深处——

在烈士杨树朋骨灰安放仪式上，不
到 7岁的杨一鸣手捧父亲遗像走在最
前面。记者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时，杨
一鸣含泪回答说：“爸爸是英雄，我长大
了也要当兵，要当英雄！”

也许年幼的小一鸣对于“牺牲”“烈
士”的概念还很模糊，也许他长大后才
能真正明白父亲的伟大，但“长大了我
也要当兵”的想法，如同一粒种子正在
他心中生根发芽。

光荣门第有铁规，血脉传承好家风——

“选择军营，就是选择光荣，选择了责任”

“爷爷，我获得和平荣誉勋章啦！”
前不久，中国第 5批赴马里维和警

卫分队成员——第 79集团军某旅“神
枪手四连”下士贾富杰返营后第一件
事，就是拨通家里电话，向爷爷报喜。
“第一时间报喜，是因为爷爷是我

的偶像。”贾富杰自豪地告诉记者，1964
年，他的爷爷就在这个连队当连长，曾
率领全连夺得全军射击比武第一名，被
国防部授予“神枪手四连”荣誉称号。
“如果说爷爷的带兵故事，像一粒

火种播种在我心里，那姑父的练兵故事
则点燃了那粒火种。”贾富杰说，他的姑
父王永新也是“神枪手四连”的士兵，破
格提干后，赶上四连由传统步兵向机械

化步兵转型。面对挑战，姑父真钻苦
练，运用车载武器练就高速机动条件下
“封眼打孔”的绝技，被提拔为四连第 9
任连长。
“受爷爷和姑父的影响，我从小就

想成为一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2015
年 7月，正在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就读的
贾富杰，听说爷爷的老部队来征兵，第
一时间报了名。

临行前，爷爷和姑父只给他提了
一个要求：平时立军功，战时往前
冲。半年后，贾富杰就在全营轻武器
射击考核中打出 5 发 50 环的满分成
绩，成为响当当的神枪手。2017 年，
他随连队远赴西非执行维和任务。

“长辈是孩子最大的偶像，更是
国防教育的首任老师。”采访中，连
队指导员高艺博感慨地说：大学生
贾富杰的成长经历启示我们——崇
拜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
人生。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偶像。”在

“铁军”部队，“一个臂章的故事”感人
肺腑：2008 年，“铁军”战士曾轶在汶
川某镇抗震救灾时，送给少年薛芝武
一个“铁军”臂章。没想到，两年后，
薛芝武竟怀揣这枚臂章，走进了“铁
军”部队。
“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我

就想成为你的模样。”如今回想这段往

事，已成长为陆军第 82集团军某旅二
营四连班长的薛芝武一番话颇有“文
艺范儿”：“山崩地裂时，看见迷彩身影
在废墟中撑起一片天空，我就下定决
心，也要像他们一样做一个顶天立地
的人。”
“我就是想到部队看看，爷爷为啥

对军营的感情那么深？”谈起从军，解放
军陆军工程大学学员鞠一鸣很坦率。
他很好奇为啥爷爷离开部队那么多年，
仍能保持军人作风？吃饭时要求不能
有声音，每天早上起床晨练，做什么事
情都有板有眼……

鞠一鸣参军入伍前，爷爷把他最宝
贵的军功章送给了他。几年后，鞠一鸣
两次荣立三等功，并考入解放军陆军工
程大学。比肩头“扛星”还让鞠一鸣激
动的是，他找到了苦苦追寻的答案：军
装就是军人的皮肤，穿上了就一辈子脱
不下来。
“爷爷给了我一颗军人的心！”提起

爷爷，阳光坚强的鞠一鸣满眼骄傲，在
他内心深处，爷爷一直是他的榜样，“过
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

身边有榜样，心中有偶像——

“崇拜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接力从军，续写前辈的光荣与梦想
—军人后代选择军营建功立业现象探源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赵 雷 通讯员 李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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