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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天山北麓依旧冰天雪地，寒
气逼人。新疆军区某团训练场上，装步
二连副连长金季业和战友们大口大口
地喘着气，在寒风中奔跑。

一圈，一圈，又一圈……他们头顶
的黑色线帽因为呵气结上了一层白霜，
眉毛上凝结着冰碴。
“还剩最后一圈，准备冲刺！”负责

计时的战友提醒，让金季业顿时来了精
神。他一只手摘下帽子，另一只手解开
迷彩服上衣的纽扣，迈开步子向终点发
起最后的冲刺。

这是今年以来团里进行的第二次
武装 10公里越野考核，金季业第一个冲
过终点线，这个成绩比他过去的最好成
绩还快了17秒。

金季业一马当先，奋力领跑，连队
不少官兵紧随其后，也跑出了个人最好
成绩。“对于达到身体极限的人来说，每
提升一秒都是一种挑战。”现场组织训
练的一名团领导，禁不住为金季业竖起
大拇指：“不愧是‘敢打硬拼尖刀连’的
官兵，好样的！”

此刻，金季业也十分欣慰——为了
这“17秒的突破”，几个月来，他和战友
们每天铆在训练场上加练，将短跑、蛙
跳、俯卧撑等组合起来练爆发力，穿上
“沙背心”在冰天雪地里长跑提升耐力，
不敢有半点松懈。
“不拼，还算啥英雄连队的兵？”金

季业的话掷地有声。金季业所在连队
的前身，是 1932年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
延川游击队，曾在扶眉战役中与敌人展
开殊死鏖战，因战绩突出被授予“敢打
硬拼尖刀连”荣誉称号。此后连队又参
加了解放兰州等战役战斗，每一次作战
官兵都冲锋在前，猛打猛冲，“敢打敢
拼、勇当尖刀”成为一茬茬官兵心中赓
续不息的连训。

从训练场回连队的路上，金季业给
战友们讲起战斗英雄王玉的故事：扶眉
战役中，时任副连长王玉带领一个排的
官兵冲锋在前，右腿中弹负伤的他，向
敌前沿工事扔去几枚手榴弹，继续向敌
纵深进攻，直至左腿也被弹片击中，再
也站不起来……战友们被王玉的英雄

壮举所感动，勇猛地向敌人阵地冲去，
夺取了战斗胜利。

来连队时间长了，金季业总觉得副
连长王玉从未离开。穿越时空隧道，英
雄当年血战沙场的镜头一次次浮现在金
季业脑海，引发他长久的感动。

每天点名，连队呼点的第一个名字
是“王玉”，官兵们齐声答“到”的声音在营
区上空久久回荡；同为连队副连长的金季
业，一有空闲就会转到王玉曾经所在班宿
舍，帮战士们捋一捋被角、整一整床单，找
战士们谈谈心。久而久之，战友们有什么
心里话都愿意跟他倾诉。
“今天，英雄的基因已经融入连队官

兵血脉。在这个英雄连队，无论是干部
还是战士，都有为连队增光添彩的强烈
‘冲动’。”这几年，金季业一次次在训练
中挑战自我，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多次
在上级组织的比武考核中夺得名次。

在战友眼中，金季业军事素质过硬，
武器装备精通。可训练起来，他一点也不
马虎。有战友劝他：“该有的荣誉都有了，
何必这么拼？”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金季业

便会笑着说：“每个人取得的荣誉，都属于
我们这个英雄的集体。只有每个人本领
练强了，才能攥成克敌制胜的铁拳头。”

金季业这句朴素回答，道出了许多
连队官兵的心里话。

那年，连长王泽宁参加新疆军区参谋
业务比武。备赛集训的几个月里，他每天
坚持训练十几个小时，各类颜色的铅笔用
完了数百支，练就了一手精准标图的绝活
儿。最终，在百余名参谋尖子对决中，王泽
宁以绝对优势夺得标图专业比武第一名。

连队战士马维强从小喜欢长跑运
动，入伍后，他的武装越野课目成绩始终
在同年兵中名列前茅。尽管每次参加连
队考核，“光荣榜”上总能看到他的名字，
但他还是选择不断挑战和突破自我。

在马维强看来，体能训练仅仅是军事
训练的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士兵，必须苦
练十八般武艺，精通手中武器。为这，马维
强始终保持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射击、战
术、新装备操作，每个训练课目都拿得起放
得下，成为官兵眼中的“全能士兵”。

英雄的连队英雄的兵。面对新年度
即将组织的又一次考核，连日来，金季业
带领战友们在训练场摸爬滚打，严抠细
训，苦练精兵。“用严实训练，把每名官兵
锤炼成能打胜仗的精武尖兵，既是连队
精神密码的传承，也是新时代边防军人
的职责所系、使命所在。”金季业说。

凛冽寒风中，伴随着一声哨响，金
季业带领官兵们又一次向着新的目标
发起了冲锋！

每个人的荣誉，都属于英雄的集体
■李 康 眭忠璇 本报记者 李 蕾

星期天，天刚蒙蒙亮，官兵们还在
享受难得的休息时光，驻守雪域高原的
第 77集团军某旅三营七连上等兵甘永
键就起了个大早。
“兄弟单位战友要来参观连队荣誉

室，你当讲解员。”想起前一晚，连长邝
成勇的一番话，甘永键就兴奋得睡意全
无——七连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
有为连队争得荣誉的精武标兵，才能成
为连队荣誉室的讲解员。而这，一直是
甘永键入伍以来的一个梦想。

七连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前身是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总队二中队，

先后参加百团大战、淮海战役等 500余
次战斗。35年前边境自卫反击战的一次
战斗中，连队官兵在松毛领主峰与敌人
激战 14个小时，拼死抵御敌人进攻，筑
起一道无法突破的“钢铁长城”，被中央
军委授予“老山防御英雄连”荣誉称号。

初入连队，英雄的故事一直感染着
甘永键。新兵下连第一天，他和战友们
一起走进连队荣誉室，那本“红色家谱”
令他们印象深刻。
“红色家谱”记录着连队的历史，有

不少珍贵的历史照片。一张照片中，有
一把断成两截的工兵镐。照片下面配有

一段文字：“海拔 4500多米的高原腹地，
连队官兵参与全要素战术演练斩获桂
冠。在 72小时的跨昼夜演练中，这是官
兵们在构筑单兵掩体时挖断的工兵镐。”

张春辉：手枪射击纪录保持者，卢俞
夫：400米障碍纪录保持者……“红色家
谱”上还记录着许多响亮的名字，每个名
字背后，都有一段拼搏奋斗的追梦故事。
“学习英雄，崇尚英雄，每一个人都

能成为英雄。”连长邝成勇语重心长地
对新兵们说，每一名在比武赛场摘金夺
银的精武标兵，他们的名字都会载入连
史，成为连队的荣誉和骄傲……那一

刻，甘永键深受触动。
“既然来当兵，就绝不辜负青春。”去

年，甘永键主动请缨参加陆军组织的比
武选拔，参赛前，他把象征连队荣誉的
“铜墙铁壁”四个字写在头盔内侧。背负
30公斤的装具，每天参加武装越野10余
公里……在 50多天的魔鬼式集训中，这
四个字始终激励着甘永键去拼去闯。

最终，作为连队最年轻的参赛选手，
甘永键在定向越野、夜间侦察等11个连贯
课目中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后来，
听说自己的名字被写进了“红色家谱”，甘
永键激动极了。虽然距离心目中的英雄
还有很大差距，但他相信，通过自己的拼
搏和努力，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近了。
“传承连队的精神之光，绝不仅仅是

要记住英雄的事迹，而是要在学习英雄、
崇尚英雄的过程中，增强练兵备战的使
命感、责任感，用更加过硬的素质和优异
的成绩给连队的荣誉旗帜增光添彩。”那
天，面对前来参观荣誉室的战友，甘永键
显得格外自信。他动情的讲解，引来了
战友们阵阵热烈的掌声。

每个名字背后，都有追梦的故事
■申延帅 本报特约记者 彭小明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
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
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来
具有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
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
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
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
有先锋。

☆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
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
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
爱英雄，勠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
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
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
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

习主席关于
英雄的有关论述

观 点

雨雾交加，银白的界碑矗立在老山主
峰，庄严而神圣。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戍边英雄连”连长席政杰，正向妻子吴红
梅介绍自己守卫的254号界碑。

远赴边防探亲的吴红梅没有想到，丈
夫席政杰的守防生活竟然过得这样忙碌。

一周前，走下公共汽车的吴红梅，朝
着蜿蜒的山间公路目不转睛地眺望着。在
老山这座英雄山上，她觉得，连同自己丈夫
在内的边防军人，都像这座高山一样伟岸。

今年春节前几天，席政杰打来电话，
因为连队有任务，他不能回家过年。那一
刻，吴红梅就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全
身都凉透了。

席政杰不是第一次爽约了。去年端
午节，他说好回家过节，却临时变卦，吴红
梅只好独自赴边防探亲。到了中秋节，因
为指导员带新兵不在位，他的探亲计划再
次泡汤，吴红梅只好二赴边防探亲。

“都说事不过三，今年春节你应该能
回家了吧？”那天，吴红梅在电话里试探
着问丈夫。席政杰拍着胸脯向她保证：
“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可是这一次，他
还是没能兑现承诺。

嫁给一个“不回家的人”，吴红梅既委
屈又无奈，但更多的是理解。她明白丈夫
是一位边防连连长，身后有百十位官兵，
守护着一段边境线，肩上有着沉甸甸的责
任……她随之决定，再一次只身前往英雄
山、到边防连和丈夫团聚。

吴红梅一大早从绵阳坐飞机到了昆
明，又马不停蹄包了一辆出租车赶往边
境县城。到达县城后，还是没见席政杰
的身影，她一遍遍拨打丈夫的手机，却始
终无法接通。
“商量好了时间、地点来接我，怎么

连人影都见不到？”从县城到席政杰所在
的连队，还有 2个小时的山路，吴红梅心
急如焚，拖着行李箱站在路边，泪水在眼
眶里打转……

就在这时，吴红梅的手机响了：“嫂子，
我是营部驾驶员小黄，今天特意来接您去
连队！”坐上营部的勇士车，吴红梅才知道，
丈夫当天临时带队外出巡逻，出发前向上
级报告自己家属今日来队的情况后，教导
员李祖龙专门派车接她到连队。

吴红梅到达连队时，已是下午 6点
多。连队指导员赵文玄迎了出来，笑着向
她解释：“因为边境情况特殊，上级要求加
大边境管控力度，一大早，连长就带队巡
逻去了，他们要查看 2条便道、7块界碑，
走访4名界务员……”

想到丈夫和战友还在跋山涉水巡逻，
吴红梅早已忘记了旅途劳顿和心中委屈。
稍事休息，赵文玄陪着吴红梅走进连队荣
誉室，一面面鲜红的锦旗、一块块奖牌令她
目不暇接。“去年，连队出色完成了巡逻执
勤、应急处突等重大任务，被上级表彰为先
进连队……嫂子，军功章里也有您的一半
啊！”听赵文玄这么一说，吴红梅反而有些
不好意思了，“你们常年驻守深山，吃苦受
累，我应该给他更多一点理解和支持。”

夜幕降临，巡逻分队还未归营。吴
红梅走到半山腰的三岔路口，等候丈
夫。过去来连队探亲，每次丈夫带队外
出巡逻，她都会站在那里守望官兵归来。

小雨淅沥，山里腾起薄雾。半个多小
时过去了，吴红梅终于看见一辆巡逻车由
远至近。“回来了！回来了……”吴红梅激
动地迎上前。汽车停了，又惊又喜的席政
杰跳下车，与妻子紧紧相拥。

理解，是打开“心灵之门”的钥匙。这
次到边防探亲，吴红梅对丈夫又多了一分
理解——边防军人奉献担当，是因为他们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精神的高山。

刊头照片：姬文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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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情怀叫“崇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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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英雄情怀？英雄情怀是“位

卑未敢忘忧国”的担当，是“愿得此身长

报国”的大爱，是逢敌亮剑、视死如归的

胆魄与血性……

英雄情怀，根植于中华民族绵延数

千年的精神沃土，包含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爱国精神，心中有责、敢于担当

的敬业精神，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奋

斗精神，英雄情怀是民族精神的遗传密

码和集中体现。

习主席深刻指出：“中华民族是

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

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从古至今，提起英雄，人们首先想到

的往往是疆场拼杀的战斗英雄和舍生

忘死的仁人志士。战争年代无疑是英

雄辈出的年代，也是最能弘扬英雄精

神的时期，而和平年代的英雄情怀同

样至为宝贵，能够激励人们不忘初

心，砥砺奋进。

对边防军人来说，他们早已习惯

了默默无闻的坚守，视保家卫国为天

职和本分。他们的事迹，总能触碰人

们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给人力量、催

人奋进。那是因为，在他们的精神世

界中，既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

山五十州”的豪迈，也有“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既有

“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血

性，也有“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三亿”的

境界。这种精神，闪烁着文明古国几

千年流传不衰的家国情怀，凝结了人

民军队奋斗牺牲的血脉传承，熔铸了

当代青年奋发向上的价值追求，这是

新时代的“正气歌”，是新一辈写就的

“英雄颂”。

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

而言，英雄情怀永不过时。强军兴军

伟大事业，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

就能实现的，而需要无数英雄连队、无

数“身边的英雄”，坚守好自己的战位，

用家国情怀、使命担当、牺牲奉献，挺

起民族的脊梁。无论身处什么环境，

面对何种压力、艰险和挑战，都要顶天

立地、无畏战斗、至死不渝、侠骨留香。

英雄不一定血洒疆场，但不能缺少

沙场上以命相搏的血性胆魄；成为英雄

可能是一时的壮举，但必然是千锤百炼

后关键时刻的果断选择。面对新时代，

面临新使命，唯有脚踏实地自我砥砺，

传承英雄基因，培塑英雄胆略，才能在

“那一天来临时”，展现出新时代军人的

英雄本色。

英雄情怀，永不过时
■陈小菁

①①

④④③③

②②

“阿相比拉”，西藏珞巴语中意为

“魔鬼都不敢去的地方”。早春的一天，

六连的一支巡逻小分队再次踏上阿相

比拉巡逻路。

这是一条怎样的巡逻路？走过的官

兵都知道，它高悬于绝壁之上，全程有

200多处险地，37处需借助攀登绳，26处

需架设悬梯，官兵攀援其间险象环生。

清晨6点，官兵们早早出发，披星戴

月，踏上征程。翻越“刀背山”时，战士胡

玺乾不小心踩断悬梯横木，在就要坠入幽

谷的一瞬间紧紧拽住攀登绳才化险为

夷。连长秦新树见状，站在悬崖边护送战

友逐一通过，自己最后一个离开。

上等兵匡扬武年纪最小，为了参加这

次任务，他找到秦新树主动请缨——巡逻

第二天是匡扬武18岁的生日，他说：“这

样的‘成人礼’才更有意义。”

于无声处听惊雷。路还是那条路，人

还是那些人，艰险恶劣的环境亘古不变，

但连队官兵传承赓续的精神之光永存。

图①：官兵攀爬“绝望坡”，险象环
生；图②：官兵借助简易悬梯，爬下山
崖；图③：绝壁行走，步步惊心；图④：休
息间隙，上等兵匡扬武眺望远方。

李国涛、傅德旺摄影报道

▼

当英雄的故事一次次被刷屏，是什么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是精神，也是情怀。
反映西藏山南军分区边防某团六连官兵真实生活的新闻作品《我站立的地方》，曾在 20天内被微信公众号转发 1.2

万次，让许多人流下感动的泪水。这种感动弥足珍贵，它让更多人读懂了奉献的价值，看到了在远离都市繁华的地方，
站立着一种属于边防军人的神圣、一种信仰的神圣。

走向阿相比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