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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都全副披挂/每一刻都整装

待发/我用生命向使命承诺/假如战争爆

发/这就是我的回答……”初夏的一天，

武警海警学院礼堂内，一场“我把党来比

母亲”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歌咏比赛

正在进行。参赛官兵用嘹亮的歌声诉说

壮志豪情，礼赞党的百年风华，表达对党

的美好祝福。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

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比赛在

《人民军队忠于党》的歌声中拉开帷幕。

合唱队员、该院政治工作教研室讲师郑兮

词介绍道：“赛前，我们挖掘张人亚党章学

堂等驻地红色资源，并将其编排成情景剧

穿插进合唱间隙，借助舞台效果实现历史

与现实交融，让红色文化愈发生动鲜活。”

“乘着冲锋的号角/海疆卫士劈波斩浪/

新使命的征途上/豪情万丈斗志昂扬……”

这首被代代海警官兵传唱的热血歌曲，唱出

了官兵爱党信党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拨动了

现场观众的心弦。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

改变/百年只不过是考验/美好生活目标

不断实现……”一段由官兵填词、充满青

春气息的《少年》说唱，点燃现场气氛。

“趁青春，激扬人生；为梦想，冲锋陷阵；

我 们 抬 头 仰 望 天 空 ，永 远 迎 着 风 的 方

向！”在贝斯、吉他、键盘、架子鼓组合乐

队伴奏下，军营版的《踏山河》别有一番

风味。这两首说唱歌曲均是学员自发编

创，赢得现场热烈掌声。

《英雄赞歌》《祖国不会忘记》《唱支

山歌给党听》《当祖国召唤的时候》……

铿锵有力的歌声饱含海疆卫士对党深情

的祝福与礼赞，久久在礼堂回荡。

歌声中的礼赞
■王世卓

“老兵上南沙，带着一盆花/他说南

沙也是家，不能没有花……”前不久，伴

随着这首《南沙太阳花》，我们搭乘南沙

群岛守礁部队换补军舰，满载海防部队

的急需物资，又一次劈波斩浪向祖国最

南端进发。

随行的守礁官兵告诉我们，每次前

往南沙岛礁执行任务，大家都会带上一

些“太阳花”的种子。等到完成守礁任务

换防的时候，这些种子便也开花了。

关于“太阳花”名字的由来，每一名

守礁官兵都耳熟能详。

南沙常年高温高湿高盐，礁盘上几

乎寸草不生。第一批上礁官兵带来了三

角梅、美人蕉等花草。没想到它们在烈

日、咸雾的摧残下，不到半个月就枯萎

了。第二批官兵又带上已经在西沙种活

了的羊角桐、含羞草等，结果它们也没能

熬过 1 个月。第三批、第四批……终于，

有一种俗称“死不了”的小野花存活了下

来。大家激动不已，给它取名“太阳花”，

并确定为南沙礁花。

“太阳花”格外顽强的特质，是花草

适应恶劣环境的品质，也是南沙守礁官

兵坚守海防的风骨。

1988 年 2 月 3 日，根据中央军委命

令，海军南海舰队组成建站部队开赴南

沙群岛，开始了人民海军进驻南沙、建设

南 沙 、保 卫 南 沙 的 光 荣 而 又 艰 巨 的 历

程。30 多年来，一茬茬守礁官兵前赴后

继，从第一代“海上猫耳洞”——高脚屋

到如今的现代化礁堡，从“白天兵看兵、

晚上看星星”到如今生活设施日渐完善、

网络通信畅通无阻……无论自然环境如

何恶劣、外在环境如何变化、使命任务如

何繁重，官兵都像“太阳花”一样，不畏艰

难困苦、扎根海防一线，铸就了以“热爱

祖国、无私奉献、英勇善战、艰苦创业、团

结协作”为主要内容的南沙精神。

一

走 进 南 沙 礁 史 馆 ，格 外 引 人 注 意

的 ，是 一 段 我 人 民 海 军 距 今 最 近 的

一 次 海 战 视 频 ，以 及 一 幅 幅 珍 贵 的

战 斗 照 片 —— 1988 年 3 月 14 日 ，赤 瓜

礁 海 战 中 ，我 海 军 官 兵 收 复 了 赤 瓜

礁 等 礁 盘 。

如今，南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守礁官兵的英雄事迹也早已写进海军部

队的光荣史册。每每观看那一段段视频

影像，抚摸那一张张早已泛黄的历史照

片时，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老南沙”们

不畏艰难、报效祖国的热血忠诚和使命

担当。

有人说，南沙能有如今的成就，是一

代又一代守礁官兵前赴后继、接力奋斗

的成绩。照片登上礁史馆展览墙的老兵

李文波，就是其中之一。

1992 年 9 月，刚从中国海洋大学毕

业不久的李文波，第一次到南沙执行守

礁任务。永暑礁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简陋

的工作条件让他很是吃惊：高温高湿高

盐不说，最要命的是观测站竟然缺少仪

器设备和专业教材。

宁可掉皮掉肉，决不让使命欠账。

下定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的李文波白天

顶着烈日、暴雨，抡铁锤、扛水泥、搬器

材，带领分队官兵进行观测场、预报室等

基础设施建设；晚上，他又挑灯夜战，加

班加点钻研水文气象等业务难题。

2005 年 12 月 19 日 ，南沙海域遭遇

台风袭击，一时间狂风大作，巨浪滔天。

为安全起见，水文气象值班员请示等风

浪稍小再进行室外观测。李文波却说：

“越是恶劣天气，我们的观测数据越有价

值，再危险也不能漏测一次。”随后，他系

上安全带，带领一名班长顶着狂风暴雨

冲了出去……

对李文波来说，像这样身处险境、

战风斗浪观测气象数据，早已是家常便

饭。正是凭着这种精益求精、舍生忘死

的精神，30 多年来，李文波和他的战友

们累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军内外

气 象 部 门 提 供 水 文 气 象 数 据 170 多 万

组，观测站上报的数据质量年年被评为

优等级。

像李文波这样为了使命忘我奋斗的

南沙卫士还有很多。正是他们的无私付

出，才使得“爱南沙、守南沙、建设南沙”

的追求积淀成一种卫国戍边的奉献精

神，激励更多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二

“ 我 们 是 一 支 守 卫 南 沙 的 英 雄 部

队。我们的南沙精神是：热爱祖国、无私

奉献……”清晨，太阳刚露出海平线，永

暑礁主权碑前，新一批上礁人员面庞坚

毅、精神抖擞，举起右拳高声宣誓。

宣誓是守礁部队早晚点名的“必备

课目”。记熟这百余字的誓词，是守礁官

兵的第一课。刚参加完宣誓，第一次上

礁的战士辛仁达说：“宣誓过程中，我感

受到了南沙卫士的光荣和伟大，更明白

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要用生命守护这

片神圣领土。”

精神的传承中，仪式不可或缺。每

日宣誓、“3·14 海战”纪念活动、组织“学

党史军史海军史、学南沙海战、学艰苦奋

斗史”教育实践活动、举办南沙发展变迁

和礁联、礁歌、礁报主题展览……守礁部

队着眼使命任务，立足南沙发展变化，不

断丰富创新精神传承的方式方法，激励

官兵用青春和热血，向祖国交出一份份

合格答卷。

某守备连连长格桑次仁不会忘记，

2017 年 7 月，时任排长的他初次踏上赤

瓜礁时经历的多个“第一次”：学习海战

历史，面向昔日的海战场宣誓……系列

活动点燃了他心中的练兵热情和报国情

怀。

一次，赤 瓜 礁 小艇班受领紧急出航

任务，但是海上风急浪大，海况非常恶

劣。关键时刻，作为小艇指挥员的格桑

次仁一个箭步跃上小艇：“我既是党员又

是干部，大家跟我上！”随后，大家一个接

一个，纷纷跳上小艇……那次行动，大家

顽强战胜恶劣海况，圆满完成任务，获得

上级表扬。

三级军士长孟小辉不会忘记，2005

年 3 月，还是列兵的他初上南沙，就迎来

大 家 期 盼 已 久 的“3·14 海 战 ”纪 念 日 。

那一日，南沙海域天朗气清。赤瓜礁狭

小的礁盘上，官兵全副武装整齐列队，庄

严肃穆地面向曾经的海战场。队伍前，

指导员军容严整，激情讲述海战的战斗

场景。9 时许，指导员一声令下，官兵齐

刷刷地高举右手，庄严宣誓：“我们是一

支守卫南沙的英雄部队……”一句句铿

锵誓言响彻海天，飞向南沙广阔海域，飞

向祖国母亲的怀抱。那一刻，孟小辉感

觉，他们不仅是在宣誓和重温光荣历史，

更像是在蓝天和大海的见证下，接过前

辈们手中的枪，继续守卫这片神圣的蓝

色国土。

这种传承和接续，在南沙守礁部队

“父子兵”“父女兵”的故事中体现得尤为

明显。徐启薇就是“父女兵”故事的主人

公之一。

1992 年，徐启薇的父亲徐玉华考上

了海军工程大学。毕业后，徐玉华选择

了艰苦偏远的南沙岛礁，一待就是 20 多

年。在父亲的影响下，徐启薇对南沙也

有了特殊的感情。她下定决心：要踏上

那片神圣的国土，看看父亲为之奉献青

春的地方。

2019 年 8 月 7 日，某军港码头。随

着一声长长的汽笛，一艘舰船缓缓驶离

码头，即将奔向南沙。甲板上，身着迷彩

服的徐启薇英姿飒爽、满眼期待。她终

于如愿以偿。从高分考上军校，到以专

业第一的成绩毕业，再到奔赴南沙执行

守礁任务，徐启薇的这些经历，既是年轻

一代的逐梦之路，又是两代南沙人无私

奉献的具体体现。

南沙有我在，祖国请放心。如今，徐

启薇这些“新南沙”，和李文波、徐玉华等

“老南沙”站在同一个队列，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铮铮誓言：“我们是一支守卫南沙

的英雄部队……”

三

如今，走在南沙礁盘上，眼前的一切

让人感慨——楼房多了，绿植多了，年轻

的面孔也多了……

新的时代，新的南沙，新的使命。要

履行好新的使命任务，“新南沙”们不仅

要传承好南沙精神，更要努力奋斗、勇于

创新，不断丰富南沙精神的时代内涵。

唯有如此，才能薪火相传，让精神之火越

燃越旺。

出生于海南儋州的吴井泉，是某大

学测绘工程专业国防生。从小目睹父辈

在南海捕鱼作业，2012 年毕业入伍时，

他的第一意愿便是希望到南沙执行守礁

任务，为保卫“祖宗海”贡献力量。但由

于专业不对口，他被分配到驻扎在广州

的海军某部。2018 年，南沙守礁部队选

调干部。看到通知上有专业对口的岗

位，吴井泉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到南沙后，吴井泉积极发挥专业优

势，很快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在

工作中发现，岛礁上的潮汐测量仪器容

易受海水盐度和温度的影响而产生误

差。经过反复尝试，他创新设计出某新

型自动验潮仪，有效提高了测量精度，降

低了设备成本。首战告捷，吴井泉的攻

关热情更高。仅 2019 年，他就获得 5 项

国家发明专利，并先后获得多项海军测

绘成果奖。

如今在南沙守礁部队，像吴井泉这

样扎根南沙、建功南沙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他们用实际表现赋予了南沙精神更

丰富厚重的内涵。

赤瓜礁某中队战士唐国兴，本是海

军陆战队某旅战士。2014 年 11 月，听说

有选调到南沙的名额，唐国兴第一时间

就报了名。7 年来，唐国兴发挥专业优

势，结合岛礁实际编写出 10 余套提升体

能训练效率的训练教材，帮助数十名守

礁精兵在各项比武中摘金夺银，个人也

荣立三等功 1 次、获评优秀士兵 3 次。

1997 年出生的战士方浪森，是守礁

部队最新鲜的“血液”之一。去年年初，

方 浪 森 毕 业 后 放 弃 高 薪 工 作 ，参 军 入

伍。去年年底，新训结束，他选择去南

沙，到最艰苦偏远的地方守卫海防、建功

立业。

来到南沙后，方浪森一方面发挥自

己专业特长，参与课题研究；另一方面，

刻 苦 努 力 训 练 ，尽 力 补 齐 军 事 训 练 短

板。不到半年时间，原本面相白皙的方

浪森黑了、瘦了，但眼睛却变得格外有

神。在最近一次综合考核中，方浪森不

仅理论成绩勇夺第一名，军事训练成绩

也名列前茅。

精神永铸，血脉相传。几十年来，一

茬茬守礁官兵把守礁当作事业干，用生

命和忠诚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默默坚

守，把浓浓的爱国情怀书写在南沙天水

之间。守礁部队连续多年被评为军事训

练先进单位，涌现出“南沙守礁模范连”

东门礁守备连、“新一代守礁王”李文波、

“海军十杰青年”朱步云等一大批先进典

型，成为闻名遐迩的教育基地。来到南

沙驻训的很多部队，都会到老礁堡参观

学习“老南沙”们建礁、守礁的光荣历史，

汲取南沙这片热土的精神养分。

采访结束，我们登上换补舰船，缓缓

驶离码头。回眸远眺，礁堡哨位旁，守礁

官兵用“太阳花”拼成的那个硕大的“家”

字依然清晰可见。沧海孤礁，南沙“太阳

花”正越开越艳。

南 沙“ 太 阳 花 ”
■林 军 吴 强 本报特约记者 黎友陶

初夏时节，我走进河南省桐柏

县，追访先辈革命足迹。有一种红

色小花吸引了我的注意——无论是

在桐柏革命纪念馆门前，还是吴家

尖山村周边农舍的墙上，都能见到

五角星形状的红色花朵绽放在长长

的藤蔓间。

“这是茑萝松，但我们都叫它

‘红军花’。老人们都说，这是红 25

军从远方带来的。”桐柏山的乡亲非

常自豪地对我说，“当年，红 25军官

兵来到桐柏山休整，可能就是在清

洗身上的征衣时，或者在磕掉草鞋

上的泥巴时，把沾有红军花的种子

留在了桐柏山。”

这片山区，是红 25军从罗山县

何家冲出发长征途中最早的休整

地。坐落在桐柏县城南的桐柏革命

纪念馆，曾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

军 区 、中 原 行 署 领 导 机 构 的 办 公

地。如今，当地仍一直传颂着那些

可歌可泣的故事。

1934年冬，在桐柏县新集乡磨

沟村短暂休整后，红 25军某部离开

桐柏山北上长征，把 4 位伤病员托

付给了桐柏山南麓吴家尖山村的乡

亲们。4 位伤病员中，级别最高的

是连长老汪。为了让伤病员尽快痊

愈，乡亲们宁愿自己吃野菜喝稀粥，

也要把稀少的细米白面留给伤病员

吃。红 25军离开后不久，国民党匪

军四处打探红军伤病员的藏身之

处。一抓到红军伤病员，就要将他

们杀头甚至活埋，手段极其残忍。

为了掩护红军伤病员，很多乡亲被

敌人残暴殴打、拷问甚至是杀害，却

没有一人泄露红军伤病员的消息。

在乡亲们的冒死掩护和精心照

顾下，1935年秋天，4位伤病员可以

自由活动了。他们第一时间联系上

党组织后，决定就地跟敌人开展游

击战斗，在组建豫鄂边区红军游击

队过程中承担重任。《河南文史资

料》“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诞生和

发展”一文中，曾任河南省政协副主

席的周骏鸣同志写道：“1936 年 1

月 4 日（农历腊月初十）夜，游击队

诞生了。当时只有 7 个人，张星江

同志亲自参加领导，王国平同志任

队长，我任指导员，还有汪心泰、康

春、鄂豫皖红廿五军负伤留下治愈

的 老 汪 、吴 恒 山（吴 当 时 不 是 党

员）……”豫鄂边区红军游击队成立

后，在边区省委的领导下，开展了一

系列的游击战，多次粉碎国民党反

动派的进攻，让红军游击队的战旗，

高高飘扬在桐柏山上。

豫鄂边区红军游击队在成长的

过程中，尽管遭受了严重挫折和损

失，但是在桐柏山人民群众的支持

下，游击队力量如那些红军花一样，

由少到多，由弱到强，渐成燎原之

势。他们用短短 2 年多时间，就把

游击队发展成千余人的抗日独立

团。豫南桐柏山区根据地，也成为

南方 8省 14处游击根据地之一。

“汪连长他们，面对恶劣的生存

环境，想的不是怎么尽快离开，而是

选择坚持斗争。”吴家尖山村的乡亲

说，“他们就像这些‘红军花’。红

25军把他们带到了桐柏山，他们就

在桐柏山生根发芽，无论面临多么

残酷的斗争环境，都从不屈服。”

如今，桐柏山绿水青山，处处生

机盎然。磨沟村等原本贫困的山村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的饮马

池种满了莲藕，青青的荷叶铺展开

来，仿若一幅优美画卷；翠竹绿树繁

茂苍翠，山林中阵阵清风拂面，让人

心旷神怡。那些鲜艳的红军花点缀

其中，如同一颗颗闪亮的星星，为我

们讲述着往昔动人的故事……

桐柏
红五角

■贾国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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