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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夏天，一个身穿军装的大

男孩带着简单的行囊，踏上北上的列

车。刚从军校毕业的他对即将奔赴的

地方心怀向往。

“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要用

生命去守护的地方。”飞驰的列车上，

大男孩掏出日记本，写下这样的字

句。刚满20岁的他不知道，未来的日

子里，这句话将与他的生命紧紧相连。

那位大男孩，便是我的父亲——

原第二炮兵某部军官。军旅生涯里，

他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誓言。

一个寒冷的冬夜，风刀雪剑把人的

脸打得生疼。山坳里的一处国防工事

前，围满了焦急等待的官兵——一枚本

该爆炸的雷管迟迟没有声响，而雷管后

面安置着价值几百万的施工设备。千

钧一发之际，不顾战友劝阻的父亲飞身

冲入工事去取设备。转身返回时，雷管

突然爆炸了，冲击波将他震出几米远。

战友们一拥而上，烟尘中，他的手仍然

死死地抱着设备。

2004年夏天，父亲带领工兵营官

兵完成一项突击任务。考虑到施工段

面危险因素较多，加上天气多变，高烧

39℃的父亲手托着输液瓶赶到工地指

挥施工。看到父亲憔悴的身影，憋着

一股劲儿的战士们高标准完成施工任

务。首长听说后，赞叹“骨头最硬的营

长带出了一批最能啃硬骨头的兵”。

多次出色完成重大国防施工任

务，3次荣立集体二等功，个人1次荣

立二等功、两次荣立三等功……当我

把从叔叔们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父亲

时，他总是拍拍我的头说：“小娃娃，懂

个啥！”

惊心动魄的经历，在父亲的嘴里

总是云淡风轻。似乎，在他的脑海里，

有太多东西比生命还要珍贵。那时，

我还是个小男孩。稚气未脱，却又迫

不及待地想要成长。

“爸爸，等我长大也要当一个勇敢

的兵！”

“有志气，我们就是保家卫国的父

子兵！”

“保家卫国的父子兵！”父亲不经

意的一句话，就这样刻在了我的心里。

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的冬天，

格外阴冷。迎来 11岁生日的我，守

着生日蛋糕，盼着父亲归来，却等来一

个噩耗——在外执行任务的父亲牺牲

在了国防建设一线，把生命留给了那

片他深爱着的土地——那个心怀报国

之志的军人，那个本该伴我成长的男

人，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2015年9月，我像父亲一样，踏上

了开往军校的列车。当我真的握紧拳

头在鲜红的军旗下庄严宣誓时，泪水

溢满了我的眼眶。我人生的神圣一

刻，父亲未能见证。而那一刻，青山无

言，父爱如山。

“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要用

生命去守护的地方。”这几年，随着年龄

增长和经历的丰富，我越来越读懂了父

亲。穿上军装后，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父

亲这句话的分量——那决不仅仅是一

个热血男儿的豪言壮语，也饱含着一个

有志青年的家国担当。现在想来，或许

就是这句话，给了年少的我人生启蒙。

如今，在军队这个大熔炉里，我迈

出了关键一步。我深知，肩头的“一道

杠”之于我，不仅仅是一名军校学员的

标识，它更像我人生路上的新的起跑

线。从这里出发，我将接过父亲的旗

帜逐梦前行，用一生去完成与他的那

个约定……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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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红色资源利用

亲历者说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

清明至，祭先烈。连日来，全国各地

缅怀英烈的气氛日渐浓厚，从矗立在天

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到遍布全

国各地的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再到互

联网上的专题网页、论坛，都成为缅怀先

烈、教育后人的精神家园。人们在祭奠

中重温民族记忆，激荡家国情怀，从先烈

那里汲取前行的精神动力。

回望神州，青山处处埋忠骨。为了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为了国

家繁荣富强，革命先烈把生命献给了他

们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只留下一个个平

凡而又崇高的名字，一行行简短而又厚

重的事迹。他们“视死忽如归”，用热血

和牺牲，捍卫着自强自尊的沃土，繁育

着坚强不屈的精神，奠定了我们今日国

泰民安的基础，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传统民族精神。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是珍惜现在，

更是为开创未来。为纪念先烈、表达尊

崇，人们为烈士们修筑了纪念碑、纪念

馆、陵园等，成为一座座承载着先烈精神

的丰碑，是一部部凝固的中国革命史，是

一面面激励后人为理想而奋斗的旗帜。

今天，先烈们融入历史长河中的精神血

脉和红色基因，已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

和精神瑰宝，是伟大中国薪火相传、继往

开来的深厚基石。哲人说：“传统不是守

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递。”作为后

辈，我们必须将其赓续传承下去。

英雄因崇高而不朽，精神因传承而闪

耀。“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

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

远跟着党……”今天，当人们走进伟大的共

产主义战士王杰生前所在部队时，仍然能

听到《王杰的枪我们扛》这首铿锵有力的歌

曲。这是历史的回音，是心灵的碰撞，更是

精神的传承。实践证明，时间的流逝不仅

无法遮住一种伟大精神的光芒，而且还使

红色文化的底蕴愈加深厚。如今，“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早已融进新时代青年的灵

魂，成为一支部队永恒的精神标记。

弘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关键

要落实在行动上。在革命老区江西省永

新县三湾乡三湾村，村支书龙福明为帮贫

困群众增收致富，牵头成立了丝瓜种植专

业合作社和蓝莓种植基地，入股的贫困户

年均增收3000多元。祖辈为了革命理想

马革裹尸，后人则为家乡的建设和振兴添

砖加瓦，传承的故事在广袤的红土地上俯

拾皆是。事实上，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实

践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革命先烈的牺

牲奉献，也离不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接续

奋斗。有人说：“把革命老区建设好，就是

对先烈最好的告慰。”诚如斯言！“终期于

尽”的先烈们，在后人的慎终追远中得以

不朽；继往开来的后人，从先烈的遗志中

汲取力量、不断前行。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时空流

转，变换的是沧海桑田，不变的是基因血

脉。回顾走过的路，革命先烈留给后人

的，不单单是一个个荡气回肠的传奇故

事，更是一段段波澜壮阔的珍贵历史，一

曲曲壮怀激烈的奋进号角。今天我们缅

怀先烈，就是要将他们的精神转化为前

行的动力，在努力完成先烈未竟事业的

征途上扬鞭奋进！

缅怀先烈 汲取力量
■吴保民 齐敦林

夜幕降临，村民们带着娃、拉着牛，聚拢到井冈
山下的红军剧场。

在这里，一场反映井冈山革命斗争史的大型实
景演出《井冈山》已上演多年，而参与演出的演员大
多是周边的农民。作为农民演员之一，拿山镇茶坪
村村民黄智华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他说：“白天
在家干农活，晚上带儿子到离家不远的地方参加演
出，两人一个月演出收入有1000多元。”
“井冈山以红色文化资源引领发展红色旅游，

拓宽了当地农民增收渠道。”据武警江西总队干部
曹先训介绍，仅此一项旅游文化产品就帮助农民年
人均增收6000余元，实现了创收与休闲“两不误”。

事实上，井冈山围绕红色文化做文章，发展红
色旅游的同时，打造红色教育与培训基地，有力带
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井冈山的人哎，抬头望哎，八角楼的灯光，照

四方。”八角楼在当地百姓心中是一块“圣地”。历
史上，八角楼的灯光穿过浓浓暗夜，为中国工农革

命指明方向；如今，坐落于青山绿水间的八角楼，已
成为当地的红色教育基地。

像开发八角楼一样，当地借力红色文化资源优
势，还建立了“红色讲习所”“乡村大讲堂”，打造出
一个个教育党员的阵地、培训干部的课堂。据悉，
自 2005年井冈山推出集培训、参与、体验为一体的
“井冈模式”党性教育课以来，已有数以万计的各地
党员和游客在这里听取了这种特殊党课，仅红色文
化教育学院就累计培训学员20多万人。

实践摸索中，井冈山红色培训专门推出“六个
一”特色套餐，即：走一段红军小路、听一堂传统教
育课、向革命先烈献一束花、吃一顿红军套餐、看一
场红色歌舞、学唱一首红军歌谣。多元化的教学方
式，把众多革命遗址打造
成天然的党性教育课堂，
将革命故事演绎成一幕幕
寓理于史的情景剧，大大
增强红色培训竞争力。

江西井冈山—

红色文化成老区发展名片
■蔡文丰 叶 杉

“跟革命先烈相比，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算得了什么呢？”在第 71集团军某旅寻根活动汇
报会上，战士郭峰听完战斗英雄孙景隆的故事感
慨不已。
“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战士孙景隆在

1948年 9月的济南战役中，将写着这 10个字的大
旗插上济南内城城头。随后不幸被敌人的炮弹
炸伤，摔下了城墙。被指导员彭超抱在怀里的
他，颤巍巍地从胸前掏出一个纸包，里面包裹着
他生命中最后一次上交的党费——18张被鲜血
浸湿的北海银行纸币。

如今，这 18张纸币就收藏在该旅旅史馆里，
成为该旅英雄历史的记录和见证。

“革命遗迹遗物是先烈
留给后人的红色遗产，必须
继承好、弘扬好！”局域网上
的一条网友留言，道出了官
兵心声。为此，该旅党委决

定以“重走革命道路、解读胜战密码”为主题开展
寻根活动，专门派出寻根小组，前后历时 24天，跨
越 5省 12市 30多个区、县，行程 4000 余公里，拜
祭 3座烈士陵园，采访 39名老同志，为丰富旅队
历史、拓展教育阵地做了大量务实工作。

先辈精神，叩荡心灵。
“于得水腰部连中两发子弹，仍然与敌人搏

杀。战斗结束，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他忍着剧痛
让战友用剃头刀将子弹取了出来……”复述英雄
的故事，上等兵翟浩宇眼含泪花。他说，作为英雄
部队的一兵，一定苦练技能、磨砺血性，把自己锻
造成一把钢刀，用行动告慰革命前辈的流血牺牲。

刘福考肠子流出来还坚持战斗，齐进虎凭借小
小采菱盆就横渡长江，李永江以一当十坚守突破
口……一个个故事鲜活生动，一个个形象跃然纸
上。为把红色遗产利用好，他们把英雄故事和寻根
过程制作成动漫、DV短片，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媒体
推动红色资源覆盖各类终端，确保官兵“开机即见”。

第71集团军某旅—

红色遗产成宝贵教育资源
■本报特约记者 刘吉强 通讯员 吕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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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慕士塔格峰，阴冷、萧肃、
壮阔。

海拔 3800米的山脚下，一块镌刻着
“烈士陵园”四个大字的青石碑庄严肃
穆——这里长眠着在卫国戍边中牺牲
的 28名烈士。擦拭墓碑，敬献花圈，脱
帽默哀……低沉的哀乐声中，前来祭奠
英烈的喀什军分区某团官兵陷入沉思。
“新疆解放前，革命先烈王虎平被捕

入狱，遭到敌人摧残仍忠贞不屈，在狱中
惨遭杀害……”烈士墓碑前，听政委沈新
明动情地讲完英雄故事，大学生士兵张
希颇为感慨。她说，革命前辈流血牺牲
为的就是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自己将

和战友一起继续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出主
意、想办法，助力民族群众与全国人民一
道奔小康。

张希的话，得到战友们的认同。地
处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
自治县，因地理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
劣，经济社会发展一直缓慢，成为当地脱
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为此，该团官
兵在担负千余公里边境守防任务的同
时，积极参与精准扶贫，赢得群众赞誉。
“作为红军传人，为人民谋福祉义不

容辞”，这是该团官兵的基本共识。2017
年 5月，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他们迅速
参与抗震救灾。灾后重建中，他们在为

群众建设安居富民房基础上，又引导大
家发展牦牛养殖业，并邀请院校专家开
展养殖技能培训，通过科学养殖提升出
栏牦牛品质。同时，他们还与地方扶贫
办一起成立专业合作社，确保群众靠养
殖实现增收。

散养放牧是提高牦牛质量的重要手
段。为此，很多群众放牧时会长时间“依
水而居、傍草而卧”，这样一来，很容易染
上疾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该团领导
决定建一批活动板房，解决群众放牧时
的住宿问题。板房设备做好后，他们又
抽调骨干力量将设备长途运输到牧场一
线，并帮群众把板房架设好。
“战争年代，革命先烈为了边疆解放

攻坚克难。如今，子弟兵为人民谋幸福
劲头不减。”该县县委副书记王福友动情
地说，这种深情厚谊必将激励更多群众
在脱贫之路上大步向前！

（胡 铮 蔡佳明）

天山脚下，助力脱贫脚步实

初春的中原腹地，树竹环合，大地生
绿。趁着周末，武警河南总队驻马店支
队官兵再次来到竹沟镇，看望帮扶的西
黄庄村村民李新华一家。

位于豫南小城确山县西 30 公里处
的竹沟镇，是原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
有“小延安”之称。1939年春，在当地生
活的刘少奇将一棵石榴树苗栽种到窗
前。“文革”时期，这棵石榴树被人损毁，
一位名叫张锦明的老汉偷偷把树根栽种
到家中。多年后，他又将树移植到刘少
奇当年栽种的地方。
“当年，革命前辈与我们同甘共苦；

如今，子弟兵助百姓过上好日子。”见到

武警官兵到来，村支书陈春平难掩感激
之情。她说，风雨几十载，当年栽下的那
棵石榴树依然见证着新时代的鱼水情。

多年前，为解决两个孩子上学学费
问题，吃苦耐劳的李新华便外出打工，后
因妻子患上精神类疾病不得已辞工回
村，生活也变得更加拮据。2010 年初，
到村里走访的确山中队指导员龚刚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先是跟战友一起捐款捐
物，解决两个孩子上学的燃眉之急，然后
就琢磨着如何确保李新华有一份稳定收
入。当得知李新华学过理发手艺时，他
们便多方协调帮李新华开了一家理发
店。经过多年辛苦付出，李新华的家庭

状况有了明显改观，两个孩子也以优异
成绩考入高中。
“感谢子弟兵，没有你们的帮助，就

没有我今天的生活。”拉着子弟兵的手，
李新华跟他们聊着自己下一步的生活打
算，心情依然有些激动。

其实，这仅是该支队官兵与群众鱼
水深情的一个缩影。驻地多处民房因
故倒塌，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
并与群众一起处理善后事宜；临近社区
70 多岁的马奶奶无儿无女还患有风湿
性关节炎，得空他们便去老人家里看
望，帮她打扫卫生、检查身体、送上药
品；结合周边留守儿童多的实际，他们
与学校建立共建关系，义务当起孩子们
的“校外辅导员”……
“从这些年轻人身上，老百姓感受到

了当年的好传统。”陈春平的话质朴无
华，道出了很多群众的心声，成为对子弟
兵的最好褒奖。 （李政皓 潘建伟）

中原腹地，鱼水深情谱新篇

清明节前夕，武警河南总队官兵来

到中原英烈纪念馆，回顾红色历史，追思

曾在这里战斗过的革命先辈。

孟凡军摄

每年清明节，人民子弟兵都会开展

祭扫活动，缅怀先烈。这是新疆军区某

边防团一名干部在为烈士墓碑描红。

杨 柳摄

“你们让我想起了烽火岁月，想起了
出生入死的战友，从你们身上我又看到
了人民军医的风采！”坐在轮椅上的老红
军曾广昌已104岁高龄，虽然行动不太方
便，但看到联勤保障部队第908医院的医
生时，他还是颤抖着手竖起了大拇指。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当天，该医院
派出的专家医疗队再次如约赶赴赣南革
命老区，为群众巡诊义诊、发放药品。
“那个时候缺医少药，很多伤员宁愿

自己忍着疼痛，也要让我们先为老百姓
医治。”1932年参加红军的曾广昌，是一
名老军医。革命战争年代，他多次冒着

炮火硝烟到一线救治受伤的红军战士。
给后辈们讲起当初的往事，老前辈依然
很激动。

前事不忘英雄志，先烈精神励后人。
“作为人民军医，就是要把前辈的精

神传承好、弘扬好，以实际行动为群众提
供优质医疗保障。”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余明主，多次到基层为群众义诊。他介
绍，医院发挥医疗资源优势，每年都选派
力量组成医疗队深入革命老区，为老红
军、老战士和贫困群众巡诊义诊，并帮基
层开展医疗培训。

54岁的张集莲曾因骨肿瘤截肢，如

今儿子又患上肺结核，生活可谓雪上加
霜。了解到她的情况后，该医院专门派
医生上门为张集莲义诊巡检、复查身体，
并送去米、油等生活用品。
“我们一家人都感恩人民军医，今年

春节就是他们陪我在医院度过的。”聊起
往事，张集莲眼噙泪花。张集莲说，在她
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是军医们的爱温暖
了她、鼓舞了她。

一人一事的帮扶仅能解决一时之
需，如何为群众留下健康的“火种”？一
线的帮扶实践让军医们意识到，保障群
众健康须有长久之计。他们商议决定，
一方面持续选派医疗队深入社区、乡村
巡诊义诊，另一方面协助基层卫生所建
立居民健康档案，以便长期跟踪群众健
康情况。同时，在培养卫生人才和提高
医疗条件上下功夫，为群众留下一支“不
走的医疗队”。 （周晖茧 肖洪领）

赣南老区，服务民生保健康

军队医疗卫生系统发挥资源优势，

为民生保障作出努力。这是白求恩医疗

队到老区为群众义诊。 刘会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