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特训三连连长杨亮、指导员李柏林在军事百科全书上查找小孤山战斗的
相关资料。图②：当年的抗联战士。图③：老民兵李德龙探访十二烈士山。

图④：特战八连下士侯睿睿在旅史馆向战友讲解“3.18”英雄群体的故事。
图⑤：“3.18”英雄群体雕像。图⑥：下士侯睿睿和张岩向“3.18”英雄群体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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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3月18日，对许多人来说，仅仅是岁

月更替中平凡普通的一天。

但是，对于第76集团军“雪枫旅”官

兵而言，82年前东北抗日烽火中的这一

天，34年前保卫边疆战火中的这一天，

却是那么不同，值得铭记。

1938年3月18日，东北抗日联军第3

师第8团第1连连长李海峰在小孤山，拉响

了怀中最后一枚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1986年3月18日，“好作风八连”指

导员张新奎第6次冲进火海抢救战友，

却再也没走出来。

82年过去，经历过小孤山战斗的英

雄们已然不在。

34年过去，昔日的战场又变回了郁

郁葱葱的森林。

每年的这个日子，作为英雄部队的

传人，第76集团军“雪枫旅”的官兵都会

重温这两段战斗。

这一天，英雄们用生命铸就的战斗精

神，在历史的天空中闪烁着永恒的光芒。

这一天，新时代“雪枫旅”官兵从革

命先辈的战斗故事中，汲取着向未来前

进的不竭动力。

为了人民，血战沙场。为了祖国，奋

不顾身。一代代革命军人拼尽全力，去

保护祖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

今天，有着不同历史的两支连队“相

会”在同一个旅队。在历史上不同年份的

同一个日子，他们在不同的战场，面对不同

的敌人，打响过同样英勇的战斗。

这看似巧合，其实，在漫长的革命战

争烽火岁月中，我们这支军队每一天都

曾发生过战斗，每一天都曾有战士牺牲。

我们庆幸，前辈们的英勇故事流传

下来，让我们这些生长于和平年代的年

轻一代，能够为前辈们的英勇而感动，也

被他们的精神所鼓舞。

我们感激，那些牺牲终究换来了春

回大雁归，换来了农田里的春华秋实，换

来了工厂里的机器隆隆，换来了城市里

的热闹繁华。

我们同样悲伤，前辈们年轻的生命

定格在战场，再无机会体尝人世间的美

满和幸福。如果不是为了祖国挺身而

出，他们也可以享受青春，也可以子孙满

堂，也可以踏遍名山大川……

又一个3月18日，春季的暖阳普照

大地。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将战友们的视

线拉回到82年前的那道山崖和34年前

的那片火海？

因为英雄不能忘！

因为战史不能忘！

因为精神不能忘！

战友，请你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

记了当初前辈为何出发，也不要因为岁

月静好而忘记了有人负重前行。

战友，请你在享受今天的和平时，在

心里默默感激，记起那些为了换回这盛

世繁荣而逝去的、年轻的生命。

我们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

我们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
■陈 萌 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

“今年‘3.18’战斗纪念日，要不要
在旅史馆办活动？”兼任旅史馆义务管
理员的中士杨晓栋问道。
“‘3.18’战斗不是特战八连的吗？”

履新不久的特训三连指导员李柏林反
问道。

来连队当指导员前，李柏林在旅机
关工作，旅里各连的历史传承，他基本
上都知道一些。

在旅史办公室查阅资料后，李柏林
发现，特训三连历史上还真有一场
“3.18”战斗，也叫“小孤山战斗”，发生
在连队诞生初期——

1938 年 3 月 18 日，驻吉林省宝清
县（今属黑龙江省）日伪军出动 300 余
人，企图袭击东北抗日联军第 5 军密
营。凌晨，日伪军进至宝清城以东的头
道卡子，被担任警戒任务的第 5军第 3
师第 8团第 1连（特训三连前身连队）发
现。

连长李海峰立即带领全连官兵占
领附近的小孤山制高点进行阻击，掩护
主力转移。此次战斗，第 1连共歼灭日
伪军 110余人，但是包括连长李海峰在
内的 12名官兵牺牲。战后，东北抗日
联军第 2路军总指挥部将小孤山命名
为“十二烈士山”。

这场战斗，收录在《中国军事百科
全书》里。
“为何除了翻阅过连史资料的杨晓

栋知道，其他人很少提及此事？”李柏林
询问目前在连队时间最久的老兵党吟。

党吟简单复盘了连队的历史：连队
自组建以来，从东北转战中原，又南下
执行多年建设任务，后又移防大西北，
编制也经历了从步兵连到装甲兵连，再
到特训连的转变，多次移防、转隶和整
编，导致连史资料遗散，知道这么一场
“3.18”战斗的人也越来越少。

“如果不是连队要建荣誉墙，这段
历史估计就被连队遗漏了。”党吟说。

去年起，上级下达了军史场馆建设
任务，包括旅史长廊和营连的荣誉墙等
项目。旅里专门成立了一个旅史办公
室，抽组人员兼职梳理全旅各单位红色
家谱。

于是，特训三连“3.18”战斗被旅史
办工作人员从历史的尘埃中重新“挖”
了出来。
“同一个单位，两支具有不同历史

根源的连队，竟然在不同年份的同一个
日期，打响过同样悲壮的战斗。”李柏林
感叹，这两场战斗所体现的战斗精神，
和旅魂中的“生死相依”完美契合。
“如果能将这种战斗精神发扬光

大，让今天所有的战友们受到鼓舞，将
是对连队的最大贡献。”查阅资料时，旅
史办工作人员这样对李柏林说。

历史虽久远，但战场却还在。寻根
溯源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去一趟小孤
山。
“在烈士陵园和在学习室上教育，

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李柏林说，“连
队不能去，但我可以去，把资料数据都
带回来给大家看。”

他的提议得到了连长杨亮的支
持。杨亮说，他和指导员应该各去一
次。指导员看到的是战斗精神的可贵，
而作为军事干部，他看到的是“以少打
多，这对特种兵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好

的战例。”
老兵党吟提议，去时带上摄像机，

把现场录下来：“现在的新兵都很有求
证精神，有图有影有真相，教育效果一
定好。”

在查阅关于小孤山战斗的过程中，
李柏林了解到，宝清县老民兵李德龙
35年如一日探寻宣扬抗联历史。

这些年，李德龙踏寻战斗遗址
1000余处，身临险境千余次，寻访抗联
老兵及其后人 400余人，收集抗联资料
100余万字，为烈士立碑25座……

李柏林知道，首先要找到这位老
民兵，“他很可能是对这段历史最清楚
的人”。

一番联系，他们找到了李德龙。老
民兵激动地说：“我们并不知道抗联部
队后来的整编情况，更不知道 1连这支
英雄部队能传承下来，依然保卫着国
家，真让人高兴！”

而不幸的是，就在 2019年，小孤山
战斗中幸存下来的所有老兵，全部都去
世了。他们终究晚了一步。

李柏林和李德龙聊了很多。老民
兵说，有很多资料，还有小孤山战斗活
下来战士的回忆录，他会尽快整理好，
等疫情过后邮寄过来，同时也欢迎连队
前来小孤山战斗现场寻根。

为什么要挖掘这段历史？
老民兵李德龙为此付出了常人难

以想象的心血。
“我姥爷是抗日义勇军军官，爷爷

和其他祖辈也是抗日救国会成员，小时
候听了很多抗日故事，爷爷后来被日军
杀害了。”李德龙谈起历史，深有感触地
说，“就是要把这些不为人知的英雄事
迹记录下来，为烈士立纪念碑。”

寻找这段历史，李柏林也是为了让
大家记住。
“如果没有准确、详细的资料，战

友们很难记住这段历史。对于今天的
战友来说，如果没有一股震撼心灵的
精神力量烙印在他们心里，到了下一
个连队，可能很快就会忘掉这里。”李
柏林说。

特训三连的营房在四楼，他们的荣
誉墙设计方案是将连队历史按照时间
顺序，贴在三四楼间楼梯的墙面上。
“参观的时候转一圈，刚好看完连

史。”李柏林说，随着小孤山战斗资料收
集越来越丰富，他正筹划如何给这场战
斗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殊设计。

他还计划，在四楼留出 3 面空白
墙，为以后的荣誉记录留下空间。

李柏林希望，以后每个过来受训的
官兵，都能够牢记小孤山“十二烈士”的
精神，为他们自己能在这样一个英雄的
连队战斗生活而无比骄傲。

两场“3.18”战斗的巧合，很快被全
旅知道了。

前不久，该旅团以上领导在特战八
连一起过组织生活。在参观完特战八
连的荣誉室后，旅史办为与会人员讲述
了小孤山“3.18”战斗的情况——
“10余人打 300余人，牺牲 12人歼

灭对方 100余人。这场战斗，和八连的
‘3.18’战斗一样，都是对我们雪枫精神
‘赤胆忠诚、崇文尚武、机智勇猛、生死
相依’的生动诠释。”讲述者非常动情，
聆听者也频频点头。
“连史是最鲜活的红色教育资源。

唤醒连史，是为了让大家从身边的历史
中寻找到前进的力量。”该旅政委魏银
建这样说道。

纪念两场“3.18”战斗，对于这两支
有着光荣历史传承的连队，尤其是对特
训三连而言，意义非同一般。

指导员李柏林计划，从今年 3月 18
日起，要把这一天当作一个特殊纪念
日，让战友们把革命前辈的宝贵精神铭
记在心里；连长杨亮则准备尽可能地把
战斗经过还原出来，当作“以少胜多”的
经典战例去研究……

那一天，那一仗
■陈 萌 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

站在第 76集团军雪枫旅特战八连
荣誉室的门口，下士侯睿睿大口喝着刚
刚冲好的营养剂。在国际军事体能比武
中获得金牌的他，被任命为旅军体教员。

当然，侯睿睿还有另一个身份——
连队荣誉室义务解说员。过去3年，侯睿
睿为战友们解说连史不下一百次。

下士张岩即将担当下一任义务解
说员。侯睿睿想专门给他再讲一次连
史，再给这个“接棒者”好好培训一次。

进入荣誉室之前，在走廊的两侧，
挂着 5块介绍连队荣誉称号的牌子，由
外向里，分别按时间顺序排列。
“雪枫模范投弹连”“三等战功连”

“好作风八连”“‘硬骨头’六连式连队”
“团结战斗模范连”——一块块荣誉牌匾
数下来，侯睿睿心里的自豪感直往外溢。

荣誉室由三个小房间组成——前
厅、烈士厅、连史厅。

前厅存放着连队获得的所有荣誉
奖牌。
“一共 36块，但只能展出 7块，其他

的都摞在一起，剩下的锦旗、奖状都在
柜子里。”说到这里，侯睿睿脸上露出掩
饰不住的骄傲和自豪，“荣誉奖牌、锦
旗、奖状都太多了，房间小，摆不下。”

根据荣誉室资料统计，特战八连历
史上一共荣获 60块奖牌、42面锦旗、42
张奖状。

烈士厅的墙上，20 名烈士的遗像
赫然在目。对每名特战八连官兵来说，
“3.18”英雄战斗群体的事迹时刻提醒
着他们“军人要时刻准备战斗”——

1986 年 3 月 18 日，在保卫边疆的
一次作战中，连队奉命对 1828 高地之
敌实施打击。在完成任务撤离途中，他
们突然遭敌燃烧弹袭击，连队临时宿营
地瞬间变成火海。面对险情，指导员张
新奎 5次冲进火海抢救受伤战友。在
第 6次抢救郭万福时，他不幸倒在了熊
熊烈火中。这次战斗中，20 名官兵壮
烈牺牲。

每年 3月 18日，特战八连全体官兵
都会在荣誉室重温连史、缅怀先烈。

但这些并不是侯睿睿想讲的，他想
告诉张岩的是，荣誉室里没有记录的那
些“故事背后的故事”。

安静的烈士厅里，侯睿睿讲得很
慢，张岩听得很仔细。
“指导员张新奎当时已经升任团机

关直政股长，得知自己工作了 10多年
的八连要上前线，他主动要求高职低
配，去参加这支‘敢死队’……”
“你知道吗？烈士中年纪最小的是

曹立国，当年还不满 19岁，比你我小多
了；最壮的是郭万福，一米八几的大块
头，军事素质特别好……”

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都是 2 年
前，参加了这场战斗的老兵回到连队
时，告诉侯睿睿的。

2018 年 3 月 18 日，连队邀请当年
的老兵回到连队，讲述当年的战斗故
事，一起怀念烈士们。

那是侯睿睿第一次认识到，身为连
史讲解员的自己，其实“对连史了解得
太少、太空泛”。
“这种情况下，我都不好意思给老

英雄讲他们自己的故事。”侯睿睿说。
老兵们那份经历过战火洗礼的战

友情，令人敬佩而羡慕。
“能联系到的基本都来了，一群满

头华发的老人，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
高兴极了。”侯睿睿对张岩说。

老兵们参观烈士厅时，出现了一个
让侯睿睿印象极其深刻的细节。

展板上，有一张名为“战地生活”的
照片。照片中，一名战士弹着吉他唱着
歌，青春洋溢。一位老兵看到后，瞬间
老泪纵横。他指着照片中弹吉他的战
士说：“这个人已经没了，子弹从他的脸
颊穿了过去。”

最让侯睿睿感到震撼的，是参观结
束后的那次呼点。

现在连队点名，如果谁不在，其他人
就会代替答“出公差”或“去机关”等事
由。而老兵们的那次点名，点到未到的
人，听到的缺席事由是“牺牲”或“病故”。

说到这里，侯睿睿深吸一口气，带
领张岩，面向墙上的英烈们敬了个标准
的军礼。
“每次比武前，我都会一个人过来，

静静地待一会儿。”侯睿睿说，感觉能够
从中汲取到来自前辈们的精神力量，上
了比武场底气十足。

在特战八连，侯睿睿几乎是待在荣
誉室时间最长的人。在这里，他曾遇见
过许多像他一样来汲取力量的战友。

上士李靖入伍以来连续 10年备战
比武，参加过 10多个比武集训队，可总
是因为各种原因止步赛场，自然也没获
得过什么荣誉。

去年备战陆军“特战奇兵-2019”
比武竞赛时，李靖特意来了一次荣誉
室。看到他在烈士墙前久久驻足，侯睿
睿隐隐觉得，李班长这次一定能战胜自
我，在赛场上大展身手。

不久后，李靖果然拿到了比武竞赛
的入场券。紧接着，他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获得了士官全能项目冠军，创造了
一个十年铸剑的传奇故事。

连史室内还存放着一份1987年7月
29日的《解放军报》，头版头条是《中央军
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张新奎烈士
“舍身救战友的模范指导员”荣誉称号》。

来到连史厅，侯睿睿按照以往一样
的程序，先讲功臣谱。
“只有获得二等功及以上奖励的才

能被列进去。”他一脸认真地对张岩说。
今年 2月 21日，连队照例在荣誉室

举行了新兵入连仪式。侯睿睿当着新
兵的面，讲了这样一句“硬”话：“如果想
要在八连留下印记，那就得在功臣谱上
留下痕迹。”

特战八连的连魂“团结战斗，生死
与共”提炼自“3.18”战斗精神。如今，
到了连队，大家都会把“只有给连队争
光的义务，没有给连队抹黑的权利”的
连训牢牢记在心里，将连队的荣誉看得
比什么都重要。
“以连为家”的意识，在连队老兵身

上尤为突出。
上士郑亚军在一次滑降训练中，不

小心从半空中掉了下来，当场晕了过去。
时任连长魏巍第一个冲上去抢救。

恢复意识后，郑亚军说的第一句话却是：
“连长，对不起，给连队添麻烦了。”

大家当场落泪。
在特战八连，每天的晚点名都好

似一场特别的荣誉仪式。先是齐唱连
歌，接着是一套呼号，5个荣誉称号、连
魂、连训……每个口号大家都喊得铿
锵有力。
“荣誉这东西，是历史留给我们的，

不能光守着，应该想着怎么传承、创
造。如果 30多年前官兵的事迹可以激
励我们，那么 30多年后的官兵也将看
着我们的足迹前行。”他说。
“3.18”战斗精神，不仅影响着侯睿

睿，也影响着连队的每一个人。
上士王文昌一直在本职岗位兢兢

业业。去年年终评功评奖，大家都投票
给他，连队党支部也同意为他立功，可
王文昌自己第一个不同意。他说：“要
立功也要靠自己努力在训练场上拼，靠
实实在在的成绩挣一个回来。”

连队里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宁可
牺牲自己，也要成全别人。用成就别人
的方式，来成就自己。”

就如同 34 年前，在西南边陲的火
海中，指导员张新奎用自己的牺牲，挽
救了5名战友。

解说结束，关灯闭门，侯睿睿和张
岩回到训练场。

荣誉室的一切寂寂无言。但如果用
心观察，就会发现，功臣谱上最新的位
置——“侯睿睿，二等功”赫然醒目。

1986年3月18日

西南边陲1828高地

1938年3月18日

吉林省宝清县小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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