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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

“我才15岁，死在敌人手里太不划算了！”
“对，绝不能做亏本买卖，打死一个够

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冲啊！”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5周年到来之际，第 77集团军某
旅二营五连官兵根据连队战史自编自演的
情景短剧《虎口脱险》一经上演，好评如潮。
剧中主人公、“全国战斗英雄”张英才，更是
成为官兵竞相学习的榜样。
“剧中情景，再现了连史上那场惨烈的

战斗。”采访中，张英才的扮演者、下士何岗
介绍起那段血火往事。

1941年 9月 23日，盘踞在安泽、翼城、浮
山等地的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
荡”，企图围歼驻扎在佛庙岭一带的八路军
太岳军区 212旅。面对日军层层包围，八路
军将士很快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为实现
突围，五连前身——212旅特务连接到命令：
把日军的“铁桶阵”撕开一个口子！

战斗中，特务连被兵力数十倍于己的日
军打散，该连战士张英才和几名战友被困在
一个山沟里。面对追击的日军，张英才和战
友殊死反击，接连打死 10余个敌人。由于
身上多处受伤，张英才整个人就像在血水中
泡过一样。
“就是死也要往前倒，绝不当俘虏！”正

当张英才打算拉响最后一颗“光荣弹”与日
军同归于尽时，前来接应的友邻部队赶到，
帮助他们顺利脱险。此役，特务连官兵几乎
全部壮烈牺牲，用鲜血和生命为主力部队突
围杀出一条血路。战后，该连被太岳军区授
予“山野猛虎”锦旗。
“能够扮演英雄张英才，对我而言是莫

大的荣誉。”何岗说，“通过排演情景短剧的
方式重温连队战史，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
到，必须向战而行，苦练战胜敌人的本领。”

何岗的肺腑之言，也是全连官兵的心
声。那一年，五连随部队移防至高原，艰
苦恶劣的自然条件让官兵不同程度出现
高原反应。如何尽快克服困难、形成高
寒山地作战能力，成为摆在官兵面前的
一道现实难题。面对挑战，五连党支部
研究决定结合主题教育，将连队光辉战
史排演成情景短剧，让官兵在读懂英雄、
扮演英雄中，形成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
行动自觉。

一次战法试训中，五连下士彭安广出现
严重高原反应，但他仍坚持边吸氧边战斗。
他说：“我不能给英雄的连队拖后腿！”
“英雄的官兵让胜战刀锋永不卷刃！”采

访中，五连连长刘波用一组数据，勾勒出连队攀登高原的足迹：移防当年，官兵的高原
训练基础课目成绩100%合格；次年，他们在陆军组织的某项比武中，斩获高原赛区第
一名；2019年，五连在旅年度比武竞赛中，一举夺得推荐组和抽考组两项冠军……

昔日抗战“山野猛虎”，今朝化身雪域雄师。在前不久结束的高寒山地实兵演练
中，五连探索的一项新战法被上级推广。“无论部队在哪里，全连官兵对于胜利的渴
求永远不会变。”刘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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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初秋时节，熟悉的一幕再

次出现在座座军营，退伍老兵满怀留恋，泪别战友，踏

上返乡归程。

青春与梦想齐飞，热血与汗水共舞。老兵们在军

营奋斗成长，摸爬滚打恍若昨日。那面向军旗的最后

一个军礼，那无声流淌的眼泪，那与无言战友的拥抱，

必将永远镌刻在他们心底。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岁

月静好，离不开老兵们的默默奉献与负重前行。一声珍

重，凝聚千言万语——

再见，战友！致敬，老兵！

图①：8月31日，武警浙江总队丽水支队退伍老兵
叶明向军旗敬礼。 刘治乾摄

图②：8月30日，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退伍老兵
丁沈伟亲吻警衔。 果志远摄

图③：8月31日，第76集团军某骑兵连退伍老兵
张秋龙同无言战友告别。 文 明摄

图④：8月29日，武警新疆总队克拉玛依支队警勤
中队退伍老兵、护旗手韩超轻吻军旗。 赵俊杰摄

再见，战友！
致敬，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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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感人瞬间，请扫描解放军报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观看视频和图片

（上接第一版）

奋不顾身

—人民子弟兵化身

为堤，筑起冲不垮的铜墙

铁壁

19.05米、21.87米、22.53米！
四级、三级、二级、一级！
7月12日零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

星子站的水位井内，湖水漫过一道红色
标记——“1998年洪水位 22.52m”。鄱阳
湖突破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

初步统计的数据更让人揪心：521
万余人受灾、43万余人需紧急转移、45.5
万公顷农作物受灾。

正在皖东某地域组织演练的第 71
集团军某旅接到命令后，迅速启动应急
预案，2300余名官兵于 12日凌晨异地同
步奔赴九江。10余个小时机动，官兵到
达九江后不作休整，立即分赴 10 个县
（区）展开防汛救灾。

“部队来救援我们了！”看到急速赶
来的部队官兵，沿途群众奔走相告。

此声切切，此情依依。
“请把最险、最难、最急的任务交给

我们！”8月 20日，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
白马乡，暴雨过后数千群众被困深山。第
77 集团军某陆航旅一级飞行员张尚年
与战友毅然驾机起飞，火速救援。

这一幕，与张尚年 2013年奔赴四川

芦山抗震救灾的经历何其相似。那一次，
张尚年驾驶战鹰穿云破雾，联通7座“生命
孤岛”。

紧急驰援见忠诚。一组数据令人震
撼：截至 8月 19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
出动兵力 120多万人次，组织民兵 30多
万人次，参加了 17个省份的防汛救灾行
动，共转移群众17万余人、封堵决口和管
涌 3900多处、加固堤坝 900多公里、抢通
道路350多公里。

一组画面令人心疼：晒得黝黑的脸
庞、发红脱皮的臂膀、泡得发白的双脚、
倒地而卧的睡姿……
“军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是为打仗

而存在的。”大堤就是战场，上阵就要亮
剑。在洪峰恶浪面前，人民子弟兵化身为
堤，筑起冲不垮的铜墙铁壁。
“走上大堤，我就已做好牺牲一切的

准备。”大堤决口，洪水肆虐，第72集团军
某旅排长冒小驰与战友组成党员突击队，
拉起绳子筑起人墙护送村民涉水通过。
“人在堤在，半步不退！”东部战区陆

军某旅“战斗模范营”官兵昼夜奋战，像
钢钉一样牢牢坚守在大堤上，在短短 10
天内出动 996人次，开挖大小导渗沟 29
条，填埋沙石 180余立方米。
“当年那支英雄的部队又回来了。”

22年前，安徽省马鞍山市长江干堤遭遇
8轮洪峰冲击，险情不断，“临汾旅”官兵
奋战 30多个日夜，守住了大堤。22年后
的今天，该旅数千名官兵闻令而动，从驻
训场星夜驰援马鞍山，投入抗洪抢险战

斗，始终激荡万众一心、顽强拼搏、敢于
胜利的战斗豪情。

归来的不仅有英雄的部队，还有卸
甲的老兵、成长的少年。

一日穿征衣，一生许战场。九八抗洪
老兵再上一线、老兵乘车 20小时归队抗
洪、10名山西老兵自驾 1300公里驰援江
西抗洪……他们在抗洪一线筑起了圩
堤，网友留言震撼人心：“服务人民成了
他们的人生底色，保家卫国成了他们的
肌肉记忆……”
“前辈们做过的事，今天我也做到

了。”在 1998 年的特大洪灾中，抗洪官
兵用血肉之躯封堵洪水，救出 6岁的罗
杰及其家人。22年后的今天，在武警江
西总队抚州支队担任班长的罗杰，和
战友一同奋战在抗洪大堤上，守卫人
民家园。

防汛救灾一线，充分展现出勇敢、自
信和坚毅的青年官兵，犹如一股强劲的
“后浪”。强军征程中，“后浪”正紧跟“前
浪”，在时代的洪流里奔涌向前。

科学用兵

——在防汛救灾一线，

磨砺能征善战的精兵劲旅

水面，3套带式门桥交替作业，快速
前送砂石黏土；岸上，民兵分队操作声
呐，跟踪监测水下闸口情况；空中，无人
机飞抵大堤重点区域，持续进行遥控监

测；背水坡一侧，153 台挖掘机、推土机
等大型机械设备快速挖土堆石，抢筑临
时围堰……

7月26日，安徽阜阳颍上县戴家湖涵
闸被洪水冲开，情况万分危急。东部战区
陆军某舟桥旅官兵领命出征，携带专业
抢险装备，与兄弟部队一起打响闸口封
堵战。

与印象中千军万马齐上阵、手拉手
肩并肩堵决口的场面不同，今年在与滔
天洪水的搏斗中，从气象水文预报到防
汛监测预警，从无人机红外侦察到各类
信息平台指挥调度……一系列新型装备
亮相防汛救灾一线，成为抗洪勇士手中
降服洪魔的“尖兵利器”。

变化的不仅是装备，还有人员。
7月中旬，江西省境内鄱阳湖出现

严峻汛情。在东部战区支援江西地区抗
洪抢险前进指挥所的统筹下，陆军某合
成旅、空军某地导旅、航空兵某师、火箭
军某部、江西省军区、武警九江支队、东
部战区总医院等多支队伍迅速集结，火
速驰援，佩戴不同臂章的军兵种部队为
了同一个目标，有序分工，会战九江。

最先到达的陆军某合成旅官兵分兵
把守11个险要点位，连续奋战15天，封堵
管涌255处；航空兵某师抗洪分队急赴四
面环水的江洲镇，日夜坚守大堤，确保安
全；东部战区总医院医疗防疫救援队巡诊
149批次，行程上万公里……

像指挥打仗一样组织抢险救灾，折
射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给部队带来的
新气象。

备全预案、备强能力、备足力量。入
汛以来，湖北省军区科学研判防汛形势，
牵头组织19支任务部队召开驻鄂部队抗
洪抢险会议，统筹协调先期、专业、机动3
类部队 2.9万人做好准备，形成重兵重装
坚守“两江五湖十库十五河”，民兵和预
备役人员盯守中小河流、小型水库的兵
力态势，为有效应对洪涝灾害赢得主动。

急用最近力量、首用专业力量、善用
新质力量。面对川渝甘等多地紧迫的救
灾形势，西部战区联指中心各要素、各席
位各司其职，及时协调专业力量对受灾
地域展开侦察，精准派出陆航、工兵、医
疗等专业力量增援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组织调度通信保障、气象水文等部队，全
时确保指挥顺畅。

统筹用兵、科学用兵、合理用兵。在
抗洪抢险各军地联合指挥部，东部战区、
中部战区对接国家防总及地方有关部
门，科学统筹用兵，靠前指挥任务区域解

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民兵力量投入抗
洪救灾，充分发挥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优
势，把指挥链路贯通到江河湖坝一线末
端，把险情信息第一时间分发至军地各
级共享共用。

滔滔洪水见证，猎猎军旗见证，经历
了改革重塑的人民军队换羽新生、凤凰
涅槃。为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人民子弟兵始终牢记为人民扛
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全面提高履
行使命任务能力，始终做到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必胜。

风雨同舟

——子弟兵在抗洪一线

筑起堤坝，人民在子弟兵

背后筑起靠山

“不能让子弟兵悄悄走了啊！”22年
前，人民子弟兵誓死保卫九江城，九江市
民想要给子弟兵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欢
送，却又担心部队深夜离开，便自发组织
起来在部队营地附近轮流“值守”。

22年后，还是九江，又是送子弟兵。
这一次，部队悄无声息地撤了。

7月 27 日 6 时，送行的群众来到抗
洪部队某部营地时，这里已空无一人。淅
淅沥沥的小雨中，许多人泪流满面：“他
们为我们守住了堤坝，保护了我们，离开
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来得及送他们，太遗
憾了。”
“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

厚大地；人民战争的伟力，来源于人民的伟
大力量。”军队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便把
军队放在心里。抗洪抢险中，子弟兵在一线
筑起堤坝，人民在子弟兵背后筑起靠山。

这靠山充盈真情——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江西、安

徽、湖北、四川、河南、甘肃、重庆等多个
省市各级党委和政府，充分发挥拥军支
前军地协调机制优势，做好抗洪抢险部
队后勤保障。

安徽省双拥办下发《关于做好抗洪
抢险期间拥军工作的通知》，动员和组织
社会力量到抗洪一线开展拥军慰问活
动。河南省委领导在看望和慰问抗洪一
线官兵时动情地说：“有子弟兵在，老百
姓心里非常踏实。”

部队官兵在抗洪一线奋战，地方政府
积极组织为抗洪官兵提供生活物资和住
宿保障。重庆市巴南区党委政府统一在抗
洪一线设置抢险救灾物资保障点，方便抗

洪部队官兵和民兵领取救灾物资和就餐；
甘肃省甘南州政府、舟曲县政府积极为
部队官兵住宿、饮食以及大型机械输送
提供诸多便利条件；河南省信阳市安排
条件较好的工厂、学校作为抗洪官兵宿
营地，并将方便食品、医疗用品等慰问物
资第一时间送到抗洪大堤上；江西九江
市县两级向各抗洪部队驻点派出联络
员，及时为抗洪官兵提供精准生活物资
保障；安徽省淮南市领导慰问胜利完成
抗洪抢险任务的部队官兵，为他们送上
“军民雨水情深 抗洪风雨同舟”锦旗。

“像对待亲人一样关心我们。”地方
党委政府支持部队抗洪的一幕幕暖心画
面，铭刻在抗洪官兵心底。

这靠山辐射光热——
奋战在长江抗洪一线的官兵，收到了

来自河北省魏县退伍军人志愿者千里送
来的 22吨“拥军蔬菜”；奋战在安徽肥西
的某旅官兵，收到千里之外陕西警官学院
师生寄来的800余双袜子，每双袜子上都
精心绣着“八一”“平安”等字样；在鄱阳湖
抗洪的火箭军某旅官兵收到一份跨省水
果外卖，该旅官兵通过订单找到下单的山
东临沂姑娘“李小妮”，并把钱退还给她，
但执着的姑娘又订了矿泉水送过来。

这靠山深藏伟力——
“穿上新军装，感到很贴心、很温

暖！”7月下旬，东部战区陆军保障部通
过中国邮政，将包括迷彩服、体能服、作
战靴、作训鞋在内的 9.64万件（套）抗洪
官兵一线作业急需物资，邮寄到江西、安
徽等地抗洪抢险一线。一辆辆张贴着“军
民同心，共建家园”等标语的邮车，迅即
开往各抗洪部队驻点，点对点配送发放
物资，为坚守大堤、连续奋战，衣服和鞋
子都破损严重的官兵解了燃眉之急。

大堤上，一幕幕军民风雨同舟的场
景，一个个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让这支
军队从人民的深情厚意中感受到温暖，
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中汲取攻坚克难
的力量。

这温暖，这力量，也再次昭示了一个
颠扑不破的真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
看天下谁能敌。”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形
势如何变化，人民军队始终是人民信赖、
人民拥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

人民军队在防汛救灾战场发挥突击
队作用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始终坚持
人民立场，赢得最广大人民衷心拥护，有
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
军队才能无往而不胜，构筑起抵御任何
风险和挑战的铜墙铁壁！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
联
勤
保
障
部
队
某
预
备
役
旅
组
织
开
展

应
急
保
障
训
练
。
图
为
水
上
救
援
课
目
训
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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