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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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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6300 多公里。流域面积：180 万平

方公里。

两个数字交汇出的大江，横贯大半个中

国。每一分钟，就有约 183 万立方米长江水奔

流入海。

波澜壮阔，这个词汇从看到长江的每个人

心中跳出来。对 72 年前那群面对长江的年轻

革命军人来说，江风中还带着一份血性与豪气。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镜头对准

1949 年的长江，你会看到一个将改变中国历

史的事件正在发生——

1949 年 4 月 20 日晚，气势如虹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集结在长江沿线，强渡长江。

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那一段千难万险

的渡江历程，在许多人眼中仍是一个谜一样

的存在。

是什么照亮了那晚长江上空的夜幕？

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先遣渡江英雄

连”指导员刘斌斌的答案，和大多数人不同。

“渡江，从 14 天前的夜晚就开始了。”4 月

6 日，“先遣渡江英雄连”从安徽叶家墩一带出

发，突破重兵把守的沿江防线，插入敌后 100

公里，获取了大量沿江纵深布防情况。

渡江战役世人皆知。那支 14 天前便抵达

对岸的英雄部队，却如同那晚渡江一样悄无

声息，隐匿在人们视野之外。

在“先遣渡江英雄连”官兵心中，渡江战

役 14 天前那个鲜为人知的夜晚，更让人心潮

澎湃。记者走进“先遣渡江英雄连”，寻找那

个夜晚蕴藏的秘密与力量。

渡过历史的大江，找到
心中的彼岸

长长的水草间隙，两个小伙子头戴水草

编织成的草帽，站在齐腰深的水里。

对岸的泥泞江滩以及新铺设的铁丝网出

现在他们的望远镜里，那是他们侦察的重点。

60 多年前，黑白电影《渡江侦察记》中的

影像，映在“先遣渡江英雄连”新兵的眼中。

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让这一幕极具

历史张力。对当年的人们来说，这部电影是一

次影像的盛宴。对“先遣渡江英雄连”官兵而

言，这部电影带给他们的是归属感和自豪感。

每年新兵下连，“先遣渡江英雄连”都会

组织他们观看《渡江侦察记》。通过银幕，连

队历史展现在一代代官兵眼前。用连队指导

员刘斌斌的话说，“这是一种仪式，更是心灵

上的传承。”

15 年前，陈坡还是一个新兵。在连队，他

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状态是“懵懂的”。15年

过去，四级军士长陈坡已是连队最老的兵。这

部电影，他陪新兵们看了不知多少遍。“没动力

了、不顺心时”，他都会看看这部电影。

70 多年来，这支部队数次转隶移防，从侦

察连到海防连，变化是巨大的。

“对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英雄连队，首先

要渡过历史的大江，要找到心中的彼岸。”刘

斌斌说。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百年征程中，许许

多多共产党人凝聚在伟大旗帜下，向着民族

解放、国家独立、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彼

岸，英勇奋斗。

寻找彼岸，不是单纯追寻前辈的脚步，更

要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定位。对今日海防连来

说，彼岸就在他们心中。

如果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当

年先辈们心中的彼岸，那如今国泰民安，就是

官兵坚守的意义。

“连队负责巡逻的海岸线上百公里，经常

需要穿过闹市区，每次经过，我都有一种幸福

感。”连长李道赢说。入伍 14 年，从驻守海岛

到守护城市，他对坚守的理解不断变化。

李道赢来自河南商丘的一个小村子。儿

时，他在乡间空地上第一次看到《渡江侦察

记》，“电影一开场，大家都会安静下来。”

李道赢没想到，自己会来到这支英雄的

部队。历史的脚步匆匆，侦察连早已变成了

海防连，“但一样是为了保家卫国”。

对李道赢和连队官兵而言，彼岸是他们心

中的家国。明晰了这一点，无论前路有多长，他

们的脚下总能生出力量，步伐总能迈得更踏实。

相遇，发生在一个连队
的历史和现实之间

纸笺上的铅字在镜片中放大，91岁老兵荆云

山拿放大镜的手微微颤抖，声音却很有力量。

视频另一头，“先遣渡江英雄连”70 周年

连庆现场，老人颤抖的手在刘斌斌瞳孔中放

大。这一幕，深深触动了他的心。

2019 年 4 月 6 日，“先遣渡江英雄连”70 周

年连庆现场，当年渡江战役的战斗英雄荆云

山发来了视频祝贺。

在现场这些年轻官兵心中，荆云山是传

奇英雄；而在荆云山心中，他永远是“先遣渡

江英雄连”一排三班的一员。

相遇，发生在 91 岁老兵和 28 岁指导员身

上，也发生在一个连队的历史和现实之间。

现场，300 多名“先遣渡江英雄连”老兵汇

聚一起，和连队全体官兵共同度过了这个特

殊的连庆日。

连 队 荣 誉 室 里 ，珍 藏 着 一 个 特 殊 的 横

幅。“身在渡江连，建设渡江连。离开渡江连，

想着渡江连。”红色横幅的白色大字旁，签着

300 多位老兵的名字。

一个名字，就是一个故事——

何云科，“先遣渡江英雄连”的老连长，曾

被毛主席亲切接见；龚满喜，1978 年底从“先

遣渡江英雄连”退伍，2 年后二次入伍，参加边

境自卫反击战……

“历史和英雄离我们如此之近。”当连史

里那些名字变成真人，出现在上等兵杨拯面

前，他心中的震撼无以言表。

这次连庆能有这么多老兵参加，还要从

那本入选北部战区陆军“书上荣誉室”系列丛

书的连史说起。

当初担任排长时，刘斌斌负责介绍连队荣誉

室。他发现，荣誉室的陈列内容以图片居多，缺

少文字性记叙，能把连史讲清楚的官兵并不多。

为了重编连史，刘斌斌翻阅军史和县志，

咨询退伍老兵，四处收集资料。经过半年努

力，他从所有资料中梳理出 289 张图片、8000

多字的连史。

编写连史的过程，也让刘斌斌想通了困扰

自己多年的一个问题：时隔数十年，渡江这两个

字，对今天的连队官兵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来自河北唐山，很多来自北方的战友和

我一样，都没见过长江。”刘斌斌说，“以前，长江

对官兵而言，更多的是连史中的一个词语。”

问题的答案，藏在巡逻路上。100 多公里

的距离，在现代社会本不算什么，但在日复一

日的巡逻执勤中，这 100 多公里就成为一个

“漫长”的概念。

“一个没有时间的地方。”这句话写在官

兵巡逻的路上。72 年过去，横亘在连队官兵

面前的，不再是那条波澜壮阔的大江，而是那

条长长的海防公路。

对 他 们 而 言 ，长 江 不 再 只 是 一 条 河 流 。

这条承载连队历史的大江，已经成为所有“先

遣渡江英雄连”官兵的精神地标。

在海防公路上巡逻，其实就是在追溯这

个精神地标。这种追寻与守护让官兵们每一

天的训练和生活充满意义。

争渡，是这支英雄连队
在时代浪潮中的姿态

走进连队大门，连长李道赢在一面墙前

站定，敬了个军礼。墙面上，“先遣渡江英雄

连”的战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是我们连队特有的报到方式，休假或

出差回来的每名官兵，都会在这面墙前给连

旗敬个军礼。”李道赢说。

这面战旗代表着连队官兵的战斗精神。

正如“先遣渡江英雄连”连歌所唱：“让革命的

战斗作风永远发扬。”

“我们连的‘脾气’比较倔。”在四级军士长

王志亚看来，这种“倔”在遇到任务时尤其明显。

那年盛夏，连队承担北部战区陆军某集

训任务演示，主要负责宿营部署和班进攻战

斗 2 个课目。

正逢雨季，连队先后 3 次更换宿营场地。

考虑到宿营条件变化，王志亚和通信班班长

卢海涛等几名战友，连续 4 天加班到凌晨，将

一台运输车改装成炊事操作车，既利于快速

架设，又便于机动和伪装。

“演示完，兄弟单位的领导纷纷问我要联

系方式，询问我们改装方法。”想起那天的场

景，王志亚笑了。

另一边，上士郭朋威带着膝伤，在泥水齐

膝的战壕进行班进攻课目训练。数百米的距

离，一天冲刺十几次，郭朋威和战友拼尽全

力，圆满完成演示任务。

连队每名官兵都格外珍惜每一次任务，

这是他们向这支英雄连队证明自己的机会。

时代在变，这支部队那股精气神却传承

了下来。

回到连队，郭朋威走到战旗那面墙前报

到，敬了个礼。

争渡，是这支英雄连队在时代浪潮中的

姿态。

“先辈创业垂千古，擎旗自有后来人。”战旗

墙两侧白色油漆书写的两行大字映入眼中，

刻在心底，郭朋威走向未来的勇气又足了几分。

上图：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先遣渡江

英雄连”官兵执行巡逻任务。

刘斌斌摄

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先遣渡江英雄连”—

争渡，在时代的浪潮中
■本报记者 谭靓青 特约通讯员 叶 楠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72 年前，

“先遣渡江英雄连”老前辈为了这个理想，

在总攻前 14 天提前渡江，舍生忘死。

72 年过去，连队改编为北部战区陆军

某海防旅海防连。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连队全体官兵

自觉发扬“战天斗地，敢打硬拼，把红旗第

一个扛过长江”的先遣渡江精神，听党话，

跟党走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身改革强

军。

连队的荣誉，老兵们没有忘，我们这

些后辈更不能忘。精神的传承，是对连队

光荣历史最好的致敬，也是对那些牺牲奉

献的英雄们最好的祭奠。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连队，一茬茬老兵

离开了，带着先遣渡江精神开枝散叶；一

茬茬新兵来了，传承前辈们的红色基因，

接力奋进，为守护美丽中国贡

献一份力量。

传承是最好的致敬

■政治指导员 刘斌斌

我是 2016 年入伍的大学生士兵。来

到连队，我第一次看到了那面写满沧桑的

战旗。向那面“先遣渡江英雄连”旗帜敬

礼那一刻，我许下了自己的诺言。

在这个连队，干部、党员、班长，人人

都是一面旗。越是艰巨的任务，我们越是

争着抢着上，拼了命也要高标准完成。人

可以累倒，但“先遣渡江英雄连”的那面旗

帜绝不会倒。

我还记得，有次我们连接到任务，要

转移装载数十吨火炮弹药。8 月的天，骄

阳似火，大家的针织手套换了三四副，手

上都磨出了血泡。

我 们 用 两 天 时 间 提 前 完 成 了 任 务 。

我看到连长爬到车顶上，手里举起连旗奋

力挥舞着，然后稳稳插在车顶。全连官兵

望着连旗兴奋地呐喊，脸上洋溢着自豪的

笑容。

连 旗 在 ，先 遣 渡 江 精 神 就 在 。 那 感

觉，就像打了胜仗一样，直到现在想起来

还令人兴奋不已。

人人争当一面旗

■一班班长 王宏杨

拖完值班室最后一块地板，中士曲翔站在

窗前，远眺窗外的热闹，心里有些遗憾。

2019 年 4 月 6 日 ，是“ 纪 念 先 遣 渡 江 侦 察

作战胜利 70 周年”的重要日子。300 多名老兵

回到老部队参加连庆，他们中许多还是战斗

英雄。

听到这个消息，连队官兵一有空便钻进荣誉

室，瞅瞅连旗皱不皱；掐掐被子，看看内务标准高

不高；摸摸门框，看卫生死角打扫干净没有……

曲翔也不例外，他把室外的灌木丛修剪整

齐，誊写展板上的内容时也格外仔细。官兵们

就是想让前辈们看看——渡江连，还是当年那

个渡江连！

“连长，我也想迎接老兵。”曲翔憧憬着和

老兵们见面交流的场景。

“ 上 午 要 和 旅 作 战 值 班 室 进 行 无 线 电 通

联，这很重要。”时任连长邹浩的嘱咐让这位报

务员顿感失落。

担任报务员几年来，曲翔每天要定上好几

个闹钟。后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半夜

都会到点自然醒。

连庆当天，营区里的欢迎仪式热闹非凡。

老兵们擎着连旗，以连纵队形式步入会场，现

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电台值班室里，曲翔

认真地发报，不敢有任何闪失。为了不影响工

作，发报室的门是关着的。

“咚咚咚”，几下敲门声打破了发报室的宁

静 ，一 名 老 兵 走 了 进 来 。“ 小 伙 子 ，这 是 电 台

吧！我能操作一下吗？”老兵问。

没想到，这位老兵也会操作电台，曲翔一

脸惊喜。原来，今年已经 67 岁的老兵杜家祥，

曾经也是一名通信兵。当年，他靠着精湛的专

业技术，成长为通信集训队的教练员。

虽然通信装备早已经不同以往，但是杜家

祥一眼就认出来发报用的电键。

“小伙子，咱们通信兵手中的装备虽然不

起眼，关键时刻却能决定战斗胜负！当年我们

连的前辈去到长江对岸，正是依靠无线电上报

了敌布防情况。”杜家祥说，“我们那时的条件

可比现在差多了，操作的电台还得手摇发电，

需要背负沉重的装备进行收放线训练。”

两代通信兵的相遇，既是青春与历史的

对话，又是那段红色历史的回顾和精神传承。

曾经，看着身边战友手中的武器装备一

次次升级换代，曲翔无比羡慕：“都信息化时

代了，为何我们通信兵还要‘滴滴嗒嗒’按

电键？”

那 天 ，老 班 长 杜 家 祥 的 一 番 话 ，让

曲翔意识到了自己战位的价值。靠着

一 股 不 服 输 的 劲 头 ，曲 翔 两 次 获 评

优秀士兵，很快成长为连队通信班

班长。

战 时 指 点 千 军 万 马 ，平 时

传送要闻讯息。每当有新兵

来到班里，曲翔总会给他们

讲通信兵前辈的故事，告

诉他们，“成为‘先遣渡

江 英 雄 连 ’的 通 信

兵，应该感到自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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