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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

“失联”30多年，老兵

们终于找到自己的老部

队

“欢迎老兵‘回家’！”武警上海总队
执勤二支队三中队指导员李博的声音
稍微有些颤抖。面对这 17位神情激动
的老兵，他深深地体会到一种无以言表
的幸福感。

对于李博来说，这种幸福感源自于
找寻老兵的过程。

去年 3月，中队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李博打算
从队史教育切入。然而，队史记载有些
年代残缺不全、脉络不清，一时间他无
从下手。

为了详细了解中队成立之初的历
史，李博利用休假时间前往江苏南
通、启东、海门等地公安部门和档案
馆查阅资料。在崇明区公安局，他发
现《崇明县公安志》详细记载了中队
的历次调整改革和历任主官的简略
资料。

根据资料信息，李博推测：在中队
成立之初的主官中，《崇明县公安志》上
记载的“崇明县武装中队第 3任连长龚
祥”应该依然健在。然而，他走访公安、
民政等多个部门，都没有找到“龚祥”的
任何信息。

就在李博打算放弃寻找“龚祥”的
时候，崇明县公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无
意中的一句话让他看到了希望：一位名
叫龚强的老人曾来反映，《崇明县公安
志》上把他的名字“龚强”写成了“龚
祥”，希望予以纠正，还留下了住址和电
话号码。
“莫非龚强就是‘龚祥’？”李博搭车

赶往龚强的住处。当见到龚强家门口
那块“光荣之家”牌匾时，他心中的希望
再次升腾。

敲开门，李博开门见山地说明来
意，并递上《崇明县公安志》。

那一刻，龚强手捧《崇明县公安志》，
哽咽了：“老顾啊，老严啊，都走了……我
这个名字，书里写错了，我叫龚强，不是
龚祥。”

确定自己找到了中队第 3任老连长
龚强，李博也异常激动。
“老部队就在崇明，这么多年您没

找过吗？”李博提出自己的困惑。
这让龚强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他梗着脖子说：“找过，怎么没找啊！”
1969年，龚强从部队转业。从那以

后，他每年都会带着战友们回中队看望
一次。期间，崇明县武装中队调整改革
为武警崇明县中队。

直到 1983年，龚强和战友们照例回
老部队“探亲”，却在营门前吃了“闭门
羹”。多方打听，他们才得知，因为任务
需要，中队转隶移防。
“老部队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

回忆当时的情形，龚强依然难掩伤感，
“那一刻，我们就好像突然变成了‘没有
家的孩子’。”

其实，那年武警崇明县中队虽然移
防，但并未搬离崇明岛。在那之后的很
多年，龚强曾多次路过崇明中队的新营
区。

然而，由于老部队的番号已经改
变，官兵们也换了新式军装，龚强怎么
也不会想到，那座新营区内就驻扎着自
己苦苦寻找的老部队。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老

了。”老人感慨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现在，我终于找到老部队了，真想再回
去看看啊！”

去年“八一”建军节，中队党支部

共同商议决定：以找到老连长龚强为
契机，在全中队发起“我的连长我的
连·寻找老兵”活动，争取让更多老兵
“回家”。

“这本通讯录是我整理的，上面记
得比较全……”面对再次登门的李博，
龚强拿出一个泛黄的本子，上面整整齐
齐地记着近20名老战友的联系方式。

于是，李博和战友们开始按照那份
通讯录寻访老兵。
“找寻老兵的过程就像是寻找失散

多年的亲人。有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有的已经离世，有时候还要面对家属的
误解……”“寻亲”之路虽然坎坷，但李
博和战友们始终未放弃。

越来越多的老兵被找到。李博听
到老兵们一次又一次地感慨：“没想到，
还有人想着我们、念着我们……”

团聚

在老兵们心头萦绕

数十年的“团圆梦”，终于

实现了

走访结束后，李博重新制作了一张
老兵联络表，将他们的姓名、电话、年
龄、履历、地址、特点等信息都做了详细
记录。

从那以后，老兵们就一个电话接一
个电话地打给李博。哽咽的话语声中，
老兵们都在不断表达着同一个愿望：
“我们一直都想回老部队看看，那是我
们的‘家’！”

考虑到老兵们急切想要“回家”团
圆的心情，2019 年底，中队党支部讨论
决定：邀请这群老兵集体“回家探亲”。

那天，中队张灯结彩，全体官兵整
齐列队，欢迎老兵回家。

中队长张治远向老连长龚强报告
并互致敬礼之后，新老战友立刻簇拥在
一起。一双双手紧握着，大家畅谈着、
欢笑着，每个人都尽情感受着团聚的喜
悦。

指导员李博提议，新老战友一起拍
张全家福。快门按下，老老少少几十张
笑容被定格在同一个幸福的瞬间。

随后，老兵们观看了中队的军事汇
报表演。看到各型新式枪械在战士们
手中被快速分解和组装，老兵施安东啧
啧称赞：“当年我们用的枪还要从国外
买。现在国家强大了，洋枪洋炮不吃香
了！”

走进现代化的营房，看到整齐划一
的内务设置，听到熟悉的军号声，老兵
们兴奋异常，不住感叹“仿佛又回到了
年轻的时候”。

老连长龚强说：“那时候，我们也和
这群新战士一样，血气方刚、激情满怀，
一心想要冲锋陷阵、奋勇杀敌。”

交流中，老兵龚惠生把自己珍藏的
“口袋书”捐了出来。翻开这本“口袋
书”，内页上粗略勾勒出手榴弹的构造

简图，记录着实弹射击等课目的训练笔
记。
“部队是个大学校。”龚惠生回忆

说，“我就是靠这本‘口袋书’，最后成长
为训练能手！”

老兵施安东主动把超期服役证捐
给中队。1964 年、1965 年，施安东勤学
苦练“郭兴福教学法”，两次获评“五好
战士”，成为专勤专训课目的优秀“小教
员”。部队为了保留训练骨干，批准他
超期服役了两年。

吃团圆饭的时候，餐桌上摆着红烧
肉、盐水虾、卤水牛腱等精美菜肴。老
兵们难以相信，这些都是炊事班 5名战
士做的“家常菜”。

听完炊事班班长张林烽对菜品的
介绍后，老兵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老兵龚惠生说起中队早年的生活：
为了改善伙食，他们当年经常利用节假
日，扎稻草、抓螃蟹，用抓回来的崇明特
产“老毛蟹”给战士们加菜。
“现在我们不再养猪种菜，也不用

抓螃蟹了，部队伙食实现了常态高效
的社会化保障，平时吃的都和今天一
样好。”列兵袁磊一说完，老兵们都笑
了。
“笑声里是浓浓的‘家’的味道。”指

导员李博说，“在老兵们心头反复萦绕
的‘团圆梦’，终于实现了。”

传承

跨越半个世纪的新

老战友对话，传承着同样

的红色血脉

“我们那时的训练内容很多，像战
术、押解、抓捕设卡、巷战训练、擒敌拳，
基本上都是些专勤专训的内容。”座谈
会上，老连长龚强率先打开话匣子，“那
个时候要对付的凶犯很多，必须把本领
练硬！”

坐在一旁的列兵张翔接过话茬：
“虽然当兵没多久，但是我感觉部队
实战化训练氛围非常浓厚，我相信自
己 以 后 也 能 够 成 为 执 勤 一 线 的 尖
兵！”

列兵张翔一说完，老连长龚强就立
马握住他的手，对坐在一旁的老兵朱元
郎笑着说：“看，真是个好兵！”

看到这一幕，指导员李博深感欣
慰。他掰着手指对记者说：“老连长
1969 年 离开部队，到现在刚好满 50
年。但在这场穿越半个世纪的对话中，
他和我们年轻官兵聊的最多的都是精
武强能！”

在这些老兵中，92岁的张超是岁数
最大的，战功赫赫。

80 岁的老兵郭友家，是这群武警
老战友中最年轻的一位。张超是他
的班长。郭友家回忆说：“那时伙食
不好，班长经常省出自己的饭菜，留
给我吃。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班长

的恩情。”
两位老人回忆着往事，手紧紧握在

一起，说到动情处都抹起了眼泪。官兵
们都被老兵们深厚的战友情而打动。
“我还上过朝鲜战场，那时候练的

是卧倒、快速行进……”老兵朱元郎回
忆道。
“抗美援朝！”一听到这儿，新战士

们都来了劲，围着朱元郎，听他讲述那
段作战经历。
“那时候我们肩背手提，一天要负

重行军四五十公里，有时候遇着平地，
跑着都能睡着。”上甘岭战役打响后，朱
元郎在宝山罗店报名参军。他随部队
跨过鸭绿江，赶了一个月的山路，终于
来到朝鲜战场，在第二防线运输队专门
给前线运炮弹、粮食。

一次，洞外温度已达零下 38 摄氏
度，朱元郎送完两个炮弹回到防空洞，
发现身上的棉袄还是被汗湿透了。靠
在炕炉上烘干衣物的时候，他因为太劳
累，合上眼睛就睡着了，直到屁股被炕
火烧疼了才惊醒。
“当年，和我一同入朝的 13名战友，

最后只回来了 6个。”回想起战场上的生
离死别，朱元郎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
这个下意识的细微动作，给年轻的战士
们带来深深的触动。

老兵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朱元郎
一样上过战场，但都经历过很多惊心动
魄的斗争。
“那时候，我们见红旗就扛，见荣

誉就争，事事都要抢第一，就希望能够
奋战一线。”龚强回忆道，1954 年 8月 1
日，中队受领一项重要任务。战友们
都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上一
线。
“我们都是党培养出来的兵，不会

忘记党的恩情。”提起那段激情燃烧的
岁月，龚强依然激动不已。他拍着胸脯
向年轻战友们保证：“我将永远听党话、
跟党走！”

老兵们虽然青春已逝，但保家卫国
的情怀还在，以队为家的初心依旧。当
听到中队已经连续 17年被评为总队标
兵中队时，他们喜得合不拢嘴，纷纷勉
励年轻战友“好好干”。

一个个老兵、一段段故事，把中队
漫长的队史串了起来。在老兵们回忆
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时，年轻的官兵们也
经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新兵张翔代表战友，向老兵们立下
誓言：“我们一定会传承优良传统，练就
过硬本领，当好新时代的武警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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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的老连长龚强和他的16个兵，

一夜间成了“网红”。

在这个寒冬，17名老兵“回家”成了

一条暖新闻。以此为背景拍摄的“老兵

点名”短视频，上传到“人民武警”抖音号

之后，获得了百万点赞。

对于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二支队三中

队“寻亲”的举动，不少网友留言表达支

持。网友“小军迷”留言：新时期的武警

官兵个个都是有心人，没有他们的细心

和努力，就没有今天的精彩故事。

“我们找寻老兵的经历也是追溯建

队历史的过程。”该中队指导员李博说，

老兵就是一本本生动的“活教材”、一座

座历史的“富矿”，年轻官兵从老兵身上

感受到的是真真切切的红色传统的力

量。

“当握住老兵的手时，有一股莫名的

力量在我心中涌动！”新兵钟锦宏说，这

些老兵虽然离开军营几十年，但他们的

军人作风依旧硬朗。

刚下连的时候，新兵钟锦宏显得有

些“文弱”。在训练场上，他不敢施展拳

脚，喊口令的气势都比同批战友弱了一

大截。

经过与老兵的深入交流，了解到他

们出生入死的军旅经历，钟锦宏深受触

动。如今上了训练场，他就像变了个人，

每个战术动作都拼尽全力，喊杀声铿锵

有力。

钟锦宏说：“我要像老兵一样，展现

出军人应有的血性胆气。”

老兵身上所承载的队史，以及其中

所蕴藏的红色基因，是激励年轻官兵干

事创业的“催化剂”。

徐宝来因为转改士官的事，与父母

发生了很多争执，那段时间正经历着激

烈的思想波动。在和龚强畅聊之后，他

了解到老连长充满传奇色彩的军旅经

历，认识到参军报国的崇高意义和部队

对个人发展的巨大助益，坚定了在部队

这个熔炉中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决心。

后来，他主动打电话回家，对父亲

说：“爸，你不用担心我了。我会在部队

好好干。”

中队指导员李博对记者说，老兵们

身上有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深深凿刻的

印记，那是印在骨子里的军人标记，是不

可磨灭的军人情怀，即使脱下军装，他们

依旧保持着一颗赤诚之心。

在该中队荣誉室，老兵们捐赠的老

物件已经摆进了橱窗，增加了队史的“厚

度”。这些老兵的故事，将教育和激励一

茬茬年轻官兵，传承和发扬好老兵身上

所承载的红色基因，从丰富的队史中不

断汲取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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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的老连长龚强带着他的兵重回老连队——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二支队三中队，年轻官兵列队欢迎。 王 亮摄

“军功章还稍微有点斜，重新挂一
下。”1月 17日，天刚蒙蒙亮，老兵龚强就
穿好一身深蓝色呢子大衣，还让儿子反
复纠正胸前军功章佩戴的位置。他本想
穿上旧军装，但那身军装压在箱底几十
年了，加上年年洗晒，早已磨损得不成样
子。
“这件大衣我穿了很多年，就因为它

最像军大衣。”得知自己要回老部队，龚
强让儿子提前两天把这件大衣熨烫得平
平整整。

龚强把一身大衣穿得笔挺，胸前的
党徽和军功章格外耀眼。虽然已是 91
岁的高龄，但他耳不聋、腰不弯、背不驼，
走起路来脚底生风，骨子里依然透着军
人那股刚强的精气神。

整理好衣着，龚强对着镜子敬了一
个标准的军礼。他的儿媳对记者说：“听
说要回老部队，这个敬礼动作他练习了

一礼拜。”
龚强是上海崇明人。1949年，他参

军入伍，一干就是 20年。退伍前，他已
经是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二支队三中队的
前身——崇明县武装中队的第 3 任连
长。

后来，因为部队转隶移防等原因，他
与老部队断了联系。

前不久，龚强收到三中队的请柬，邀

请他“回家”看看。
“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重回老部

队。”手里握着请柬的那一刻，他泪流满
面，对家人说，“我要带上我的兵一起‘回
家’。”

他的兵，能联系上的还有 16位，也
都收到了请柬。

到了老兵“回家”的那天，三中队张
灯结彩，处处透着家的温馨。

10时 30分，在营院前，16名老兵面
向老连长龚强整齐列队。他们的头发都
已花白，有的腰背佝偻、拄着拐杖。

龚强向每个老兵敬礼，挨个为老兵
整理着装。

走到老兵张超的面前，龚强驻足许
久：14枚军功章挂满张超的左胸，龚强
一个一个整理。

抚摸这些镌刻着历史年轮的功勋奖

章，龚强双眼模糊，泪水顺着脸颊直往下
掉。他哽咽着说：“花名册上那些名字我
都记得，只是人越来越少了。老胡、老
顾、老刘，都走了……”

16名老兵被龚强的话触动，眼眶里
都泛起泪光。

龚强抬手拭去眼泪，返回队列前的
指挥位置：“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他干净洪亮的口令像是冲锋号，让

这支老兵队伍的精气神为之一振。
“齐步走！”龚强带着老兵队伍走向

营房。三中队的年轻官兵在道路两侧整
齐列队，行军礼欢迎老兵“回家”。

在道路的尽头，老兵们停下来。三
中队现任中队长张治远在那里迎接。
“老兵同志，武警上海总队二支队三

中队全体官兵列队完毕，欢迎你们回
家！第 19任中队长张治远。”铿锵的话
音刚落，张治远向老兵敬了一个军礼。

寒风中，17名老兵站得笔直。作为
领队，龚强面向张治远，抬手向中队官兵
们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这个军礼距离他 1969 年退伍时敬
的那个告别军礼，足足跨越了半个世纪。

跨越半个世纪的军礼
■本报特约记者 陈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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