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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小战士是一个特殊的战

斗群体，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红小

鬼”。长征时，部分儿童团和少先队骨

干加入红军，主要在医院和宣传队担任

救护和宣传工作。宿营时，小战士们帮

伤员烧水、洗脚、换药、打饭、洗绷带。

遇到高山或难走的路段，他们就随宣传

队跑到队伍前，唱歌或喊口号，鼓励大

家继续向前。红军小战士在长征途中，

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红四方面军

第30军第89师第267团“娃娃兵”宣传

队就是其中的代表。本文记述了1935

年8月下旬，“娃娃兵”宣传队从毛儿盖

出发，穿越茫茫草地的难忘经历。

1935 年 6月，我们红四方面军，在
川西的懋功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后，北上到毛儿盖。8月下旬，从毛儿
盖出发，开始了草地行军。那时候我只
有 14岁，一些大的事情不了解，可是容
易让少年儿童记忆的一些生活细节，直
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娃娃兵”

在 89 师 267 团的队伍中，有一支
“娃娃兵”，这就是我们的宣传队。20
来个人中，数队长年龄大，也不过 20
岁。我们这个组一共 5个人，组长赵刚
16 岁，是全组年龄最大的一个。他高
高的个儿，长得和成年人一样，对我们
非常和蔼，所以大家都尊敬他，有事都
愿和他商量。最小的是侯登襄，才 12
岁，个子矮矮的，挺结实，就是跑起路来
好跌跤，所以我们就管他叫“小皮球”。

我们人小志不小，无论做什么，都
不愿落后。进草地的前几天，组长带领
着我们 4个人，和部队一样到处去筹备
过草地的口粮。“小皮球”因为好跌跤，
就留在家里看东西。由于敌人的欺骗
宣传，驻地一带的藏族同胞都跑光了，
压根儿筹不到粮食。我们这伙人，毕竟
还是小孩子，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到
出发的时候，全组只筹了 10多斤炒焦
的青稞和荞麦。我们把它像珍珠一样
地装进一条牛皮口袋，带进了草原。

这条皮口袋由组长亲自背着，不让
我们沾手。他说：“没有队长的命令，不
准吃一粒！”我们其余 4个人，一个扛柴
火，准备到草地引火用；一个背着破被单
做的帐篷，准备露营用；我背的是一个大
鼓和一面锣；“小皮球”提了一个被烟火
熏得乌黑而且破裂了的小铜盆——这是
煮饭烧水的好家伙。我们身上穿的多半
是从地主家没收的衣服，早已破烂不
堪。每个人的头上都顶着个大斗笠，像
长在草地中的蘑菇头，在太阳光下摇摇
晃晃，点缀着这个荒凉寂静的大草原。

“八宝饭”

进草地不久，就饿着肚子行军。5个
人10来斤粮食，怎能熬过这漫长的路程
呢？所以每到一个露营地，我们就具体分
工：“小皮球”当“伙夫”，负责生火烧水；我
们 4个人就到处寻找野菜，什么野韭菜
呀，大黄叶子呀，野芹菜呀……都成了顶
好的吃食。但是，这也不易采到，因为过
的部队多，附近的野菜都叫他们采光了。
我们必须跑很远才能找一些回来。路上
还要特别小心，如稍不当心，就会陷进烂
泥坑里爬不出来。为了防止这个危险，我
们在腰上横绑一根帐篷竿，万一陷下去了
好往上爬。

野菜采回来后，大家便忙碌起来，
有的洗，有的烫，等到煮到发黄了，组长
再拿出皮口袋，像数珍珠似地把青稞、
荞麦一粒一粒地放在菜盆里。接着大
家便蹲着围个圈，一面烤火一面吃。大
家有说有笑，倒也不觉苦。
“咱们吃的韭菜大黄煮青稞，真是

山珍野味哪！”
“不对，咱们吃的是‘八宝饭’，没看

见吗？青稞是大红枣，荞麦是白果，和
过小年一样！”组长接过话头说。
“对！是‘八宝饭’，过小年喽！”大家

嘻嘻地笑了起来，不知不觉忘了野菜的
苦味，狼吞虎咽地填满了饥饿的肚子。

夜半风雨来

草地的气候真也奇怪，虽是 8月下
旬，但每天都像在过春夏秋冬四季。有时
太阳晒得你头发晕，忽然一朵乌云，就能

带来狂风暴雨。夜里更是讨厌，哪怕满天
星星，万里无云，霎时也会白雪飞舞，或是
大雨倾盆，甚至冰雹也会打到头上。

一天傍晚，火红的太阳慢慢地落下
了地平线，草地上升起了一堆堆篝火，是
部队露营煮饭的时候了。我们一组人，
吃了野菜汤后，肚子暖和了一点，便去寻
找架帐篷的地点。巧得很，一条弯曲的
小水沟旁边，生长着一丛丛的水柳条。
组长像发现了秘密似的，大声说：“同志
们，看！今夜不用蹲着睡觉了！咱们把
小柳条压倒，铺上被单，不是很好的大床
吗？”我一看也接上说：“嗯！好办法，再
找些青草铺在被单底下，就更舒坦了！”
人多好干活，大家七手八脚地不一会儿
就铺好了。就这样 5个人挤着躺下，很
快就睡着了。

半夜里我被冻醒了，坐起来睁眼一看，
天哪！暴风雨就要来了！草地上空夜雾茫
茫，伸手不见五指。远方传来了虎啸般的
声响，一刹那，连风带雨倾卷过来。甜梦中
的4个伙伴，也不约而同地坐了起来。组
长埋怨地说：“真倒霉，又下起来了！”

一阵狂风，把破帐篷掀走了。在黑
夜中无法找回帐篷，我们只好背靠背地
蹲着，互相取暖。无情的风雨，加上小
枣大的冰雹，一齐打来。头上的斗笠被
冰雹打得“嘣嘣”响，浑身淋得像落汤
鸡。寒冷难熬，牙齿不住“咯咯咯”地打
架。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站起来跺
跺脚，否则就会有永远起不来的危险。

大风雨一直继续到拂晓才停止。
我们这伙“落汤鸡”又活跃起来。找到
了帐篷，整理了一下淋湿的衣物，喝了
些野菜汤，又随着大队继续前进了。

跳个“童子舞”

虽然饥饿与寒冷日夜威胁着每一
个人，但人们并没有消沉，草地中的文
娱生活还是非常活跃。大家拖着疲倦
的身体，束紧了腰带，边走边唱。顺口
溜、家乡小调，杂七杂八，好不热闹。

一天，部队露营在一个斜坡上，演
出队分小组向部队进行了慰问演唱。
组长带着我们到了一个连队，同志们都
鼓掌欢迎我们这些“娃娃兵”。

会场中燃起了一堆篝火，连队的同
志们坐在四周，我们几个人站在中间，
被火烤得热乎乎的。

演唱开始了，第一炮是“童子舞”。5
个人先兜了几个“8”字形，一面跳着一面
唱：“牛皮本是好东西，哟嗨！吃多了就
要胀肚皮，好东西，哟嗬嗨！”刚刚唱完，
同志们就哈哈地笑起来了，还来和我们
握手。一个大个子把“小皮球”拉过去，
在自己的衣袋里摸了老半天，掏出一小
把青稞来，递给他说：“拿着吧，小兄弟！”

此时此地，这是比生命还宝贵的东
西，“小皮球”怎能好意思收呢？他说：
“你吃什么？”

“没关系，还能顶几天！撑得住！”
最后“小皮球”无可奈何地收下了。
这时候，部队情不自禁地高歌起来了，

歌声响彻云霄，震动了夜色茫茫的草地。
回来后，“小皮球”把炒米交给了组

长，大家煮了一盆米汤，喝了个痛快。
然后在草地上架好帐篷，你依着我，我
靠着你，又睡着了。
（廖兴文 文中身份为红四方面军

第89师第267团宣传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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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启航
■李少君

两只燕子拉开了初春的雨幕

老牛，仍拖着背后的寒气在犁田

柳树吐出怯生生的嫩芽试探着春寒

绿头鸭，小心翼翼地感受着水的温暖

春风正一点一点稀释着最后的寒冷

轻的光阴，还在掂量重的心事

我却早已经按捺不住了

春天，我有一种放飞的愿望……

蓝图铺展
■点 金

今天，我要放声歌唱

请让我的声音充满太阳的色彩

响彻海洋的旋律

我要歌唱

我们走过的这条光辉的道路

虽然曲折，但总是向前

这条道路用阳光的色彩铺就

让人在前进的路上

感受到火一般的热度和激情

我要歌唱

生机勃勃的国土

天变得更蓝了

水变得更清了

伟大复兴的图景

如此清晰地展现在面前

中国航船已成为巍巍巨轮

行稳致远

看吧，船体上的“中国号”愈加清晰

2021年的春天

一次举世瞩目盛会

带来振奋人心的暖流

我的歌声里

出现了青铜的旋律，号角的力量

日出前那磅礴的色彩

翻腾着的云

拥抱美丽天空

我看到旭日染红万道霞光

世界东方的舞台上

响起排山倒海的奋斗旋律

百年风华，在您的带领下

新征程已经开启

把梦想写在天空

把微笑写在脸上

中国蓝图，铺展在

神圣的国土之上

中国蓝图，铺展在

14亿人民的心中

正在汇成

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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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张笑睿、朱 江

松骨峰，位于朝鲜价川、军隅里至
龙源里、顺川公路的中间段，主峰只有
288.7米。这座原本普通的山峰因为那
场悲壮的“松骨峰阻击战”，在人民军队
的光荣战史上留下了厚重一笔。作家
魏巍记录下了参战部队的先头连、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 38军第 112师第 335团
1营 3连官兵在松骨峰拼死阻击敌人的
壮举。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了一个
响彻大江南北的名字——最可爱的人。

时光荏苒，一代代 3连官兵在“逢
敌亮剑、以气胜钢”的松骨峰精神激励
下，披荆斩棘，砥砺过硬作风，展现赤
胆忠诚。迈入新时代，他们高擎“松骨
峰特功连”战旗，继续谱写着“松骨峰
传人”的荣光。

一

“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
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
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
地。另有一个战士，他的嘴里还衔着
敌人的半块耳朵……”清晨的阳光洒
向“松骨峰精神代代传”雕塑，3连指导
员彭陈带领刚下连的新战士在雕塑前
诵读着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

1950年冬，刚刚完成“诱敌深入”任
务的志愿军第38军第112师第335团奉
命抢占松骨峰，堵住南逃敌军。11月30
日拂晓，第335团 1营3连便抢先占领了
松骨峰东南侧高地。消灭敌人先头小
股部队后，官兵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
就听见隆隆的马达声由远及近——这
是从军隅里败逃下来的美军第2师。面
对公路上潮水般涌来的敌人，3连官兵
以山坡上的树木和石头作为掩体，打响
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一场惨烈的阻击战。

美军第2师向3连阵地发起火力强
大的数次集团冲击，把3连阵地炸成了一
片火海。在没有工事依托的山包上，3连
官兵用手中的步枪和手榴弹将美军一次
次打下山坡：有的战士子弹打光了，就端
起刺刀向美军冲去；有的战士身上被燃
烧弹烧着了，就死死抠住敌人滚下山；连
伤员也拖着未扎好的绷带，加入了战
斗……战斗越打越残酷，3连的伤亡巨
大。排长牺牲了，班长代理；班长牺牲
了，战士接替；最后连炊事班的勤杂人
员、连部的通信员，都投入了战斗。

英雄的3连虽然战斗到只剩下7名同
志，但阵地依然在他们手中，敌人南逃的
企图始终没有实现。战后，志愿军领导机
关为表彰3连的英雄事迹，授予3连“攻守
兼备”锦旗一面，记集体特等功一次。

血染的战旗迎风飞扬，英雄的部
队始终牢记使命。松骨峰上的硝烟早
已散去，但“逢敌亮剑、以气胜钢”的松
骨峰精神已深深根植于 3 连官兵心
中。和平年代，3连官兵赓续传承优良
传统、勇挑重担，先后完成了唐山抗震
救灾、国庆阅兵、上合组织联合军演等
重大任务，荣立集体一等功 2次、二等
功 4次、三等功 8次，朝着陆军现代化
建设发展的目标昂首迈进。

二

在 3连连史馆展览区的中央，摆放

着半瓶暗黄色泥土。那是纪念松骨峰
阻击战 68周年时，烈士的后代从松骨
峰上带回来的。接过浸染着先烈鲜血
的热土时，官兵一双双湿润的眼睛饱含
着崇敬，也燃烧着激情。“时代条件变
了，作战样式变了，武器装备变了，但红
色基因这个制胜密码一定不能变。”在3
连，每个班都建有自己的荣誉册，每名
干部骨干都是优秀的连史解说员，每名
战士都熟知松骨峰阻击战经过。

每年的 11月 30日，是松骨峰战斗
纪念日，也是 3连的连日。那一天，全
连官兵都要在激战松骨峰雕像前重温
连训、集体背诵《谁是最可爱的人》，邀
请老英雄、老战士回连，与大家一起追
忆战火故事，感受前辈们舍我其谁的
壮志豪情。

在松骨峰战斗牺牲的烈士中，隋
金山是 3连的副班长。他在和美军缠
斗时，用手榴弹砸烂了敌人的脑袋。
去年 9月，隋金山的儿子隋凤喜辗转
千里从老家来到 3连，将家中珍藏数
十年的烈士证明和隋金山烈士生前
唯一一张穿军装的照片，一并捐赠给
连队。在“松骨峰特功连”的连史馆
里，老人和 3连排长李凯一起把烈士
的照片挂到墙上。李凯说：“那一刻，
老英雄仿佛就站在队列中，我真切感
受到作为‘松骨峰传人’肩上沉甸甸
的责任。”

为进一步激发官兵传承红色基因
的火热激情，连队以“攻守兼备”“踏破
长江”“机智勇敢”3面荣誉锦旗为题，
每季度结合双争评比为班级冠名。每
逢新兵下连、干部调入，连队都会在松
骨峰雕塑前组织入连仪式，让新同志
在连旗上签名，朗诵篆刻在雕塑后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将“松骨峰传人”
的责任感、荣誉感深植在每名官兵心
中。每次参加军事演习、比武活动前，
他们都会组织官兵到刻有老连长戴如
义、指导员杨少成最后战场动员的连
训墙前进行宣誓，激励官兵发扬松骨
峰精神，勇敢亮剑、勇争第一。

在 3连，有 3个班是以班内英模人

物命名的。其中，8班是以“活烈士”井
玉琢命名的。在松骨峰战斗中，副班
长井玉琢被燃烧弹重度烧伤而昏迷。
被救回后方养好伤后，他隐姓埋名数
十载。在 3连战士心中，能成为英模班
班长，是对自己的最好褒奖。

三

改革调整后，3连转隶至第81集团
军某合成旅，实现了连队建设的新跨
越。在 3连近年来几份列阵沙场的成
绩单上，记录着这支“陆战新锐”许多这
样的“第一次”——第一次在极寒条件
下进行数字化装备先期探索，第一次进
行直升机接替指挥试训，第一次对合成
营全域机动作战进行实践……
“这些‘第一次’，如今说起来很提

气，当时可都是千难万难。”回望来路，
很多 3连官兵不禁感慨，“这是一场与
时间的赛跑，哪怕前面还有更深的坎、
更高的山，我们作为‘松骨峰传人’都
必须勇往直前。”

2017年，3连战士凡长征第 3次走
上阅兵场。这一次，作为电子对抗方
队的基准车驾驶员，能在演训场接受
检阅，凡长征倍感荣耀，觉得再苦再累
都是值得的。
“松骨峰特功连”的兵，只有为连

队争荣誉的义务，没有给连队丢脸的
权利。为了尽快实现人车合一，凡长
征开始了争分夺秒的训练。从一开始
看着车速表定速，到看路边标志物定
速，再到听发动机声音定速，凡长征用
1周时间练就了人车合一，实现了全程
定速通过检阅台的目标。

2019年，3连两次赴朱日和参加演

习。第 2次参加实兵对抗演习，已是
11月份。此时，演训场最低气温已达
零下 20摄氏度，最大风力达 7级。演
习开始后，3连作为主攻连队第一个突
破防御。在突入“城区”时，“蓝军”布
设的铁丝网叠了近 3米高，工兵分队前
出两次都未能成功破障。“蓝军”猛烈
的火力让配属的工兵“阵亡”大半。眼
看预定进攻时间越来越近，可通道还
未开辟。“火力掩护，我们上。”3连“井
玉琢班”班长吴新宇一咬牙，带领全班
战士向面前的铁丝网冲去。

官兵手臂上被铁丝网划出道道伤
口，鲜血浸染衣袖，但这丝毫没有影响
他们破障的速度。终于，战车在预定
时间顺利驶过通路。

迎难而上，是“松骨峰传人”身上鲜
明的战斗气质。转隶移防不久后，连队
便承担了旅重要试验任务。“松骨峰战
斗中，指导员杨少成说，我们 3连要做
钉在阵地上的钉子。现在，这里就是我
们的阵地。”在没有实验数据参考的条
件下，连长董全丰带领骨干铆在训练
场，用半个月时间摸索装备性能。最终
他们不负众望，获取了完备的步战车射
击效能数据，圆满完成试验任务。
“千斤重担，我们 3连也要担起来！

敌人拥有钢铁和汽油弹，我们有着敌人
没有的武器——勇敢和决心……”临
近采访结束，正逢 3连官兵晚点名，大
家齐声背诵朝鲜战场上时任连长戴如
义最后战前动员时说的话。对 3连官
兵来说，这已然成为一种与前辈进行精
神对话的独特方式。松骨峰精神在这
里已化成忠勇和血性的代名词，深深根
植于官兵心中，源源不断地孕育出“松
骨峰传人”新的风采故事。

特功连的胜战基因
■张钰浩 本报特约记者 张 旭

陆军第81集团军某部“松骨峰特功连”官兵将“逢敌亮剑、以气胜

钢”的松骨峰精神融入血脉，锻造打赢利刃。图为“松骨峰特功连”官兵

开展实战化训练，全面锤炼打赢本领。 李乃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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