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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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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沙家浜连”指导员后不久，我发

现，“沙家浜连”官兵们眼神都不一样，看

上去都很阳光……

时间一长，我渐渐明白，“一心向党、

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热爱人民”的“沙家

浜精神”如同信仰的光芒，照耀着每一位

官兵的奋斗和成长。

调整改革中，我们旅整建制列装信

息化装备。为实现战斗力跨越发展，我

们自告奋勇，主动申请承担换装改训试

点任务。

一年后，指挥员等级评定考核，全连

干部骨干取得了专业课目全优的好成

绩。走下演训场，友邻单位官兵问我们，

取胜的秘籍是什么？

我想，秘籍就藏在“沙家浜连”的荣

誉室里。当年，36名伤病员在阳澄湖中

养伤，他们以芦花为被、以芦根为粮，边

养伤边战斗、边恢复壮大，保留了“芦荡

火种”。

连队荣誉室里，全连官兵立下铮铮誓

言：“向先辈们学习，越是困难越向前！”

新时代，我们一定会把

“沙家浜精神”传承好，让信

仰的光芒照耀在演训场上，

体现在大项任务中，延伸到

“沙家浜连”抵达的每一个

战场。

信仰的光芒
■政治指导员 谭 凯

那一天，谭凯见到了心中的那片芦苇荡——
恰逢阳澄湖朝霞初上，新生的绿苇映衬

着浮光跃金的水面，像是一幅恬静而又热烈
的画卷。

第一次，谭凯来到了连队荣誉室展板上
出现过许多次的地方——

2019年 5月，身为第 83集团军某旅“沙家
浜连”指导员的他，趁休假之际，驱车抵达江
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镇。

作为 5A 级旅游风景区，沙家浜游人如
织。耳畔交替响起摇橹的吱呀声，谭凯怎么
也无法将眼前的岁月静好与曾经的残酷战争
联系在一起。

1939 年冬，江南抗日义勇军奉命西撤，
刘飞、夏光等 36名伤病员留在沙家浜芦苇荡
中养伤。在群众掩护下，他们成立江南抗日
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组建了“沙家浜连”的前
身——“新江抗特务连”。不到一年，这支队
伍就发展到 4600余人。

外国军事专家至今无法理解这一战争奇
观——

苏常太三角地区，湖泊星罗棋布，河道
纵横交错。日伪军的据点像梅花桩般，占据
各个交通要道。新四军伤病员在敌人眼皮子
底下，像尖刀一样，牢牢揳在日伪统治的心脏
地带，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中国
革命史上的奇迹。
“芦荡火种”生生不息，带给百姓希望和

力量。82年过去，源于阳澄湖上的“沙家浜精
神”，已深深烙印在“沙家浜连”一代代官兵的
骨骼血脉中。

此刻，望着眼前绿苇如海的阳澄湖，谭凯
坚信，作为“沙家浜连”的官兵，他和战友们一
定会让“芦荡火种”越燃越旺！

在祖国母亲的大地上，

用青春播下颗颗种子

“那青松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
累，瘢迹重重，更显得枝如铁……”抑扬顿挫
的唱腔从排练室飘来。在“沙家浜连”，几乎
每名官兵都能像模像样地哼唱几段京剧《沙
家浜》。

作为土生土长的沙家浜人，上等兵平安从
小就听爷爷讲沙家浜的故事，参军报国的种子
悄悄埋进了他的心田。2019年，平安如愿迈入
军营。让他惊喜的是，他竟然来到了这个从自
己家乡走出来的英雄连队——“沙家浜连”。

与其他参加排练的战友相比，平安更加紧
张激动。“沙家浜”这 3个字代表了他的家乡，
他不想给自己的家乡丢人。

为了帮平安找感觉，中士刘家成把平安领
到了连队荣誉室。刚进门，一面巨大的浮雕墙
映入眼帘。置身其中，平安仿佛回到了战火硝
烟的芦苇荡，看到了暗影笼罩下的鱼米之乡，
36名伤病员一边休养，一边和敌人战斗——

曾经，伤病员们伤口溃烂，却没有药治疗，
苍蝇飞来飞去，专叮患处，他们只能用芦苇叶
子遮住伤口；

曾经，大雨连绵，阳澄湖水暴涨。入夜，战
友们手拉着手，不敢打盹儿。谁料想，一名伤
病员还是被湖水冲走，找不到踪迹；

曾经，敌人重重封锁，官兵们只能以芦花
御寒，以芦根果腹，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英
勇斗争……

平安终于领悟到，那些耳朵都快要听出茧
子的唱词，原来每个字都有千钧之重——面对
日伪顽匪下乡“扫荡”的险恶环境，面对与党组
织失去联系的情况，先辈们始终怀着对党的无
比忠诚，与敌人斗智斗勇，挺立成一棵棵“青
松”……

从芦苇荡中走出来的英雄们或许未曾想
到，若干年后，他们的故事会被搬上舞台，启迪
着一代代后辈们奋勇向前。平安渴望像先辈

们一样，成为“泰山顶上的青松”，做“八千里风
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的士兵，守护祖
国的河山。

2020年，连队随部队远赴大漠，参加野外
驻训。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平安，第一次感
受到西北的黄沙漫卷。一次阵地紧急转移任
务，突然下起雨，雨越下越大，路面湿滑，黄土
地变成了“泥海”。

撤收伪装网时，平安摔倒了，浑身上下都
是泥。“你是‘沙家浜连’的兵，不能给连队拖后
腿。”平安迅速爬起来跟上，和战友们一起完
成任务。

那次驻训后，平安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
拔节成长，他由衷地为自己是“沙家浜连”的一
员而骄傲。连队一名战友也在笔记本上写下
这样一段感悟：“在祖国母亲的大地上，我们用
青春播下颗颗种子，它们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
大树！”

一名士兵的成长，一个

连队的成长

2020年 5月，“沙家浜连”举行了一场特殊
的入连仪式。与以往不同，这次的入连仪式
只有一个主角——上等兵寇译禾。

晴空下，寇译禾重重地呼了一口气，等待
那个重要时刻到来。
“寇译禾！”“到！”
“现正式接收你为‘沙家浜连’第 3235位

传人。”教导员李文明郑重地将一本《一颗子
弹与一部红色经典》递到他手上。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是关于“沙

家浜连”历史的专著，记录着先辈们当年在芦
苇荡中的艰苦岁月，对“沙家浜连”一代代官
兵都有特殊的意义。

接过书籍，寇译禾和全体官兵一齐面向
连旗宣誓：“我将铭记连队历史，秉承连队传
统，弘扬连队精神……”

这场入连仪式，是寇译禾成为“沙家浜
连”真正一员的“成人礼”，也是他告别曾经自
己的见证——

20岁的寇译禾有点叛逆。刚到部队时，
他处处跟连队骨干“对着干”：训练场上偷懒
是常态，连队组织文体活动，他永远是最不乐
意参与的那个人。
“自己就这样了，成不了好兵。”寇译禾一

度心灰意冷。
那一天，站在连队荣誉室门口，无论指导

员谭凯怎么劝说，寇译禾就是不肯迈进荣誉

室的门。
“我这种兵，进去会玷污荣誉室……我不

进去。”寇译禾低着头说。
听到这句话，谭凯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击中

一样——即使寇译禾常和连队对着干，可他心
里是那么在乎自己的连队，在乎连队的荣誉！

谭凯没有强拉寇译禾进荣誉室。他决心
改变寇译禾：成立三互小组，他和班长郭成成
一起全方位帮带寇译禾。

润物细无声。慢慢地，寇译禾变了，眼里
有了光，训练场上有了劲。

手捧那本《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寇译禾终于昂首挺胸踏进了连队荣誉室的
门。站在班长郭成成比武夺冠荣立二等功的
展板前，寇译禾跃跃欲试：“指导员，我也想像
班长一样！”

千里之外，寇译禾的母亲专门录制视频，
向连队致谢：“寇译禾变得懂事了，每月还给
家里寄钱回来，感谢‘沙家浜连’。”

一名士兵成长的背后，是一个连队的成
长。

这些年来，“沙家浜连”官兵的脚步遍布
每一个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那个从阳澄
湖芦苇荡中走来的连队，步履清晰可见——

1998 年长江抗洪抢险，堤坝上“人在堤
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生死牌前，有他们的
身影；调整改革中，“沙家浜连”所在旅整建制
列装信息化装备，主动申请承担换装改训试
点任务的承诺书上，有他们的名字……

新时代的士兵，正被“沙家浜连”深深影
响和改变着，被雕出相似的筋骨，被刻成共同
的样子。

刻进骨子里的认同，是

他们给出的答案

一副碗筷擦得锃亮，茶杯里的茶水还冒
着热气。

20多年过去了，当年在芦苇荡里养伤的
36位伤病员之一、江南抗日义勇军部队机要
员钱卓云生前这个习惯，妻子肖兴玉还一直
保留着。

每天三餐，80岁的肖兴玉老人都会照样
在餐桌上多摆副碗筷，多沏杯热茶。看着碗

筷和茶杯，老人常常觉得，爱人就在身边。
距离肖兴玉老人家 100多公里，紧挨着江

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一侧，是忠
魂墓区。钱卓云老人的骨灰，就安放在这里。

此刻，纪念馆前人来人往，前来瞻仰的人
们，为英烈们献上花环。

同一时刻，“沙家浜连”荣誉室里，下连后
首次参观荣誉室的新兵们，正期待着一个视
频连线的到来。

电话铃响了，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出现在
手机屏幕里，她微笑着和年轻的战友们打招
呼。这位老人，正是钱卓云的遗孀——肖兴玉。
“‘沙家浜连’的兵要有血性，练就过硬本

领！”透过屏幕，张峰银牢牢记住了肖阿姨的叮嘱。
一次比武竞赛，刚刚参加完 5公里跑的张

峰银气喘吁吁。紧接着，仰卧起坐课目比赛
开始。

由于已经消耗大量体能，张峰银感觉越
来越吃力，汗水沿着额头流进眼睛。他拧紧
眉头，看到了班长郭成成身后的那面“沙家浜
连”连旗。

嘶吼一声，张峰银继续做下去。“你叫什
么名字？”比赛结束后，一位领导问。“报告首
长，我叫沙家浜！”张峰银回答。

这种对“沙家浜”3个字刻进骨子里的认
同，是新一代“沙家浜连”官兵们给出的答案。

在肖兴玉老人眼里，这些“兵娃娃们”都
是“沙家浜连”的好后生。她常常为官兵们讲
述老伴钱卓云当年的故事。“沙家浜连”是肖
兴玉老人的念想，她想让天上的老伴知道，
“今天的‘沙家浜连’，越来越好了”。

2021年 2月，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
百岁老战士们，收到了习主席的回信——

你们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为党和人民
事业英勇奋斗，期颐之年仍心系党史宣传教
育，深厚的爱党之情令人感佩。

看完这封信，肖兴玉老人更加坚定了宣
讲革命故事的决心。
“阳澄湖畔 ，虞山之麓 ，三九年的严

冬，三十六个伤病员，高举共产党的旗帜，
在暗影笼罩的鱼米之乡，埋着头流着血呀
流着汗……”视频快要结束时，屏幕两端，
肖兴玉老人与“沙家浜连”官兵们，一齐唱
起连歌《你是游击兵团》。

上图：第83集团军某旅“沙家浜连”官兵

在野外训练间隙合影留念。 江志洋摄

第83集团军某旅“沙家浜连”——

让“芦荡火种”越燃越旺
■本报记者 程 雪 特约记者 张 旭 通讯员 殷 杰

从端起那碗“芦根汤”起，“沙家浜

连”就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印记。

到连队后，我一直秉承“沙家浜精

神”，从一名士兵成长为连长。刚任职

时，我每一项工作都力求完美。连队建

设蒸蒸日上，我感觉自己的努力全都值

得。

没想到，时间一长，连队管理越抓越

严，训练成绩却有下滑趋势，我感到心力

交瘁。苦恼之时，老连长带我再次走进连

队荣誉室。

展板上，鲜红的连旗摇曳在丛丛芦苇

中，仿佛一抹跳动的火焰。那一刻，我意

识到，那36名伤病员之所以能在芦荡丛

中燃起点点星火，正是靠着共产党人坚定

的信仰和对美好未来的不懈追求与奋斗。

每当连队官兵遇到困难，感觉快要

坚持不下去时，我们便想到当年先辈

们在芦荡中的艰辛岁月，想到“沙家浜

连”几十载光辉历程，浑身不由充满力

量。

带着这颗“芦荡火种”，连队先后参加

陆军“精武-2018”比武竞赛、国庆70周年

阅兵……史馆里的荣誉锦旗越来越多，官

兵们训练的劲头也越来越足。

（朱炜昊整理）

“火种”的力量
■连长 孙国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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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雪

暗褐色的子弹头表面凹凸不平，伏在上
面的斑斑锈迹见证着岁月的流逝。

望着展板图片上这颗子弹，“沙家浜连”
上等兵刘勇感觉自己仿佛打开了时间隧道的
入口——

这是一颗来自战场的子弹。很少有哪颗
子弹能穿越时空，在一个人身体里待那么久。

1939 年 9月 21 日，江南抗日义勇军部队
在江阴县顾山遭遇袭击，时任政治部主任刘
飞带领官兵奋起反击。当挥舞着短枪冲到半
山腰时，子弹朝他飞来。

刘飞中弹了。子弹打入紧贴他心脏的地

方，大家都感到凶多吉少，但他奇迹般活了下
来。不可思议的是，这颗子弹伴随他长达半
个世纪之久，直到他去世时，才从遗体中取
出。

妻子朱一和儿女们商定，将这颗子弹捐

给苏州革命博物馆：“希望世人看到它时，能
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得知刘飞的故事，摄影家线云强专程来
到苏州革命博物馆，拍摄这颗见证传奇的子
弹。伫立展柜前，凝视这颗子弹，灯光折射
下，玻璃展柜中子弹的周边出现了一圈圆形
光晕。这光晕，恍如历史的云烟，散发岁月的
沧桑。
“这颗子弹竟在前辈的身体里留了几十

年，这是怎样惊人的毅力啊？”刘勇问自己：
“换成是我，我能坚持下去吗？”

一次比武，刘勇代表部队参赛。赛前不
久，他去医院检查。X光片显示，他的膝盖里
有一小块碎骨头。医生建议刘勇不要进行大
强度训练。他却想：“和前辈那颗留在身体里
几十年的子弹相比，一块碎骨头算什么？”

比武持续了两天一夜。刘勇忍着疼
痛，一声没吭。课目结束时，他一瘸一拐，
整个膝盖都是肿的。当他再次到医院
检查，医生对着 X 光片惊讶地说：“膝
盖里那块碎骨头竟然不见了。”刘勇
猜测：“或许是比武时跑步，把它
磨没了。”

任务结束回到连队，刘勇
第一时间来到“沙家浜连”荣
誉室。凝视展板上的子弹
图片，刘勇在心里默
念：“前辈，我没有给
您丢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