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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对‘最可

爱的人’这个称呼有了更

深的理解”

“标兵就位！”
迎回仪式上，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战

士张国瀛的口令，响彻沈阳桃仙国际机
场。

这，是张国瀛第 7次参与在韩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迎接仪式。7
年来的 7次经历，既是一次次灵魂洗礼
升华的过程，也是他一步步成长进步的
见证……

2014 年初春，第一批在韩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将要归国。张国瀛
初选入围礼兵方队，后因臂力不足转
为保障人员。那一次，他未能亲手迎
接英烈回家。

这个遗憾，一直留在张国瀛的心
上。

此后，各种力量练习成了张国瀛的
必修课。通过不懈努力，张国瀛弥补了
自己的不足，经过层层选拔，终于在
2015 年实现了自己亲手迎接英烈回家
的心愿。
“当我把英烈的棺椁抱在怀里时，感

到像山一样重。”张国瀛说，当时自己的
心情非常激动，那些冒着枪林弹雨勇敢
冲锋、顶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用胸膛堵
枪眼、手握爆破筒冲入敌群的血火身影，
仿佛一下子出现在自己眼前。
“当时如果是我，我会像英烈们一样

义无反顾吗？假如战争今天爆发，我能
像英烈们一样敢打必胜吗？”抱着英烈忠
骨，他想了很多、很多……

扪心自问，直击心灵。张国瀛工
作更积极了、态度更端正了，再加上那
股不服输的韧劲，他慢慢成长为旅里
的训练标兵。

改变的又岂止张国瀛一个。
许多参加任务的官兵，不约而同

地表示，和英烈们的付出相比，训练再
累再难又算得了什么，他们都能挺过
去。

2017年，张国瀛开始担任仪式礼兵
方队的教练班长。“角色虽然变了，但是

责任更重了。”他说。
如何能精益求精、不差毫厘，以最高

标准向英烈致敬，成了张国瀛常常思考
的问题。
“要保障整个仪式衔接紧凑而且顺

畅，必须预想很多情况，各个环节要用米
秒来计算。”

每分钟 90步、步幅 50厘米，从整理
区行进到仪式区，26米的距离固定行进
52步，以及英烈棺椁登上“灵车”过程中
的“四步转体”……他一直在探索、改进、
完善。

跟随“灵车”驶向沈阳抗美援朝烈士
陵园的路上，自发迎接的群众、敬礼的退
伍军人甚至跪在地上的老人，一幕幕场

景冲击着他的心灵。
张国瀛的眼圈有些发红。他说：“那

一刻，我对‘最可爱的人’这个称呼有了
更深的理解。”

“我们接回的不仅仅

是英烈的遗骸，更是一种

融入血脉的精神传承”

国旗覆盖，军乐奏响，鸣枪致敬！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苍松翠柏

交相掩映。高耸挺拔的纪念碑上，“抗美
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几个大字让人
心生敬意。

仪式结束后，117 位在韩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遗骸在礼兵护送下进入地
宫。仪式区外，排长史明卿默默地向地
宫方向深深鞠躬。

史明卿的爷爷史温林是一名志愿军
老兵，很多同行的战友牺牲并留在了那
片土地。2002年，史温林老人临终前仍
盼望着把战友们接回来的那一天。

如今，他替爷爷完成心愿，把埋骨异
国他乡的战友接回了家。
“我们接回的不仅仅是英烈的遗骸，

更是一种融入血脉的精神传承。”该旅领
导说，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
回安葬仪式任务，是一次直接与英雄先
烈接触的机会。每一次执行任务，对官
兵来说，就是一堂生动的军史“教育课”。

史明卿骨子里流淌着英雄的血脉，
该旅官兵也在一次次思想洗礼中将红色
基因植根心中。

那一年，该旅在成立后第一次参加
上级比武，遭遇“滑铁卢”。

作为改革后组建的新型作战力量部
队，比武的失利让官兵们憋了一口气。
该旅党委一班人也在反思中找差距补短
板、寻病灶下良药。

针对部分官兵战斗精神弱化的问
题，他们将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式任务
作为深化教育质效的“活教材”，结合旅
史长廊、仪式任务纪实片和抗美援朝战
争相关影像资料，激发血性胆气，提振军
心士气。

扎实训练和教育促进双管齐下，他
们在第二年打了漂亮的翻身仗，综合成
绩领先兄弟单位，多人被上级评为训练

尖子。
“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志愿军英烈

毫不畏惧、敢打必胜，经过艰苦卓绝的战
斗，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和他们相
比，我们还有什么难关闯不过去？”比武中
获得某专业金牌的四级军士长于思涛说。

该旅还结合任务引导官兵学战史、
研战例、谋战事，忆先烈、话初心、强担
当，在感悟先烈牺牲奉献中回归初心本
真，激发练兵热情，勇当英雄传人。

英雄血脉植心田，润物无声助打
赢。这些年，该旅先后有多项成果获全
军重要奖项，某新型装备列装后不久即
在野战环境下完成战法验证。

“ 我 要 接 过 英 雄 的

枪，在基层部队扎根奉

献、建功立业”

“我的姥爷是荣立 3次战功的志愿
军老兵。听说我所在单位要接他的战友
回家，十分激动，但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来

到仪式现场！作为志愿军老兵的后人，
我向参加任务的战友们表示敬意！”

该旅旅史长廊前，解说员孙凡越的
话令在场官兵动容。

入伍后，作为话务员，孙凡越把机房
当战位，苦练岗位本领。同时，她发挥自
身优势，带动班内战友相互鼓励、相互促
进，一同在年终考核中取得佳绩。

孙凡越说，从懂事之时起，姥爷就常
常向她讲述战斗故事。正是这些动人心
魄的故事，激励她投身火热军营。

解说结束后，为了能以更好的状态
引发战友们的共鸣，孙凡越仍留在长廊
内反复练习解说。

此时，几名参加任务的官兵也久久
不愿离去，驻留在一幅幅照片前，重温这
段难忘的经历。其中，一位身材高大、戴
着学员“一道杠”肩章的干部格外引人注
目。

这名刚刚毕业的干部叫张泽波。毕
业前夕，他曾畅想过，来到这支新型作战
力量部队的“初体验”会是什么？是不是
荧屏方寸间决胜千里之外的精彩？

他没想到，到部队后，烈士遗骸迎回
安葬仪式任务成了他特殊的第一课。

起初，枯燥的队列训练令血气方刚
的张泽波有些失望。即便因为身体条件
好被确定为排头兵，训练中他依然频频
失误。
“想在信息化战场建功立业是好事，

但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我们必须思考
当初是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教导
员王忠兴在谈心时告诉他，要把这项任
务当作自我教育的一次机会，从光荣神
圣的仪式中汲取精神养分。

经过一番磨砺，张泽波“站稳”了排
头兵的位置。他接受央视采访的节目一
经播出，良好的礼兵形象收获一片点赞。
“这一课对我的触动很深，我要接过

英雄的枪，在基层扎根奉献、建功立业。”
在该旅召开的任务表彰大会上，张泽波
作为代表上台发言。他深有感触地说：
“这特殊的第一课，给了我驰骋未来信息
化战场的信心底气。”

该旅一营下属的点位，分布在多个
省市。就是这样一个“最散”的营，参加
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式任务的官兵人数
却是全旅最多。

营长孙延齐说：“每次执行任务，对
于官兵来说都是一次思想上的‘充电’。
回到各自点位后，释放的都是正能量。”
“告慰英灵的最好方式就是传承英

烈精神，苦练本领，矢志打赢。”2019年 4
月，连续 6年参与任务的班长周廷亮分
享的任务体会，令下士高良沉思良久。
后来，他在上级组织的比武中表现突出，
荣立三等功。

这一次，接到任务通知后，高良第一
个向连队党支部提交申请，通过层层筛
选，如愿成为一员礼兵。任务完成后，回
到点位的高良更是斗志满满，实现了从
“训练尖子”到“金牌教员”的华丽转身，
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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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英 烈 的 忠 骨 抱 在 怀 中
■苏新波 孔运河 陈玉博

一位哲人说，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

西，找到了，思想就永恒。

如何从厚重广博的军史资源中汲取营

养，使昨天的丰碑变成照耀今天的灯塔，

是新时代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命

题，对于激励年轻一代官兵铭记历史、赓

续血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0年 9月 27日，第七批 117位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战

机护航、水门致敬……祖国和人民以庄

严肃穆的仪式，向归来的志愿军英灵致

以崇高敬意。这是一种仪式，是向英雄

烈士表达崇高敬意的礼仪安排；这也是

一种昭示，是对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

义的传承和发扬，是崇尚英雄、学习英

雄、捍卫英雄的生动实践。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连续7年执行在

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

式任务。官兵们以整齐划一的动作、稳

健出色的表现，体现了对先烈的敬仰缅

怀，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军人风采。

跨越时空的“相逢”，让他们得以

与志愿军英灵“零距离”接触。先烈的

忠诚信念、不屈意志、战斗精神，激励

着年轻官兵在回望战火硝烟、直面现实

挑战中，努力做到“气要更多、骨头要

更硬”，以昂扬斗志投身于新征程新使

命。

从礼赞英雄到告慰英雄，他们走过了

一段不寻常的红色基因传承之旅。

特 稿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英雄先烈是一个民族坚强不屈的脊

梁，是社会价值导向的精神坐标。一个

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

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习主席多次表

达对英雄的崇敬之情，指出要树立崇尚

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回望烽火岁月，在极为艰难的情

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

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

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

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经

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志愿军打败了武

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

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在

停战协定上签字。

岁月静好，只因他们挺身而出，

前赴后继！

祖国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中国人

民志愿军为维护正义、反对侵略所建

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

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志愿军将士，始

终没有忘记用鲜血染红金达莱花的烈

士们，他们的贡献彪炳史册，他们的

英名万古流芳。

不忘来路，始知归处。历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缅怀革命先辈，是为了

传承他们的红色基因，从中汲取前进

的智慧和力量。

赓续英雄血脉，就要做信念如磐

的忠诚卫士。理想信念不坚定，精

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

病”。对于新时代革命军人来说，就

要像先烈一样忠于党、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像先烈一样随时准备为

党付出一切、为祖国和民族的尊严

奋不顾身。

接过英雄的枪，就要做骁勇善战

的血性男儿。作为重点建设发展的

新型作战力量，更要对标实战开展

每一次训练、组织每一场演习，锻

造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锋刃”，以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

还”的斗志，立起战场新锐的好样

子。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任务，新变

革带来新挑战新机遇。传承英雄之

志，就要永葆初心。历史的接力棒传

到了我们这一代革命军人手中，对照

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人民子弟

兵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选择不会改

变，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刻冲得

上的担当不会改变，英勇无畏、牺牲

奉献的精神不会改变，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的信念不会改变。我们要将英

烈之志在传承中生根，在永葆军人本

色中发扬光大。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

每一位牺牲的英烈都是一段不容遗

忘的历史，每一个赤诚的忠魂都呈

现着不屈的意志。回眸历史，初心

受到叩问、思想得到洗礼、灵魂得

到升华，铭记是最好的纪念，传承

才能更好前行。

传 承 才 能 更 好 前 行
■许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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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兵护送烈士棺椁。 王 俊摄

34号军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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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英名墙上刻满了名字。

志愿军老战士向烈士敬献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