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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耀中华

站在彝海结盟纪念馆广场俯瞰，
彝海酷似一颗镶在群山中的蓝宝石，
晶莹剔透。漫步彝海边，记者不禁思
考：“‘彝海结盟’的故事家喻户晓，可
是红军离开后，这里又发生了什么
呢？”

为此，记者驱车出发，来到小叶丹
（“彝海结盟”时彝族果基家支首领）的
孙子果基伍哈家中采访。
“听闻红军毫发未损通过冕宁县，

蒋介石大发雷霆，要求彻查严办给红
军提供帮助的人。”果基伍哈告诉记
者，“国民党军队以此为由隔三差五就
来彝区烧杀抢掠，压迫剥削彝族同
胞。于是，我爷爷举起刘伯承赠送的
‘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旗帜，联合
倮伍、罗洪两大家族，同国民党军队展
开了游击战。”
“可毕竟游击队人员不足、武器落

后，在同邓秀廷率领的国民党军队作
战中损失惨重，不少人惨遭逮捕、杀
害。”果基伍哈介绍，在国民党政府的
黑暗统治下，彝族人民眼睁睁看着自
己的家产被劣绅所占、牛羊被兵痞劫
掠，因此对红军十分怀念，期待刘伯承
能够早一天回来，帮助他们赶走国民
党、过上好日子。“那时，许多人都给孩
子取名‘红军子’或‘红军姆’，以此纪
念红军。”果基伍哈说。

后来，邓秀廷威逼利诱小叶丹，说：
“你们才当了几天红军？只要你们交出
‘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旗帜并解除武
装，以前的事情便既往不咎！”冕宁县委宣
传部副部长杨发超介绍，小叶丹只同意
上交武器，却不肯交出旗帜。最终他将
几近全部家产换成银子送给邓秀廷后，
才把这面旗帜保留了下来。

然而时隔不久，背信弃义的邓秀

廷又开始变本加厉地压迫剥削彝族百
姓，忍无可忍的小叶丹再次带领族人
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奈何双
方实力过于悬殊，小叶丹最终被捕，沽
鸡支队几乎全军覆没，幸存下来的几
名队员则躲进深山中，直到新中国成
立后才回家。

1941年，果基家族族人四处打点，
将小叶丹从狱中赎出。虽然革命队伍
不复存在了，可小叶丹始终把刘伯承
亲手所赠的那面旗帜看得比自己的生
命还宝贵。他将其藏在背兜下面特制
的夹层里随身携带。虽然革命行动失
败了，可小叶丹还是时常眼含热泪对
族人说：“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
我信得过，他绝不会骗我。万一我死
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红旗，将来
把它亲手交给红军！”
“这幅照片就是小叶丹的妻子倮

伍佳佳莫同‘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
旗帜的合影。这面旗帜，如今被珍藏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彝
海结盟”时的司仪沙玛尔各之孙、“彝
海结盟”纪念馆工作人员沙玛依姑告
诉记者，“1942 年 6月 18日，小叶丹遭
到被国民党收买的部族武装伏击，不
幸身亡。此后，倮伍佳佳莫便把这面
旗帜缝在自己裙子下摆的夹缝里。新
中国成立后，她才将这面旗帜交给当
地解放军。”

如今，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彝海
镇这个曾经的“结盟圣地”，已被打造
成为一个少数民族风情村，当地的彝
族同胞也基本过上了富足安乐的生
活。采访临近结束，果基伍哈欣慰地
对记者说：“虽然我爷爷没能盼来自己
的兄弟刘伯承，但是共产党人兑现了
对我们彝族百姓的承诺！”

彝海畔，有一支革命队伍长眠于此，有一面红旗永立不倒—

一日为红军 终生是红军
■本报记者 郭丰宽 通讯员 熊 鹏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
标召唤在前方……”7月 26 日，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剧院内，随着激昂的旋律
响起，一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
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联合举办
的“庆八一军地联欢会”拉开帷幕。
艺术家和武警官兵共同庆祝建军节
的到来。
“我们支队常年驻守在首都核心

区，担负天安门广场的警卫勤务。战
斗在重大执勤任务的一线，大家都觉
得非常光荣，尤其是国防和军队改革
之后，一项项暖心惠兵政策，让大家更

加铆足了劲，扎根军营，建功立业。这
场联欢会生动地展现了支队官兵的精
神风貌。”该支队领导介绍道。
“来到了部队，你们就是兵，当兵

就要有当兵的样子。”这是该支队机动
四中队官兵自导自演的小品《90 后的
班长 00后的兵》中，班长瞿跃幸对新战
士们说的话。小品中，瞿跃幸用一段
说唱表达了战友们忠于职守、爱军精
武的决心。《当穿上军装的那一刻》音
乐响起，战士郭向伟不禁想起自己刚
来部队的时候，由于长时间在烈日下
站岗执勤，衣服经常被汗水浸透又被

晒干，干了又湿，一班哨下来湿透好几
次，仍然纹丝不动。“当我穿上军装的
那一刻，我代表的就是中国军人的形
象，守卫的是天安门广场，代表的是国
家形象。”郭向伟说。该支队年均执行
临时勤务 2600 余场次，最多一天要担
负 20多场临时勤务。

一曲曲悠扬的歌声，一段段优美
的舞蹈，一个个欢快的小品，不仅给现
场观众带来了欢声笑语，更加激励天
安门卫士们勇于担当强国强军重任，
以奋斗者的姿态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献礼。

天安门卫士的强军心声
■本报记者 李力迪 通讯员 李 超

“只为生存而努力是狭隘的，

只有把自己与国家事业紧紧联系

在一起，心存理想，不断奋进，人生

才更有意义。” ——杨雪丽

天刚蒙蒙亮，战略支援部队某部营院
家属楼的一间小屋里就透出了光。打扫卫
生、准备早餐，杨雪丽和爱人忙碌起来。

收拾妥当，看着还在熟睡的养父养
母、公公婆婆以及两个孩子，杨雪丽脸上
露出笑容。对她来说，珍惜亲情，守护亲
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

谈起养父养母，杨雪丽道出了辛酸往
事。1984年，出生仅50天的她就被亲生母
亲送到一户农民家庭。养父用家里仅有的
积蓄买来一只羊，用羊奶将她养大。

杨雪丽 6岁时，养母患上肺结核，养
父又因农药中毒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家庭的困难、生活的重压，小小
的杨雪丽勇敢地一肩挑。她包揽了
家中所有家务，寒暑假便拉着平板车
去卖菜。

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辛苦，但杨雪丽
从未放松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
茅，高考如愿考上军校。知识的力量，
人生的意义，军人的使命……坐在课堂
里的杨雪丽渐渐懂得，只为生存而努力
是狭隘的，只有把自己与国家事业紧紧
联系在一起，心存理想，不断奋进，人生
才更有意义。

从那时起，杨雪丽就把自己当作一
颗蓄势待发的子弹，时刻瞄向“为国防事
业贡献力量”的靶心，每天雷打不动 5点
起床，熄灯后继续夜读。她凭借优异成绩
获得不少奖学金，但只留下必要的生活
费，剩下的连同津贴都寄回家中。
“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毕业后，

杨雪丽为了这个从未忘却的初心，努力
工作，先后 9次获得全军成果奖，多次被
单位评为先进个人。

婚后，在爱人倪明的支持下，杨雪丽
把养父母接到了身边。“懂得守护亲情的
人，更加值得珍惜。”倪明温柔地看着妻子。

2013年，癌症晚期的生母找到杨雪
丽，杨雪丽没有怨恨，依旧带生母寻医问
药，陪她走完最后一程。生母去世后，杨雪
丽又担负起姐姐的责任，资助并辅导3个
弟弟妹妹，帮助他们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采访中，杨雪丽告诉记者，尽管人
生之路荆棘遍布，但她无所畏惧，她要
做守护亲情的“向阳花”，乐观向上、奋
力生长，用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用拼搏
书写无悔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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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2日电 （记者
刘兵）在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退伍老兵
艾买尔·依提和儿子艾尼瓦尔两代人接
力守护烈士陵园的感人事迹广为传颂。
长眠于此的 222名烈士中，就有艾买尔·
依提的战友、1963年被国防部授予“战斗
英雄”荣誉称号的司马义·买买提。

司马义·买买提，维吾尔族，1940年出
生，新疆英吉沙县人，1960年 7月入伍，生
前任新疆军区骑兵第 3团机枪连班长，
1962年10月27日在中印边境西段自卫反
击作战中为国捐躯。战后，上级党委追认
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追记一等功。
1963年 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
司马义·买买提“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62年 10月，司马义·买买提随所在
部队参加了中印边境西段自卫反击战羌
山口战斗。1962年10月27日，司马义·买
买提和战友们在副连长乌甫尔·木沙带领
下，乘汽车到喀喇昆仑边防执行任务。突
然，一串子弹从右前方的山腰间猛射过
来。一股窜入我国领土的印军，凭借居高
临下的地势，向我军疯狂扫射。车厢板被
打得木屑四溅，汽车右前轮被打穿，驾驶
员身负重伤，倒在方向盘上。汽车抛了
锚，战士们完全暴露在一片开阔地上。

情急之下，副连长乌甫尔·木沙指挥
士兵挪动驾驶室上的重机枪实施火力压
制，但被印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为了
保存力量，他只好命令战士们卧倒在车
厢里。这时，印军更加疯狂，枪声越发密
集，子弹像雨点似的飞过来。司马义·买
买提主动要求吸引印军火力，以便战友
们移动重机枪脚架，调转枪口反击侵略

者。他提着冲锋枪，跃到车厢后端，挺起
身子扣动扳机，朝印军猛烈地射击，消灭
了正在发射的印军迫击炮手。果然，他
的这一举动，立刻吸引了印军的全部火
力，印军轻重武器一齐向他射击。

趁此机会，副连长乌甫尔·木沙迅速
组织调转重机枪。此时，一颗子弹穿过
司马义·买买提的右手腕，打进了他的左
胸膛，鲜血直往外涌。他忍着剧烈的疼
痛，继续坚持战斗。当战友们要给他包
扎伤口时，他推开他们，坚定地说：“快去
调转枪口，消灭敌人！”

正当司马义·买买提换弹夹时，他的
右肋又中了一颗子弹。射击暂停了一
下，印军以为打中了他，就集中火力向驾
驶室上调转重机枪的战士射击。在这千
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司马义·买买提全然
不顾身负重伤，咬紧牙关，拼尽全力猛地
站起来，端起冲锋枪猛烈地向印军扫
射。印军又慌忙集中火力向他开火，第
3颗子弹又穿进他的右肋。这时，战友
们把架好的重机枪瞄准了印军，火力压
得印军不能动弹，全班战士和及时赶到
救援的战友们一起全歼了这股印军。

司马义·买买提血洒昆仑、壮烈牺
牲，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生命，谱写了一曲
壮丽的革命英雄主义凯歌。为永久纪念
1962 年 10月在中印边境西段自卫反击
战中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决定修建叶城烈
士陵园，2009 年 3月经国务院批准为国
家级烈士陵园。

1970年，叶城烈士陵园整修后面向
社会招聘管理员，艾买尔·依提毫不犹豫
地辞了工作，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艾尼
瓦尔住进了陵园，他把对烈士的敬仰之情
化为一种信念，用一生守护不朽的丰碑。
2017年 8月 16日，73岁的艾买尔·依提因
心脏病去世，艾尼瓦尔接过父亲的“接力
棒”，继续担任叶城烈士陵园守墓人。

司马义·买买提：为保卫祖国战斗到最后一刻

司马义·买买提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国际湿地城市”黑

龙江哈尔滨正值盛夏，无

人机镜头下的冰城湿地，

展现出“万顷松江湿地，

百里生态长廊”的壮阔画

卷。图为位于哈尔滨大

剧院附近的湿地。

新华社发

8月 1日清晨，黄海海面大雾弥漫，
烟水苍茫。时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周年之际，靠泊在军港的舰艇纷纷悬
挂满旗，以最高礼仪庆祝建军节。

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临沂
舰后甲板上，百余名水兵整齐列队。

随着舰长发出“升旗”口令，国歌声
响起，临沂舰全体官兵敬军礼，国旗徐
徐升起……
“要更忠诚、更努力、更勇敢，打造

547舰想出征、敢战斗、能凯旋的精神特
质。”升旗仪式后，临沂舰政委赵井冬为
海军“忠诚守初心、奋斗担使命——我
的家乡我的舰”主题宣传活动启动致
辞。随后，临沂市慰问团登上临沂舰参
观慰问。

多年来，全国双拥模范、沂蒙新红
嫂朱呈镕始终对临沂舰官兵关怀备至，
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兵妈妈”。她这

次为临沂舰官兵带来了 1200斤速冻水
饺和 100双亲手缝制的鞋垫。
“沂蒙人民缝制的鞋垫，曾伴随

着我军前辈走过千山万水。”接过“兵
妈妈”送来的鞋垫，该舰副炮区队长
孙钦凯深有感触地说。

据慰问团带队领导介绍，多年来，
每逢重大节日，临沂市双拥部门都会向
临沂舰官兵赠送图书，还带领高校教
师、科研技术人员与官兵座谈交流。临
沂舰官兵则定期邀请临沂市市民上舰
参观，开展“海洋、海权、海军”系列教
育，该舰还被评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
单位”。

在“忠诚守初心、奋斗担使命”主题
座谈会上，临沂舰情电部门雷达区队长
兼总士官长耿国东与 6名战友，为临沂
市慰问团的杰出青年代表讲述也门撤
侨时惊心动魄的一幕幕，赢得青年代表

们的连声称赞。
座谈中，临沂舰政委赵井冬向临

沂市慰问团介绍临沂舰建设情况。
组建以来，临沂舰全舰官兵在沂蒙精
神激励下铁心向党、苦练精兵，在支
队同型舰中最短完成全训、最快形成
战斗力，圆满完成中俄联演、亚丁湾
护航等重大任务 40 余项，航程 13 万
余海里……卓越的成绩赢得临沂市
慰问团的热烈掌声。
“通过这次交流，我们走近了临沂

舰、走近了官兵，了解到人民海军的辉
煌成就，也看到了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
澎湃势头。”临沂市委宣传部一位工作
人员说。

潮起潮落，初心不改。沂蒙精神这
条无形的纽带，将黄海之滨的海军临沂
舰与英雄的沂蒙人民紧紧相连，谱写血
浓于水的时代新篇章。

沂蒙传薪火 奋楫向深蓝
—海军“我的家乡我的舰”主题宣传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陈国全 郭 萌 特约记者 张 淼

（上接第一版）

因为这事，翁春芳的妻子向他抱怨过：
“你干这连长一年四季不着家就算了，现在
倒好，还往里面贴钱！”他便耐心地跟妻子
解释，“大家在高原工作，付出很多，我是连
长，既然当这个家，哪能让战友受委屈。”

为彻底解决这个难题，翁春芳将情况如
实上报到旅党委。在上级机关和旅党委的
共同努力下，如今，巡线官兵有了专项补贴，
就餐难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说起连长的贴心，四级军士长陈兴南
深有体会。去年年初，陈兴南家庭遭遇重
大变故，年迈的父亲母亲同时患病，姐姐
又突然因车祸去世，让这个原本就很艰难
的家庭雪上加霜。翁春芳得知情况后，一
方面帮他申请困难救济，另一方面动员全
连官兵为其捐款。得知当地民政局可以
为困难官兵发放补助，翁春芳又先后多次
与民政局协调，为陈兴南争取到部分困难
补助。

行动是无声的力量，也是最有力的领
导。在翁春芳的感召下，连队形成了互帮
互助的良好氛围，凝聚力越来越强。去年
9月，连队 4名服役期满的上等兵全部申请
留在高原。

五连地处藏族群众居住区，所负责维
护的通信线路途经多个少数民族聚居
区。对于如何与少数民族群众和谐共处
共建，翁春芳嘴边常挂着这样一句话：“要

想连队建得好，群众力量不可少；要想根
基扎得牢，群众有难要帮忙。”

那年 4月，连队按计划组织巡线，翁春
芳带着巡线员走到某村时，发现有人在线
路上施工，光缆已被挖出。他立即制止了
施工，并联系上工程负责人、该村村长拉
茸，得知是村里在修水渠。
“你们凭什么让我们停工……”面对

拉茸和村民的不解，翁春芳耐心地向对方
解释国防光缆的重要性和光缆保护的相
关规定。待群众情绪稳定后，又向他们详
细讲解施工时保护光缆线路的具体操作
流程。最终，拉茸被翁春芳的真诚打动，
按连队要求进行施工保护，并为自己的鲁
莽行为道歉。

当年 9月，因青稞成熟较晚，拉茸所在
村人手不够难以顺利完成青稞的抢收。
翁春芳了解后，立即组织官兵奔赴村庄帮
助村民，终于赶在雨季到来前抢收完青
稞。事后，拉茸拉着翁春芳的手感激地
说：“谢谢你们，你们是我最真诚的朋友，
以后我来给你们当义务护线员吧。”自那
以后，拉茸没事总会到线路上转一转，发
现问题第一时间给连队打电话。

心相连，手相牵。如今，越来越多的
当地群众成为连队的朋友，连队官兵巡线
路过村庄，当地群众总会热情地招呼他们
到家里歇歇脚，请“金珠玛米（解放军）兄
弟”喝杯酥油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