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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志愿军炮手果断下令，将炮位周围的
燃料点着，以吸引敌人火力，保护桥体安
全。在敌人猛烈的火力压制下，这位炮手
和战友对着敌机射击，直至壮烈牺牲……

夜幕降临，一场反映抗美援朝英勇
战斗故事的电影，在新疆军区某团五营
一连驻地拉开帷幕。

台下官兵泪眼婆娑：影片中激烈的
战斗场景，与老英雄樊树甲口述的连史
是那么相似，历史仿佛就在眼前——

抗美援朝战场上，“十颗红星炮班”
二炮手樊树甲，与战友们用一门单管 37
毫米高射炮，击落敌机 10架，创造出一
个又一个战场奇迹……

这段辉煌的历史，是连队官兵永远
抹不去的记忆。如今老英雄樊树甲成为

连队的编外教员。每逢担负大项任务、
取得重大成绩，连队官兵都会向老英雄
汇报喜讯。樊树甲也会时不时通过视频
连线，给全连官兵加油鼓劲。
“我们还能找到连队当年参战的老

英雄，这得源于一场跨越时空的偶遇。”
连队指导员丁维昌说。

2019 年 8月，时任“十颗红星炮班”
班长李刚强在河南老家休假期间，特意
赶往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看
看那门“十颗红星炮”。

苏制 M1939 式 37 毫米高射炮的防
盾板上，10颗红星在军绿色油漆的映衬
下熠熠夺目，记载着击落 10架敌机的赫
赫功勋……

正当李刚强看得入神时，一位青年
风尘仆仆向“十颗红星炮”快步走来，驻
足停留，拍照、录像。

也许是共同的敬意引起了李刚强内心
的共鸣：“难道他也和我们连的功臣炮有渊
源？”带着疑问，李刚强主动走向前去询问。
“我是带着爷爷的嘱托来的，要把照

片带回去给爷爷看看。”年轻人说，他的
爷爷曾是这门功勋炮的二炮手。
“您爷爷叫什么名字？”李刚强震惊了。
“樊树甲！”
“什么？您再说一遍？”李刚强以为

自己听错了。
“樊、树、甲！”年轻人一字一顿地回

答。
樊树甲，多么熟悉的名字啊！几年

来，李刚强曾经无数次给战友们讲述过
樊树甲的故事——抗美援朝战场上，二

炮手樊树甲用这门功勋炮三发炮弹打下
敌人领航长机，手臂受伤仍坚持英勇作
战。李刚强在前辈们的英雄故事中滋养
成长，又成为讲述这个故事的人。

这些年，连队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活动，掀起挖掘
连史故事、探寻连队老前辈的热潮。官
兵们在一茬茬退伍老兵中寻根溯源，逐
步修订完善连史。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和部队多次整
编移防，那些曾经亲历“十颗红星炮班”
辉煌战绩的老英雄大多杳无音讯。

谁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
功夫。

李刚强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
样，紧紧握住了年轻人的手：“太好了！
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了……”

自此，连队官兵与老英雄樊树甲建
立起密切联系。两代军人，跨越近 70年
时空，成为亲密战友。

跨 越 时 空 的 偶 遇
■本报特约记者 李 康 通讯员 邹珺宇

原来，英雄离自己并

不是那么远

“你的血压偏高，虽然没有超过规定
的红线，但出于安全考虑，军医建议你留
守……”最近一次赴高原驻训前，新疆军
区某团五营一连指导员丁维昌找来士兵
苏磊。
“我身体好好的，这点小问题算什

么？我是班里二炮手，不去高原驻训，回
头和樊老视频时可咋说……”苏磊坚持
要和连队一起上高原。

又一次综合体检后，苏磊终于踏上
了前往雪域高原的征途。

回忆起苏磊入伍一年多的变化，丁
维昌颇为感慨——

2019 年 9月，大学生苏磊怀揣着建
功军营的英雄梦，走进火热军营。然而，
兵之初并没有他想象得那样快意潇洒。
几次摸底考核下来，苏磊的引体向上和
三公里越野成绩都在连里垫底，一连串
打击将他的优越感一点点削去。

一番努力过后，成绩还是没有明显
起色，苏磊变得消沉起来——训练，能躲
就躲；工作，敷衍了事。军装没穿几天，
他开始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下连后，苏磊被分到了五营一连。
入连第一课，丁维昌就给新兵们讲述连
队的辉煌战史。
“故事倒是很精彩！但这些陈年旧

事，都离我们太远了。”苏磊小声嘀咕起
来。“十颗红星炮班”班长康福鹏无意间
听到这些后，感到很不是滋味。那些自
己曾引以为傲、无比尊崇的英雄前辈和
不朽精神，为什么会被新战友当成“过眼
云烟”呢？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新一代军人
正在扛起强军重任。但是，“大水漫灌”
的教育方式已经适应不了当代官兵的
“口味”。如何在新时代强基固本、铸牢
军魂，让连史更鲜活，让故事更走心，成
为摆在连队官兵面前的一道严肃命题。

康福鹏特意向连队申请，把新兵苏
磊分到“十颗红星炮班”。作为连队荣誉
室管理员，康福鹏每次整理荣誉室时，都
特意将苏磊带在身边。

荣誉室里，陈列着连队先辈们在抗
美援朝时期留下的赫赫功勋。擦拭整理
“二等功臣连”连旗、纪念奖章、《战斗大
记事》以及《好事集》等一件件珍贵的老
物件，耳濡目染之间，让刚入军营的苏磊
对连队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

誓……”连庆日这天，在营区“十颗红星
炮”雕像前，连队官兵将军人誓言吼得
震天响。苏磊发现，今天战友们的眼神
有些不一般，里面有英雄传人的血性豪
情，也有舍我其谁的寒光凛凛。

训练场上，本是急脾气的康福鹏总
是耐着性子反复教苏磊操作。看着班里
战友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动作娴熟，想到
荣誉室里一座座奖杯、一面面锦旗，一个
念头忽然涌上苏磊心头：“如果不练好，
都对不起这个班”。日复一日，他发现，
原来英雄离自己并不是那么远。

2020 年 10 月，听闻樊老身体抱恙，
手臂上还有战伤，连队官兵非常牵挂。
为此，丁维昌向团党委申请，前往沈阳看
望老英雄。

对此，该团政委李一飞十分赞同：
“铭记历史才会有根，热爱英雄才会有
魂。借助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 周年契机，寻访参战老英
雄，让连史更加饱满充盈，让每名官兵有
亲身触摸到鲜活历史的机会。”

于是，怀揣激动崇敬之情，丁维昌带
领苏磊和康福鹏组成寻访组，开启了寻
根慰问之旅……

追寻英雄轨迹，寻找

连史点滴

2020 年 10 月 18 日，寻访组一行赶
至沈阳。中午时分，在一处简洁明亮的
住所里，寻访组终于见到了樊老英雄。

虽然常年卧病在床，但 89岁的樊树
甲双眼炯炯有神。他微笑着与官兵们一
一握手：“想不到，这么多年了，我还能跟
老部队的同志们见面！这是一种缘分
呀！”老人简短有力的话语，瞬间让大家
感受到革命前辈的亲切，也搭载起穿越
时空长河的桥梁。

一个略有锈迹的铁盒里，一枚枚珍
藏的立功奖章和一张张参战的老照片，
见证着老人的传奇战斗生涯。

全连官兵写下的书信和精心订制的
水晶奖杯，让樊老爱不释手。特别是连
队汇编的《好事集》，唤醒了樊老曾经的
战斗记忆。每翻动一页，老人的目光都
会停留很久。
“我们是为了保家卫国，我们不卫

国，家就保不了！没饭吃，也没关系，没

子弹，我们缴获敌人的武器打敌人！敌
人想把我们打垮，但他做不到。”樊老激
动地回忆。

1950年，樊树甲进入中国人民志愿
军第四十二军一二五师服役。不久，他
调入高炮营二连三班担任二炮手，并于
1951年 2月跟随连队奔赴朝鲜战场。

为粉碎敌人“绞杀战”攻势，避免暴
露阵地，增加火炮射高，连队官兵自创战
法：他们在摸准敌机航线、俯冲高度、投
弹时机等规律后，分散建制，以班排为单
位推炮上山，隐蔽在山顶，狙击敌机。

樊老对 1951 年 7 月 21 日那次战斗
记忆犹新——

防空警报骤然响起，敌军 B-26 型
和 F-51 型战机共计 30多架穿过云层，
从低空直向伊川江大桥猛扑过来。面对
敌机的疯狂轰炸，他和三班战友快速瞄
准领航长机，一咬牙，一跺脚，“给我下来
吧！”
“咚！咚！咚！”敌机带着熊熊烈火

一头撞向山谷随即爆炸。
战斗岁月在樊老身上留下太多印

记。康福鹏发现，讲到激动之处，老英雄
会不自觉地蹬一下左腿，手臂在胸前画
上几圈，仿佛又回到当年的战场。

伊川江大桥是志愿军兵力输送和后
勤补给的必经之地。全连官兵守桥一年
多，被兄弟部队称为“露天的防空洞”。

樊树甲最难忘的一次战斗，发生
在 1953 年大年初一。那天，祖国为前
方志愿军送去牛肉和韭菜。当时，官
兵们已经很久没有尝过新鲜蔬菜的味
道。他们在战斗间隙围坐一起剁韭
菜、包饺子。

然而，敌人并不打算让他们过个好
年。战斗中，一发子弹从高炮的瞄准具
中穿过。也许是身经百战后形成的自然
反应，樊树甲好像提前预感到危险，他猛
地向左侧身。
“子弹从我右臂穿过，差一点，我就

牺牲了。”樊老抬起右臂，苏磊上前小心
地替老英雄卷起衣袖。一道十几厘米长
的伤疤赫然展现在大家眼前。

在那次战斗中，四班二炮手罗永胜
牺牲了，二排长王兆祥接过火炮猛烈射
击。对射中，王兆祥肠子被打出来，仍坚
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

想起逝去的战友，老人红着眼圈，强
忍着泪水，一时沉默起来。

此时，寻访组的官兵早已热泪盈
眶。他们仿佛进入那段战火纷飞的岁
月，找到了连队历史的脉络。

抗美援朝战场上，全连官兵英勇奋
战，参加大小战斗百余次，共击落敌机
30 架、击伤敌机 27 架，荣立集体二等
功。其中，三班创下了单炮击落敌机 10
架、击伤敌机 5架的辉煌战果，荣立集体

二等功 1次、集体三等功 5次，被志愿军
总部授予“十颗红星炮班”荣誉称号。

谈起战友们一起荣立的战功，樊老声
调缓了下来，坚定地说：“为什么我们立这
么多集体的功呢？归根到底，是全班齐心
协力。当时我们心里都只有一个想法，那
就是把敌机打下来。尽管我们的武器和
敌人相差悬殊，但志愿军就是凭着‘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坚持下来，奋
勇杀敌，把敌军赶回三八线。”

追寻您，成为您

“老班长，我是‘十颗红星炮班’现在
的二炮手苏磊。我想问问您，怎样才能
当一名好兵，做好您的传人？”苏磊问。
“当一名好兵的前提，必须要有高度

的责任感。咱当兵干啥来了？就是为了
保卫国家，脑子得围着打仗转。”樊老对苏
磊说，“每次在电视中看到你们辛苦练兵
备战，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在当年那样艰
苦的条件下，我们都能打败敌人，现在国
家强大了，武器装备也更先进，无论敌人
从哪边来，我们都能够打赢他们！”

苏磊记得，新兵下连那天的入连仪
式上，在“十颗红星炮”雕像前，他从老兵
们手中接过连旗。当时，苏磊并没有理

解其中深意。这一刻，望着樊老坚定的
目光，他终于明白——接过连旗，就是接
过打赢的信仰！

1953年，是樊树甲一生中最得意的
一年——他代表全连参加志愿军表彰大
会，当时彭德怀总司令也在场。

当年，樊树甲参与并见证了全连官
兵创造的辉煌荣誉。如今，他望着连线
屏幕上那一张张生龙活虎的青春脸庞，
心中涌动着回家的感觉。

视频连线中，年轻官兵们那声“老班
长”，更是让樊老热泪盈眶。他一边挥动
手臂，一边反复叮嘱：“你们要保持原有
的光荣传统，继续训练，继续战斗，为祖
国的平安保驾护航。”

老班长对全连战友的嘱托和希望，
令官兵们无不动容。大家向樊老致以庄
严的军礼，老英雄颤抖地抬起右臂回礼。
“希望老英雄保重身体，也请您放

心，我们一定发扬‘十颗红星炮班’的精
神，像英雄先辈们一样敢打必胜。”当连
长武万斌代表全连官兵表决心后，樊老
的眼睛湿润了，竖起大拇指连声说“好样
的”！

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会面，是一
次精神的洗礼，更是一次使命的传承。

不知不觉，已是傍晚时分。官兵们
依依不舍与樊老告别。尽管身体不便，
老英雄还是探起身子送别战友，目光中
饱含深情。

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看到车水马龙
的街景，置身热闹祥和的夜市，寻访组官
兵陷入沉思——已是耄耋之年的老英
雄，仍时刻牵挂着老连队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而我们这一代军人，不仅要将老一
辈的革命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更要肩
负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责任。

寻访活动结束后，连队官兵根据樊
树甲的描述，完善修订连史，制作出《寻
访英雄》视频，并在全团播出。

连队在荣誉室里专门开辟出一个场
地，展放樊树甲等老英雄提供的物品，播
放老英雄们的口述连史视频。该团还组
织了一场主题为“寻访·传承”的报告会，
让参与寻访的官兵谈经历、讲体会。

学习“十颗红星炮班”精神、接续
传承老英雄本色，成为全团官兵的共
识。该团根据各连上报的名录，邀请 9
名老英雄、老前辈做单位编外教员。
他们组织就近休假官兵前往老英雄家
中探望慰问，邀请前辈回老部队为全
团官兵授课。
“自己携笔从戎，不就是要成为像

樊树甲一样英勇的战士吗？”寻访归来，
苏磊说：“在老英雄用鲜血铸就的岗位
上，我要向老英雄学习，用‘十颗红星炮
班’精神激励自己，在边疆军营书写自
己的精彩篇章。”

高原风沙滚滚，气温低至-28℃。
缺氧和强烈的紫外线，给驻训官兵的脸
庞涂上一抹抹高原红，他们干裂的嘴唇
渗出缕缕血丝。这群年轻士兵斗志昂
扬，叫响“像英雄先辈们一样战斗”的口
号，迎风沙，斗严寒，连续奋战，在一次次
战备考核中圆满完成任务。

炮场上，苏磊主动向连长申请转岗
训练：“当年，前辈们在战友牺牲、自己身
负重伤的情况下独自操作火炮，打下敌
机，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很熟悉每一个
炮位的操作。现在，我们也要向英雄们
看齐。”

训练时主动向教练班长请教，休息
时独自反复加练……一周后，苏磊参加
上级考核，他的一、二炮手操作成绩全部
优秀。战位上，新时代的“樊树甲们”正
向着新的高地发起冲锋！

版式设计：梁 晨

“十颗红星炮班”的红色寻根之旅—

寻 访 您 ，成 为 您
■本报特约记者 李 康 通讯员 邹珺宇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

90多年来，我军涌现出无数英雄

人物：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在烈火中

牺牲的邱少云，用身体堵枪眼的黄继

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

这些英雄模范身上集中体现的英

雄精神，是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一次次战胜强敌，取得一个又

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他们所表现出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激励鼓舞我们不

断在前进道路上攻坚克难的宝贵财富。

我们应该大力弘扬英雄精神，让英

雄的种子根植于官兵心灵深处，形成人

人崇尚英雄、人人学习英雄、人人争做

英雄的浓厚氛围。

时代呼唤英雄，英雄光耀时代。

我们要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更需要有对党忠诚、勇于担当、敢于

创新、不怕牺牲、默默奉献的英雄。广

大官兵争做英雄，才能在危急时刻挺身

而出，在敌人面前不怕牺牲，在困难面

前直面挑战，从而积聚起磅礴的强军力

量。

新冠疫情来袭，人民军队受命出

征，果敢逆行；长江中下游洪水暴涨，子

弟兵不顾安危，用血肉之躯筑起防洪大

堤，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他们的英雄壮举在军营内外广

泛传颂，激发了我军官兵和更多的人学

习英雄、争做英雄的壮志豪情。

在一支军队的精神图谱上，英雄是

最醒目的标识。那些恶搞英雄、歪曲历

史的事件，犹如精神世界的雾霾，扰乱

了人们的认知和判断，挑战着正义与良

知的底线。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坚决

予以反击，大张旗鼓地维护英雄的光辉

形象。

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就

是要让英雄走到官兵身边，走进官兵心

里。用好网络宣传力量，发挥我军丰富

的红色资源优势，让英雄活在官兵心

中，让官兵在学习英雄的过程中产生心

灵的碰撞，以英雄人物为榜样，自觉用

英雄精神规范自己的言行。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

英雄并不遥远，英雄就在身边，就在你

我中间。只要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持之

以恒，坚持不懈，勇于创新，敢于超越，

我们每一名追梦者都可以创造不平凡

的业绩，每名官兵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

雄。

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 争做英雄
■李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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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新疆军区某团

五营一连官兵开展战备训

练。

上图：抗美援朝战场

上，“十颗红星炮班”（左二

为樊树甲）在战斗间隙研

究战法。

图片由作者提供

“十颗红星炮班”二炮手樊树甲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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