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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文化观察

英雄血脉·文化传承

第5162期

走进第 80集团军某旅旅史馆，首先
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尊半身塑像。他，
就是“一级战斗英雄”李家发。

1953年 7月，朝鲜战场，在该旅前身
部队主攻敌人扼守的轿岩山战斗中，李
家发身负 7 处重伤，冒着炮火拼死冲
锋。为给受阻的部队扫清前进障碍，他
毅然扑向敌人的地堡机枪眼，壮烈牺
牲，年仅 19岁。1953 年 9月，中国人民
志愿军为李家发追记特等功，并追授
“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多年来，该旅官兵传承发扬“李家
发精神”，凝练成以“敢打头阵、敢打硬
仗”为内涵的“两敢”精神，在强军征程
中不断向着新的胜利发起冲锋。

一

1953年夏季，金城战役打响。李家
发所在连奉命向轿岩山发起攻击。连
队刚刚沿着鱼脊形山梁前进一段距离，
便被一道残存的铁丝网挡住了前进的
道路。
“我来炸掉它！”李家发挺身而出，

箭步跃出掩体，抵近铁丝网快速爆破，
为部队撕开一条通路。

然而，正当连队组织冲锋时，隐匿
在山体中的一处地堡喷出了火舌。冲
锋的官兵被敌火力压制。

眼看着轿岩山西峰近在咫尺，官兵
却寸步难行，李家发心急如焚，向连长
请缨前去爆破敌人地堡。他带着两颗
绑着炸药的手榴弹，勇敢机智地避开敌
正面机枪火力，向地堡迂回前进。
“哒！哒！哒！”李家发正要靠近地

堡实施爆破时，右侧不远处突然响起一
阵机枪声。左腿被击中了，李家发立即
卧倒隐蔽。敌人设的是“连环堡”，要炸
掉正面的大地堡，李家发必须先炸掉左
边的护卫堡。他忍着伤痛，艰难地向护
卫堡接近。
“轰！”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李家

发的右腿被弹片洞穿，鲜血直流。他咬
紧牙关拖着两条血腿，顽强爬行，使出
浑身力气扔出手榴弹，成功摧毁敌护卫
堡。紧接着，他又强打起精神，用炸药
摧毁了敌大地堡。随后，剧烈的疼痛使
他昏迷过去。
“冲啊！”障碍清除，官兵向前冲

锋。但没过多久，敌人的重机枪声再次
疯狂嘶叫起来。冲锋的战友一个个倒
下了。原来，狡猾的敌人还在山顶处构
设了一个易守难攻的隐蔽暗堡。

被炮火震醒的李家发看到了眼前
的一切。如果天亮还拿不下主峰，整场
战役有可能前功尽弃。但他所带的弹
药已全部用尽。怎么办？李家发毅然
决然地张开双臂，向地堡猛扑过去，用
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用生命为连
队抢回战场主动权……

岁月流转，英雄永恒。在该旅官兵
心中，战斗英雄李家发从未远去。他的
英雄血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官兵，向
强军高地勇猛突击，再续荣光。

二

“一个士兵是一座山峰，一支雄师
是一道长城……”多年前，该旅前身部
队史馆馆长张庆秋结合李家发等英雄
事迹，谱写了这样一首歌，被官兵广为
传唱，现已成为该旅的旅歌。

如今，张庆秋已步入花甲之年，但
他仍坚持到旅史馆义务讲解。遇有新
兵下连、新干部入营、重大纪念日等，他
都会自告奋勇担任“解说员”。他说，自
己多年来的坚持只为一个信念——让
英雄的血脉代代相传。

几年前，部队组织由张庆秋与抗美
援朝老兵曹家麟等 12人组成的志愿军
老战士代表团，到朝鲜访问。张庆秋专
程赶赴李家发曾经战斗过的那片山野，
收集英雄战斗事迹。返回部队后，他又
结合调查情况，将李家发的事迹进一步
扩充完善。

20多年来，张庆秋一趟趟地远行，
为 200多名烈士写下生命挽歌，其中有
30多位烈士的事迹被收入《中国人民志
愿军英模功臣烈士英名录》等文献。

张庆秋是这支部队珍视历史荣誉、
传承英雄血脉的代表。而正是一茬茬官
兵的赤诚坚守，“红色名片”才越擦越亮。
“现将胡城玮同志取得的荣誉记入

营荣誉册！”该旅战士胡城玮因休假期
间勇闯火场解救被困群众，被集团军表
彰为 2020 年 度“感动集团军年度人
物”。他领奖返营后，营里又为他举行
了一场个人事迹报告会。在全营战友
的见证下，胡城玮的事迹被载入营史。
“引导新时代官兵传承红色基因，

需要不断创新践行载体。”该旅领导介
绍，去年年初以来，他们开展“以身写
史”群众性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官兵用

实际行动传承赓续红色血脉。官兵争
当典型、争进旅史、争上荣誉墙的热情
被激发出来。胡城玮的事迹，正是该旅
年轻官兵传承“两敢”精神的生动体现。
“哥哥，我来看您了！”2019年 12月，

李家发的妹妹李家英受邀“回家探
亲”。在交流中，李家英和官兵分享了
自己多年坚持讲述李家发故事、弘扬抗
美援朝精神的点滴回忆：“如今老家的
家发镇上，修建了李家发纪念馆，中学
也以‘家发中学’命名……”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先烈精神要

落实在岗位上！”座谈会上，该旅“家发
班”第 20任班长杨文海代表全体官兵告
诉李家英，“请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李家
发精神传承好，练好打仗本领，当好新
时代‘家发传人’。”

红色之火，越燃越旺。近年来，该旅
持续开展以“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强
军”为主题的红色故事讲解活动；举行
“战歌嘹亮砺军魂”系列主题歌咏活动和
“两敢杯”军事体育竞赛；编印《战功》《战
例》《战将》等资料……去年年初，该旅作
为集团军部队军史传承的标杆单位，被
上级赋予军史长廊建设试点任务。

三

“李家发！”“到！”
晚点名时呼点英雄名字，是该旅坚

持多年的优良传统。这既是追思亦是
催征。
“我身边很多战友都有一段追寻英

雄的经历。”该旅 4营 11 连上士曾广全
向我们讲起了一段自己的经历——

刚到新兵连时，曾广全连续几次战
术课目考核成绩都是“垫底”。这让他
情绪失落，开始畏惧训练。

那天，连队组织新兵到“家发班”参

观。曾广全说：“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来
到了英雄所在的部队。”他认真观看抗美援
朝影像资料、聆听李家发的战斗故事，又趴
在展柜上端详李家发的立功喜报许久。

那夜，曾广全心绪难平。“在英雄的
部队不能当怂兵”，他下定决心拼搏一
回。为了体会动作要领，曾广全冒着严
寒脱掉棉衣，在冰冷的地面一爬就是一
上午，手臂、膝盖被磕得青一块紫一
块。在临近下连的一次考核中，他终于
以优异成绩夺得战术课目考核第一名。

从军多年，当一名像李家发那样勇
猛的士兵，成为曾广全不变的军旅追
求。去年 9月，上级选拔人员参加“狙击
精英”集训，曾广全主动请缨。在比武中，
他凭借扎实的军事素养，打破了陆军超
限狙击射击纪录，勇夺“狙击枪王”称号。

时代在变，但是官兵的冲锋脚步从
未停歇。在该旅，像曾广全一样的官兵
还有很多，如国际比武场上打着绷带斩
获 1金 2银的女兵杨叶、海外维和直面
生死的蓝盔营长张勇等。官兵在练兵
备战热潮中激起的每一朵浪花，都闪现
着英雄的精神光芒。

2019年 11月，在一场实兵对抗演练
中，该旅“家发班”在战场机动数百公里
后放弃休整机会，向连队请战作为“尖
刀班”，为后续作战打开通道。随后，
“家发班”官兵顶风冒雪连续战斗十余
个小时，摧毁“敌军”多个火力点，成功
打开一条战场通道。

多年来，该旅历经数次调整，练兵
备战的足迹从内地到大漠、从平原到高
山，官兵始终气血充盈、斗志高昂。这
源于部队将英雄战旗高高擎起，不断赓
续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成练兵备战的强
大动力。英雄精神的火种，持续点燃着
官兵精武强能的火热情怀和向着胜利
冲锋的血性胆气。

冲锋的脚步
■张德煜 肖 磊 本报记者 韩 成

聚光灯下，节奏强烈的乐曲渲染着
紧张气氛，身披救生衣的“班长”通过转
身、回旋、跳跃等舞蹈动作，巧妙演绎了
接过战士手中沙袋的过程，而后随着一
阵惊雷响，“班长”狠狠地将沙袋砸在
“管涌”处……

这是今年武警安徽总队“五个十
佳”颁奖晚会中，舞蹈节目《立皖安澜》
中的一幕。在为时 6分钟的节目里，该
总队文艺骨干集训队 12名战士用刚劲
有力的舞蹈动作，讲述了抗洪官兵团结
一心、与洪魔顽强搏斗的故事。
“虽然我不懂舞蹈艺术，但从《立

皖安澜》演出开始的那一刻起，自己
仿佛又回到了抗洪现场，感受到抗洪
官兵的那股英雄气！”台下，曾参加过
抗洪任务的某机动通信中队战士侯
耀宇说。
“舞蹈表演没有任何语言说明，

《立皖安澜》之所以能得到大家的认
可，就是因为 12名舞蹈演员本身就是
普通一兵，他们所表演的是自己亲历
的故事。”作为节目主创之一，晚会导
演、总队新闻文化工作站干事翟伟对
此深有体会。

去年，安徽多个地区遭遇洪涝灾
害。该总队官兵闻令而动，先后分赴 3
个方向、12个地市、数十个险工险段，
执行抢险救灾任务。“我们表演舞蹈的
12名战士都参加了抗洪抢险。”参演战
士、芜湖支队机动二中队下士李帮朝
说，“堤坝上的沙袋有多重、洪水有多
急、太阳有多毒、身体有多累、团结的力
量有多大，我们都实实在在地感受过。
这些都为节目排练打下了动作基础和
情感基础。”

抗洪结束后，包括《立皖安澜》参演
者在内的 24 名文艺骨干几乎未经调
整，就直接参加总队第三期文艺骨干集
训。1个月的基本功强化训练后，集训

队开始转入晚会的创作编排。参训的
24 名学员纷纷献计献策，排练厅里的
讨论常常持续到深夜。舞蹈、小品、相
声、表演唱，节目类型虽有区别，但无一
例外都取材自基层官兵，融汇着兵的生
活与情感。在这些节目中，舞蹈《立皖
安澜》无疑是耀眼的一个。
“舞蹈编创前，我们首先选定了一

首基础的背景音乐。令人惊喜的是，大
家听着音乐很自然地就做起了舞蹈动
作。”节目编导张剑回忆，“大家边听音
乐边琢磨，把抢险救灾现场的动作慢慢
演绎成舞台表演动作。”

在舞蹈所展现情节的设计上，参演
官兵纷纷献出了自己的抗洪故事：“当
时最佩服党员突击队，他们受领的任务
最多，永远冲在最前面”“班里的战友脚
扭伤了，但他强忍着不让我们看出来，
直到任务完成”“每当感到疲惫的时候，
我就看一眼迎风挺立的红旗”……张剑
边听边记，大家的一言一语很快转变成
舞蹈中的一个个情节设计，道具、服装、
灯光等元素也在大家的补充下逐渐丰
富起来。
“我们排练磨合工作进行得非常

顺利。即便是遇到一些难点的动作，
大家也都拼尽全力去完成。”参演队
员、滁州支队机动中队下士戴仁杰认
为，台上的每一个舞蹈动作都是对那
段战斗青春的纪念，每名战友都渴望
把节目演好演精彩。

在经过 4 次改编和调整后，12 名
参训队员终于把这段“波澜壮阔”的军
旅青春搬上了舞台。受疫情影响，节
目演出时，在现场观看节目的战友并
不多，但在网络直播平台，累计有超过
80 万名网友观看了晚会，总队全体官
兵也在视频会议系统终端同步收看了
晚会节目。

对翟伟、张剑以及参演官兵而言，
舞蹈结束、场灯暗下的那一刻，他们再
次深深感受到——兵的味道兵知道，只
要坚持文艺从兵中来，演员从兵中选，
就一定能讲好兵的故事。

舞蹈《立皖安澜》——

兵的味道兵知道
■倪忆炎 蔡啸天

“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
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
殷雷。”默诵着一大代表董必武的诗篇，
在江南最美四月天里，我来到中国共产
党人心中的圣地——嘉兴南湖，登上湖
心岛上的烟雨楼。

烟雨楼，是南湖湖心岛上的主要建
筑。楼前匾额上，董必武所书的“烟雨
楼”三个大字遒劲有力，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烟雨楼始建于五代后晋时期，楼
名取自唐代诗人杜牧的佳句“南朝四百
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楼共两
层，高约 20 米，建筑面积 640 余平方
米。整座楼重檐飞翼，朱柱明窗，雄伟
壮丽，古朴典雅。苏轼等众多文人墨客
曾在此留下诗篇。

我们登楼之时，原本细雨纷纷的天
放了晴。明媚天光下，被碧波荡漾的南
湖围抱的湖心岛上草长莺飞，杨柳垂

青。站在二楼窗前，抬头远眺，但见南湖
之上，水汽氤氲。那艘著名的红船，就停
泊于烟雨楼下的堤岸旁。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由于会
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为
使会议能安全进行，大会采纳了大会工
作人员、一大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
议，决定将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举行。

王会悟是嘉兴人，她先于代表去嘉
兴安排，租了一条江南常见的丝网船。
会议最后一天，一大代表们一早从上海
乘 104次早班快车来到嘉兴。他们从狮
子汇渡口登船，到了湖心岛，由小拖梢
船上了丝网船，又以游湖为名，把船开
到湖心，继续开会。

彼时的南湖，烟雨迷蒙，景色宜人，
但代表们无暇欣赏胜景。他们紧张而激
动地进行着在上海未能完成的一项项议
程：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闭幕时，已是渔舟唱晚时分。
代表们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齐声轻呼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
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就是在这样一艘普通的木船上，一
个伟大的政党诞生了，在中国革命这部
恢宏壮丽的交响乐上，谱下了一个震撼
人心的起始符。那时又有谁能想到，就
是从这里开始，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
走，中国革命开始走向燎原之势。这条
船，因此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
的名字——“红船”。历经风雨的烟雨
楼，得以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
大事变，成为距离中国共产党历史原点
最近的地方之一。

郭沫若曾写下这样的诗篇：“又披烟
雨上楼台，革命风雷气象开。菱角无根
随水活，一船换却旧三才。”静静矗立的
烟雨楼，宛若历史的老人，成为一个大党
百年奋斗历史的见证者。遥想当年，它
注视着来到南湖的代表们，听到了代表
们那发自肺腑的呼声，又目送着这些年
轻人怀揣梦想，奔向四方，播撒火种。它
用一道道沧桑的痕迹，为后来人讲述着
那神圣时刻留下的历史细节。

隔着100年的时光，我伫立在烟雨楼
上，眺望清波荡漾的远方。那艘伟大的红
船，正安静地泊在水面上。南湖周边，楼
宇林立，车水马龙，高新科技产业园蓬勃
发展，特色小镇、文创园地风生水起，一个
以红色为底色的现代嘉兴正在大步向前。

南湖堤岸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
绎不绝地上前跟红船合影留念。南湖革
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今年来南湖的人
特别多。是啊，在党的百年华诞到来之
际，历史深处传来巨大的力量，让人们不
断得到心灵的启迪和理想信念的召唤。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
神永恒。百年日出，百年沧桑，红船摇
曳在烟雨楼前，正见证着一个大党新的
航程。

又披烟雨上楼台
■袁丽萍

到高原驻训后，作为“田都来班”的
班长，我经常在连荣誉室为前来参观的
战友介绍“孤胆英雄”田都来的战斗事
迹。每次介绍时，我都感到很骄傲自
豪。英雄的事迹深深影响了我，我也想
让更多战友从中汲取力量。

2015年，当我还是一名上等兵时，
团队赴喀喇昆仑高原执行任务。我的
高原反应特别强烈，当时我想得最多的
就是尽快“逃离高原”，打算到期就退
役。指导员李青青了解到我的想法后，
给我安排了个任务：根据战斗英雄田都
来的回忆录和一些当时的资料，把连史
中田都来的战斗故事补充完整。

整理过程中，那些翔实描述的战斗
场景深深震撼了我——

1959年 7月 6日下午，田都来所在
的某红军团四连参加围歼纳木湖叛匪
的战斗。当官兵接近敌人时，1名匪徒
突然从前方塄坎后闪出。不能让敌人
逃脱！机枪手田都来勇猛地追击上去，
生擒了敌人。

当田都来回来赶上队伍时，又发现
连队正前方 60多米处的水沟里还趴着
一群匪徒。田都来主动请求前去消灭
敌人，获得班长同意。他提上枪敏捷地
跃进凹地，匍匐前进。在他距离敌人
20多米时，敌人发现了他，并朝他开枪
射击。他巧妙利用地形地物，在班长机
枪火力的掩护下，一个滚进后，取出 4
颗手榴弹，奋力投向敌群。

班长见机也迅速冲了上来，却不幸
胸部中弹牺牲。这时，敌人见只剩田都
来一人，便挥着大刀冲了过来。田都来
脱下帽子盖在班长脸上，悲愤地说：“班
长，我给你报仇！”随即，他拿起班长的
步枪向敌射击，消灭了前面的敌人。

子弹很快便打完了，敌人仍在疯狂
地扑过来。田都来把最后一颗手榴弹
投向敌群，随后便与匪徒展开了白刃格
斗。一个匪徒冲到他身边举刀便砍，他
用枪托猛力将敌刀击落。待敌弯腰抓
刀时，他又用枪托狠狠地朝敌人头上砸
去。这时，又有两个匪徒举刀向他刺
来。其中一个匪徒，一刀戳穿了他的右
大腿。他趁敌人拔刀时，忍着剧痛，双
手举起枪托用力向后砸去，击倒了敌
人。后面又上来几个匪徒，将他围在中
间。田都来临危不惧，浴血奋战，双手
抡起步枪，勇战群匪，终因身体多处负
伤，昏了过去。千钧一发之际，我方援
军冲了上来，很快消灭了敌人，救起了

田都来。
田都来只身勇战群匪，负伤 13处，

歼敌 11名，被原西藏军区授予“孤胆英
雄”荣誉称号，光荣地出席了西藏军区
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9年去北京参
加国庆观礼，他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亲切接见。

史册上关于这些战斗场景的描述，
让我沉思良久。几天后，我向指导员提
交了留队申请。我在申请中写道：“‘红
四连’的连魂发轫于高原，我要像田都
来那样当战斗标兵。”

英雄并非天生强大，而是懂得坚持
和奋斗。从那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勇往直前，在各级比武竞赛中屡屡
夺魁，也如愿当上了“田都来班”的班
长。如今，我们横穿百里风区，翻过高原
达坂，来到这块长眠着革命先烈的热
土。衷心希望战友们能在挑战生理极限
中学会坚持，不负英雄传人的威名。

（高 群推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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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以身写史”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官兵用实际行动传承英雄精神，践行铮铮誓言。图为该旅

“红一连”官兵在考核中吹响冲锋号。 郭 鑫摄

作品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