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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杨德龙，2006 年 12 月入伍，现任

65447部队 51分队政治指导员。曾荣

获联合国二级和平荣誉勋章，两次荣获

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荣立二等功1次、

三等功 5次。2020年 10月 20日，被表

彰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

双拥影像

热点聚焦

人物风采

军地时评

安徽省休宁县石屋坑村是皖南一

带有名的“支红村”，全村 89 户人家每

家每户门把手上都系着红布条。1934

年至 1935 年初，方志敏和寻淮洲率领

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敌人打游击，转移至

这里休整。白色恐怖笼罩下，机智的村

民在家门口系上红布条，向红军发出联

络信号：“我家可靠，可以来我家养伤避

险，我会保护你。”村民们为了掩护红

军，有多人被捕牺牲，却没有一人当叛

徒……至今，这里的村民仍保留着在自

家门把手上系红布条的习俗。

而在江西省奉新县一中，68 岁退

休教师胡奉诚至今保留着祖父胡前应

留下的两块红布匾，其中也有一段感

人的往事。1949 年 5 月，一支解放军

部队进入奉新县甘坊镇。由于当时人

们对解放军缺乏了解，不少商家选择

关门躲避。在镇上经营杂货店的胡前

应坚持留在店里。他亲眼目睹了解放

军睡在屋檐下，没打扰一户居民。感

动之余，他当即把店门全部打开，请解

放军来店里留宿，并主动帮助伤员治

病。为了感谢胡前应的义举，解放军

送来两块红布匾，分别写有“医如春

霖”和“施医四方”字样。至今，两块红

布匾被全家人视为传家宝。

一块红布条，两块红布匾，看似民

间 寻 常 之 物 ，其 实 饱 含 军 民 鱼 水 深

情。它们已经成为人民与军队血脉相

连的历史见证。

当年，红布条被群众系在门把手

上，就是保留着革命的火种与希望。

如今，红布匾被群众珍藏，就是珍藏着

军民鱼水深情的美好记忆。他们维

系、珍藏与传承的岂止是红布条与红

布匾，更是铁心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是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是一脉相承

的红色基因。

从八一南昌起义官兵们系在手臂

上的红带子（又名牺牲带），到抗日战

争聂荣臻签署的“树叶训令”；从红军

长征苏区人民拆掉门板为红军搭设过

河浮桥，到淮海战役人民群众推着小

车支援前线；从 98 抗洪“人在阵地在”

的铿锵誓言，到 2020“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恢宏宣示，一段段红色历程、

一个个红色故事，无不深烙着红色印

记，洋溢着军民鱼水深情，汇聚着信仰

信念的力量。

聂荣臻元帅时隔多年回忆起冀中

群众为部队筹粮、送粮场面，仍满怀感

动；陈毅元帅回忆淮海战役群众踊跃

支 前 场 景 ，盛 赞 居 功 至 伟 的“ 小 推

车”。为什么老百姓愿意当人民军队

的“后勤部”？为什么共产党可以“唤

起工农千百万”？答案就在共产党及

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同甘

共苦的鱼水深情、血肉情谊。这是我

党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动力所在，也是红色成为共

产党人和革命军人本色的根本所在。

红色是革命的颜色，也是双拥的底

色。红色基因中有信仰，能够使我们

“不畏浮云遮望眼”；红色基因中有定

力，能够使我们“千磨万击还坚劲”；红

色基因中有成功之道，能够使我们深谙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改变世界不需要魔法，只需要我们发

挥出内在的力量。”历史和现实昭示我

们，筑起军民团结、牢不可破的新的钢

铁长城，既需要从昨天的红色故事中汲

取丰富营养，也需要从今天正在做的伟

大事业中激发奋进力量，更需要从明天

的宏伟蓝图中标定前行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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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收到了一直资助的学生

张子超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因学习成

绩优异被选中参加区里组织的竞赛。

得知这个消息，我深感欣慰。

2006 年 12 月，我参军入伍。在 3 个

月新兵训练中，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那次

参观连队荣誉室。时任连队指导员杨

松涛在荣誉室内指着一顶被击穿的日

军头盔讲起一段历史：1939 年除夕夜，

连队夜袭安徽安庆城内守备日军，将缴

获的 500 多公斤牛肉全部分给当地百

姓，让大家过了个好年。战斗中缴获的

这顶日军头盔，成为歼灭敌人打击敌

人、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的生动见证。

荣誉墙上，还挂满了一张张扶贫助

学、援建地方的纪实图片。当时，我暗

暗立下誓言：一定要传好手中的接力

棒，当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兵。

新兵下连不久，部队就受领援建地

方参加植树造林的任务。能够为第二

故乡贡献一分力量，我当然很激动。没

想到，因前不久训练时右手拇指不慎割

伤，我被安排留守营区。对此，我心有

不甘，立即找到指导员，坚决请求参加

援建行动。指导员见我态度坚决，最终

同意了我的请求。植树过程中，我用左

手和右臂协同，完成了与其他战友一样

的工作量。

这么多年过去了，拇指上的伤疤越

来越浅，可它总能激励我：为人民服务，

什么时候都不能掉队！

2013年 8月，黑龙江上游泄洪，下游

水位上涨，驻地附近的昂昂溪区、肇源区

告急。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向大堤集

结，展开紧急救援。在大堤上，我带领班

排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抢运沙袋。官

兵们都清楚，如果跑慢了，群众生命和财

产就会有危险。我清楚地记得，堤坝加

固完成后，现场一位老大爷那番朴实的

话语：“1998 年嫩江抗洪，解放军就是这

样跑步来到大堤的，跑步运沙袋还跳进

水里。今天解放军还是跑着来的，有你

们在，咱老百姓就放心啊！”

人 民 军 队 爱 人 民 ，人 民 军 队 人 民

爱。人民群众每一次肯定，都是我和战

友们前进的动力。

2016 年 ，在 一 次 部 队 和 驻 地 学 校

组织的共建活动中，我结识了一名特

殊的小学生。在连队参观时，他一直

很沉默，不像其他小学生活泼好动，一

个 人 有 些 孤 独 ，眼 神 也 总 是 躲 躲 闪

闪。我询问老师后得知，原来他的父

亲经常酗酒，母亲又患有腰间盘突出

干不了重活，家里条件困难，特殊的家

庭环境让他幼小的心灵变得敏感和脆

弱。

“我得帮帮他！”那天，我下决心帮

助这个孩子成长成才。瞅准一个机会，

我蹲下身，握着他的手笑问：“我叫杨德

龙，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就是这一句话，我和这名小学生结

下了割舍不断的亲情。从那以后，我每

个月都会去看望他，为他带些小礼物和

童话书，逢年过节还会带他买新衣服，

但更多时候是陪他聊天，给他讲故事。

赶上部队驻训演习我实在无法看望他

的时候，战友们会替我去，他也因此得

到了更多解放军叔叔的关爱。如今，这

名小学生已经顺利上了初中，性格也变

得活泼开朗了，还当上了班干部。

去年，我被表彰为全国拥政爱民模

范，连队老指导员杨松涛获悉后发来短

信表示祝贺，勉励我要守住初心。回想

起来，我之所以能获得荣誉，也正是源

于杨指导员在我“兵之初”的那次教育。

时光荏苒，情怀如初。如今，我已

成为连队第 29 任指导员。工作之余，

我还担任了 8 所地方院校国防教育教

员，担负 5 所院校和企事业单位的军训

任务。经我倡议，全连官兵自发资助贫

困学生，先后 20 余次参加助民劳动，抢

险救灾勇敢冲锋。我坚信，为民服务这

个接力棒，一定会在一茬茬连队官兵手

中越传越远。

为人民服务，永不掉队
■

双拥模范话双拥

湖北省罗田县九资河镇太阳寨村，

位于大别山主峰脚下鄂豫皖革命根据

地腹地。村名“太阳寨”源自 1948 年春

刘邓大军完成挺进大别山牵制敌人的

任 务 后 北 撤 ，当 地 群 众 送 别 时 编 唱 的

“共产党是人民心目中的红太阳”和“大

别山，天了光；全中国，要解放”等红色

歌谣。

去年 10 月，太阳寨村 85 岁村民王

开明被表彰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他

和老伴洪利宜开办“军属之家”20 多年

来，带动更多人投身爱国拥军行列，近

千位军属加入这个大家庭，数千名新兵

在这里宣誓应征入伍。

特别求助催生“军属之家”

时针拨回到 20 多年前那个冬天。

当时，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已经开

始，太阳寨村民兵连长一脸愁容地敲开

了王开明的家门。原来，村里征兵任务

还没有多大进展。

王 开 明 是 当 地 有 名 的 烈 属 ，大 哥

王 脉 生 、姐 夫 官 楚 珍 早 年 参 加 红 军 游

击 队 ，为 革 命 献 身 。 多 年 来 ，王 开 明

一 直 热 心 于 国 防 事 业 ，村 里 遇 到 与 征

兵 、拥 军 有 关 的 事 儿 ，村 干 部 总 是 找

他商量。

“参军报国的传统不能断，让我儿

子去吧！”就这样，王开明将他唯一的儿

子送进部队。此后，他作为老烈属、老

军属，年复一年地行进在家乡“送兵”的

队伍里。

有 一 年 临 近 春 节 ，同 村 一 位 军 属

找 到 王 开 明 求 助 ：他 的 儿 子 在 西 藏 某

部 当 兵 ，入 秋 以 后 就 断 了 音 讯 ，电 视

里 报 道 西 藏 发 生 雪 崩 ，这 让 他 们 十 分

牵 挂 。 王 开 明 一 边 安 慰 他 ，一 边 通 过

人 武 部 了 解 情 况 ，确 保 军 属 一 家 安 心

过年。

儿行千里母担忧。如果有一个组

织，能让军属们有了困难相互帮忙，有

了喜讯相互分享，那该多好！王开明把

这 个 想 法 告 诉 镇 里 领 导 ，得 到 大 力 支

持。就这样，“军属之家”在王开明家里

成立了。县人武部专门赠订国防报刊，

相关部门帮忙架起了“热线电话”，在当

地驻守的部队官兵也常常过来帮助整

理战士和军属来信。

这 个 不 大 的 地 方 ，成 为 军 属 们 交

流思想、帮助部队做好工作、解除战士

后顾之忧的“温暖之家”。在百岁开国

将 军 孙 毅 生 前 题 写 的“ 军 人 军 属 荣 誉

室”牌匾下，大家争相展示儿女们的立

功喜报。

前 不 久 ，我 们 在 王 开 明 的“ 军 属

之 家 ”看 到 ，这 里 还 有 一 个 远 近 闻 名

的“三有三添三不 ”规矩 ：有了心里话

儿 一 起 说 一 说 ，有 了 高 兴 事 儿 一 块 乐

一 乐 ，有 了 困 难 相 互 帮 一 帮 ；给 军 人

子 女 添 动 力 不 拖 后 腿 ，给 当 地 政 府 添

亮 点 不 添 麻 烦 ，给 军 属 脸 上 添 荣 誉 不

抹黑。

拥军义举彰显博大情怀

2020 年 4 月 30 日，山东省立第三医

院专门致电王开明老人，感谢他赠送的

《经霜花更艳·战疫情更浓》富贵吉祥牡

丹图。

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山东省

对口支援黄冈市，先后派出 20 余支医疗

队，高强度连续奋战在抗疫最前线。为

表达对医疗队的崇高敬意，王开明让孩

子们约请画家朋友创作了 25 幅牡丹图，

分赠给山东参与援黄医疗队的 20 余家

医院。

王开明这样的义举，自开办“军属

之家”20 多年来已有过许多次。

2011 年 春 节 前 夕 ，驻 江 苏 徐 州 某

部 上 等 兵 方 亚 运 收 到 一 份 特 殊 的 年

货 —— 全 军 军 校 招 生 考 试 复 习 资 料 。

与方亚运一样幸运的，还有 19 名驻青

岛 、张 家 口 等 部 队 湖 北 罗 田 籍 战 士 。

2011 年全军军校招生考试复习资料出

版 的 信 息 一 经 发 布 ，王 开 明 老 两 口 便

拿出平时省吃俭用的 3000 元钱，让还

在服役的后辈帮助购买了 20 套复习资

料 ，赠 送 给 正 在 服 役 、有 报 考 军 校 意

愿 、符 合 条 件 的 罗 田 籍 战 士 。 记 者 采

访 时 ，王 开 明 动 情 地 表 示 ：“3000 元 说

多 不 多 说 少 不 少 ，花 在 卫 国 戍 边 的 战

士们身上，值得！”

涉及到拥军优属、支持国防建设的

事，再大投入王开明也舍得。

1949 年 10 月 1 日 开 国 大 典 ，后 来

被 授 予 共 和 国 开 国 大 将 军 衔 的 王 树

声（湖北黄冈籍）正在指挥部队剿匪 ，

还 大 别 山 一 片 净 土 。 那 一 年 王 开 明

14 岁 ，那段往事深深烙印在他和乡亲

们的心中。

为人民做事，人民不会忘记。2005

年 5 月 26 日，王树声诞辰 100 周年纪念

日，王开明花了 2 万多元，委托鲁迅美术

学院雕塑专家为大将塑像，并将塑像安

放在大别山主峰附近。那些钱，是王开

明当时种田的全部收入。

2016 年，当地遭遇特大洪灾。王开

明捐出了后辈孝敬的 4000 元钱，又与远

在北京的百余位老将军、老红军后代联

系，落实支持抗灾救灾事宜。“父辈并肩

战斗，后人携手抗灾”的佳话，极大地鼓

舞了抗洪一线军民。

2019 年 11 月，7 位老红军的后人慕

名“回家”到太阳寨村寻访父辈战斗足

迹。

红色收藏留存红色记忆

2020 年 10 月 20 日，王开明作为全

国 爱 国 拥 军 模 范 ，在 全 国 双 拥 模 范 城

（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

大会上受到表彰。会后不久，他便带领

家乡人民恢复太阳寨红军战斗遗址，在

当年欢送刘邓大军跃出大别山的“送军

石”旁的山崖上，刻下“红军万岁”“共产

党万岁”标语口号。

近 年 来 ，王 开 明 走 村 串 户 收 集 红

色文物，到市县党史部门复印资料，发

动在外工作的后辈帮助收藏了近百份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后 出 版 的 老 旧 报 纸 ，部

分报纸曾报道了解放军攻克罗田县城

的经过。

走进王开明夫妇的“红色集藏室”，

我们看到了当地最早党组织创始人李

梯云烈士参加进步组织的学习资料，当

地红军早期领导人肖方烈士的皮带扣，

红军缴获的国民党党部牌匾，抗战时期

出版的旧地图，还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大

别山剿匪资料等。党史研究专家称，这

些红色收藏，填补了当地红色历史研究

和展示的空白。

交谈中，我们得知，王开明近几年

还找寻老年朋友踏访“红军小道”，整理

发掘红军战斗故事、红军失散人员的经

历，考证“大别山，天了光；全中国，要解

放”红色歌谣的原创地，保护“红军列宁

小学”旧址，还原家门口古银杏树“三迎

红军”“红军爱护百姓”的往事……已故

百岁老红军、上将向守志生前为这些红

色遗址题写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太阳寨

兵道口。

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闲不住的王

开 明 夫 妇 又 紧 张 忙 碌 起 来 。 这 段 时

间 ，夫 妇 两 人 带 领 乡 亲 们 正 在 恢 复 重

建位于“送军石 ”一旁的“红军伤员救

护所”。

“只要身体允许，我会把拥军的事

一直做下去！”临别之际，王开明乐观地

表示。

“把拥军的事一直做下去”
—走近全国爱国拥军模范、湖北省罗田县八旬老人王开明

■王一淳 陈小元 本报特约记者 何武涛

进军营 学党史

 5 月 1 日，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

以“军营学党史，薪火润童心”为主题，

邀请驻地官兵家属及子女到军营参加

游园活动。

罗 嵘摄

入校园 教防灾

在第 13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前夕，

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支队官兵走进南昌市

空港花园学校，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

教育活动。

张可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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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明（右）夫妇在修旧如旧、刻下爱国拥军口号的红色旧址前留影。 李 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