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知道肠子被打穿了，吹出来的冲锋号是什么声音吗？

★当了 20多年的兵，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当时先辈们会采取这样的单兵战斗动作，不合

常理啊？老首长坚毅地对我说：“因为背后就是国家，誓死不退一步！”

★当他醒来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第一件事就是将写在罐头标签背面的入党申请书交给

党组织，真诚地说：“我要入党，是党给了我杀敌的勇气和力量，我要永远为党去战斗，把一切

献给亲爱的党。”

★有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斗争的方向和勇气就都有了，什么样的敌人和困难都不在话

下，什么样的个人得失都可以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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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华几度，又到别时。这次，我将

告别生活了近 10 年的烟雨江南，远赴内

蒙古。

我出生在华北平原，求学于东海之

滨 ，参 军 入 伍 到 西 藏 ，毕 业 申 请 去 北

疆。这样的选择，很多人都感到诧异，

无论是家乡还是母校，都是繁华富庶之

地，为何我要一次又一次远行，去地广

人稀的边疆？

静 思 往 事 ，那 些 难 忘 的 场 景 如 电

影 般 一 帧 一 帧 地 在 脑 海 中 不 停 地 回

放，一次次勾起彼时的心绪，似乎也为

被亲友和同学问了无数遍的那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再次申请去边疆”，找到

了答案——

人的心中一旦有激情被点燃，便很

难将它抹去，仿佛被赋予一种使命，要

为了它去奋斗。

9 年前，刚刚考入大学的我不顾家

人的反对，执意要去西藏当兵，想用一

种独特的方式感受热血青春和人生价

值 。 从 东 海 之 滨 来 到 世 界 屋 脊 ，我 没

有成为特种兵，也没有看到“许三多”，

生 活 是 日 复 一 日 地 站 岗 训 练 、巡 逻 执

勤，还有高入云端的雪山、荒无人烟的

沼泽。这样的日子，虽然艰苦寂寞，却

苦得其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我感

悟 着 边 防 军 人 的 责 任 与 使 命 ，奉 献 与

牺牲。

今年年初，《英雄屹立喀喇昆仑》一

文把 5 位戍边英雄的感人事迹带进全国

人 民 的 视 野 。 当 兵 时 ，我 曾 在 边 境 巡

逻，服役期间先后当过步枪手、炮手、文

书、军械员等，巡逻路上喝溪水、啃干

粮、钻密林、攀绝壁、过塌方、蹚冰河，这

些场景都深深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更让

当时 18 岁的我从此明白：没有国何来

家？没有戍边将士的日夜守卫，何来和

平年代的岁月静好？

2015 年 3 月，我退役后重返校园。

在完成好学业的同时，我将课余精力投

入到国防教育活动中。我参加过多场

大型征兵宣讲活动，向万余人讲述西藏

边防军人的事迹；带队重走长征路，寻

访红军故事；担任学校国防教育宣讲团

特聘讲师、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

结合所学专业身体力行地传播国防观

念。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只是我作为

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所在。

浙江大学曾专门为校友林俊德拍

摄过一部纪录片《马兰谣》，真实讲述了

他隐姓埋名、扎根大漠、无私奉献的一

生。那次在学校报告厅看过这部纪录

片后，我非常感动。西藏、新疆、青海、

内蒙古，学校每年都有几百位基层选调

生将青春融入祖国的广袤山河，我作为

一名退役军人，作为一名浙大人，如果

在职业选择、个人发展中仅仅考虑经济

收入和舒适程度，我想自己愧对“老兵”

这个身份，也无颜和那些灿若星辰的名

字一起分享“浙大人”的称号。

所以，在毕业之际，戍边感悟的使

命担当和母校培养的家国情怀，让我再

次选择了边疆——内蒙古。我希望能

将自己在学校的所学所获继续贡献给

祖国的边疆，即使成不了参天大树，也

心甘情愿做一粒小石子，为边疆的建设

发展当好铺路石。

好男儿壮行走天涯，五湖四海皆为

家。即将奔赴的内蒙古，将成为我的又

一个故乡。客观地说，内蒙古的自然条

件和经济环境与发达地区有差距，但越

是艰苦的地方越能磨炼锻造人的品性

能力，越是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越

需要我们当代青年、退役军人去发挥自

己的光和热。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那部回顾从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

立历程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广受好评。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

地球，青春之宇宙……”1916 年，李大钊

写下的这篇刊载于《新青年》的文章，如

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那个时代的年轻

人充满理想、昂扬向上，在血与火的淬炼

中觉醒，奋起救国，为中国之富强虽万死

而不辞。如今，我们幸而生逢盛世，同样

面对着时代风云、家国重任和个人道路

的选择。我的选择，是穿上军装，把青春

献给祖国的边防；脱下军装，带着荣誉感

和使命感，让青春绽放在祖国的边疆，到

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新的时代，你

我皆为剧中人。愿我们年轻人都能成为

奔腾的浪花，汇入滚滚的时代洪流，向着

祖国和人民所期望的方向奔流。

今年 5 月，曾在西藏军区某部边防连服役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浙江大学 2021
届硕士毕业生刘佳玮，以基层选调生的身份主动申请再赴边疆—

做新时代一朵奔腾的浪花
■刘佳玮

我一直从事秘书工作，如今叫联络

员，10 多年来先后保障了 4 位老首长。

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都是真正的共

产党员。我视他们为人生的导师。

首长们年龄大了，很喜欢和我聊天，

有时一聊就是1个多小时。他们往往会

先抛出一个问题，然后围绕问题开始回忆

往事，讲他们的老班长、老战友，言语间流

露出那种深深的思念，时常令我动容。

黄玉章老首长是一位有着 74 年党

龄的党员。一次老首长问我：“小赵，你

知道肠子被打穿了，吹出来的冲锋号是

什么声音吗？”我摇了摇头。老首长接着

说：“那是一种很撕裂的声音，好像是从

嗓子里喊出来的，又经过金属的传递后

喷射出来的声音。”我不明所以，又问道：

“会不会是冲锋号被炸坏了？”当时 87岁

的老首长把手轻轻搭在我的手背上，很

认真地说：“不是，是人被打漏了，凭借最

后一点力气吹响的冲锋号，就是这个声

音！”那一刻，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里打

转。“这种撕裂的号声响彻整个山谷、整

个阵地……我们听到这种冲锋号声，眼

睛都瞪出血来了，端着刺刀，根本就不是

冲向敌人，而是把自己扔出战壕，扑向敌

人、砸向敌人，没有一个人想过要活着回

来。”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分

明看到他的眼睛里在喷着火，好像要端

着刺刀与敌人拼命。2018年，90岁的黄

玉章老首长离我们而去。在八宝山悼念

大厅，我看着他身上盖着鲜红的八一军

旗，仿佛听到了那种撕裂的、响彻整个山

谷的冲锋号声……

何道泉老首长，党龄 60 年。他常

说一句话，“作为一名军人，我这辈子最

大的幸运就是和超级大国交过手。”我

问老首长：“您管这叫幸运？”他总是哈

哈大笑地说：“当军人，这还不叫幸运？

他们被我们打败了。”紧接着，他总会一

遍遍讲起往事——在朝鲜，美军在 山

上，他们在山下挖坑道，美军一露头

就 被 他 们 打 回 去 …… 老 首 长 总 是 兴

致勃勃，时不时还冒出几句朝鲜语。

2017 年，习主席授予冷鹏飞“八一勋

章”。那天，老首长兴奋得像个孩子，

手舞足蹈，指着电视对我说：“小赵，

看到了吧，冷副军长，我的老战友，你

见过的……习主席没有忘记我们，党

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他背过身去，不

断地擦拭着眼泪。我看着他的背影，脑

海里浮现出他为我讲述过无数次的战

斗场景：敌方坦克和装甲车朝我方压了

过来，当时是营长的冷鹏飞身负重伤依

然不下火线，沉着指挥作战。我方的重

火器只有火箭筒，为了能准确命中目

标，在敌人坦克距离我们仅 50 米的时

候，冷鹏飞果断下令开火，敌人的坦克

立刻趴了窝。他们恼羞成怒，大举压

上。我们的战士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跳出掩体，面向敌人，举枪射击！当了

20多年的兵，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当时

先辈们会采取这样的单兵战斗动作，不

合常理啊？老首长似乎能看穿我的心

思，他坚毅地对我说：“因为背后就是国

家，誓死不退一步！”

赵可铭老首长，党龄 57 年。聊天

中他经常向我提问题，比如战斗在抗

疫 一 线 的 同 志 们 心 里 都 在 想 什 么 ？

习主席最近讲了半条被子的故事，你

有什么感受？每个问题的主旨，他都

会 落 到 要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 我 曾 觉 得

“理想信念”这 4 个字离我很近，学习、

教育、总结中随处可见、信手拈来，直

到有一天首长问我：“小赵，你有多久

没有庄严地举起右拳了？”我当时一下

子有点蒙，没明白首长为什么会这么

问。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边境自

卫反击战中，一名战士蹲在猫耳洞里，

撕下罐头盒上的标签，在背面写下入

党申请书，之后和几名战友一起坚守

阵地。战友们相继牺牲，子弹打光了，

手榴弹扔完了，他全身多处负伤，一个

人依旧坚守阵地，只身冲进敌群用枪

托砸、用石头砸，直到增援部队赶到。

看到敌人落荒而逃，他才因伤势过重

昏了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躺在病

床上，第一件事就是将写在罐头标签

背面的入党申请书交给党组织，真诚

地说：“我要入党，是党给了我杀敌的

勇气和力量，我要永远为党去战斗，把

一切献给亲爱的党。”听完这个故事，

我真切感受到“理想信念”这 4 个字，

开始走进我的心里。

任海泉老首长的党龄最“短”，52

年。他曾担任过李德生同志的秘书。

一天，他正在整理资料，我问道：“首长，

李 德 生 同 志 留 给 您 最 深 的 印 象 是 什

么？”任海泉首长斩钉截铁地说：“是坚

定的理想信念！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是李德生同志贯穿一生的信念。”后

来，他为我讲述了李德生同志传奇的一

生。“我永远都会铭记李德生同志对我

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有了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斗争的方向和勇气就都有

了，什么样的敌人和困难都不在话下，

什么样的个人得失都可以置之度外。

当战士时，我遭到诬陷被开除党籍，后

来仍参加长征，三过雪山草地，靠的都

是理想信念。”任海泉首长望向窗外，深

情地说：“这些话就像夜空中最亮的那

颗星，永远指引着我前行。”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理想信念”

这 4 个字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心中有

了理想信念，哪怕肠子被打穿，也要拼

尽最后的力气吹响冲锋号；心中有了

理想信念，哪怕跳出掩体，也要面向敌

人，绝不后退半步；心中有了理想信

念，哪怕只身奋战，拼到弹尽粮绝也会

坚守阵地！

我曾问过一位老首长：“为什么老

一辈革命先烈会那么忠诚，理想信念

那么坚定？”老首长说了一段意味深长

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边的战友

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这让活着的人坚

信我们的党和国家会无比强大，他们

愿意为此付出一切！”那天，首长还送

给我一本书，我用一天的时间读完了

他在战场经历的 17 个日日夜夜,一个

个鲜活的英雄和英雄群体在我的脑海

中不断浮现——与敌人肉搏，用双手

掐死敌人的陈建国；拉响一捆手榴弹

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段玉生；掩护战友

光荣牺牲的李映林；舍身炸碉堡的梁

英瑞……他们似乎在问：“还有人记得

我们吗？”他们似乎又在问：“我们的

装备现在强大吗？我们的国家现在强

大吗？”他们似乎还在嘱咐：“担子交给

你们了，要坚定地走下去！”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问他：“和

平年代呢？我们没见过流血牺牲，怎

么坚定理想信念？”首长语重心长地

说：“和平年代，共产党员的奉献和牺

牲 更 多 表 现 在 本 职 岗 位 的 敬 业 奉 献

上 。 没 看 到 战 斗 在 一 线 的 抗 疫 人 员

吗？没看到戍边的勇士们吗？把本职

岗位当作践行理想信念的舞台，理想

之火就能熊熊燃烧，信念之花就能结

出硕果。”

近海方知大，临山更觉高。这些曾

立下赫赫战功的老首长，晚年初心不

改，他们常常讲述往事，是心怀忧患意

识 关 心 党 的 建 设 和 下 一 代 的 成 长 进

步。他们用自己的经历，生动地诠释了

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这其中有信

仰的力量，有真理的力量，有精神的力

量，也有忠诚的力量。

“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从老

首长家里走出来的时候，我豁然开朗，同

时也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百年来，

理想信念如火炬，又如明灯，照亮着中国

共产党奋斗的历程。时代在变，但共产

党人的信仰从未改变。我们作为新时

代的共产党员，不能辜负老一辈的期望，

要像他们那样不忘初心，坚定信仰，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老兵告诉我，革命理想高于天
■赵 伟

“这是攻打海城时获得的‘战斗模

范’奖章，这是解放四平时获得的三等

功奖章，这是抗美援朝时获得的一等

功奖章……”

12 枚奖章，记录着属于 94 岁老兵

王树春的烽火岁月。18 岁那年，一支

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路过王树春的家

乡 ，辽 宁 省 东 港 市 椅 圈 镇 一 个 小 山

村。“他们在村里张贴标语、宣传革命，

说共产党的军队就是要让穷苦人翻

身。”家境贫寒的王树春当即决定跟着

他们走。

“到底打了多少仗，我记不清了，

有几次差点丢了性命……”王树春指

着凹进头骨的一块伤疤说。1948 年攻

打海城的战斗中，王树春和另外两名

突击队员深夜涉水过河去爆破敌坦克

火力点。刚上岸，他们就被敌人的探

照灯照到，两名战友在机枪扫射中倒

下，迅速卧倒的王树春向敌人的坦克

隐蔽接近。

“ 距 离 10 多 米 远 时 ，我 朝 坦 克

扔 了 几 个 反 坦 克 手 雷 ，炸 坏 坦 克 的

履 带 。 从 坦 克 上 下 来 4 个 敌 人 ，我

又 朝 他 们 扔 了 1 枚 手 雷 ，高 喊 着‘ 冲

啊’”

被迷惑的敌人方寸大乱，部队乘

机过河，穷追猛打，很快结束了战斗。

因作战勇猛，王树春被东北野战军第

12 纵队授予“战斗模范”称号。

1951 年 ，王 树 春 随 部 队 入 朝 作

战。在粉碎敌人“秋季攻势”中，时任

排长的王树春带领全排攻克敌人一个

连兵力占据的 3 个高地，荣立一等功。

英雄无言，岁月有痕。王树春永

远无法忘记那段经历，一有时间他就

来到鸭绿江的断桥，凝望对岸，久久

不 愿 离 去 ，“ 我 是 幸 运 的 ，虽 然 受 了

伤，但毕竟活了下来。十几万战友牺

牲 在 异 国 他 乡 ，他 们 才 是 真 正 的 英

雄。”

1969 年,战功赫赫却伤病缠身的

王树春，转业到椅圈镇粮库工作。在

王树春的影响下，他的长子王德发也

参军入伍。“我们小时候常听父亲讲

战 斗 故 事,可 立 功 的 事 他 没 说 过 ，直

到颁发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有关部门

在整理档案时发现父亲的事迹，我们

才知道父亲居然是一位大英雄。”王

德发说。

王树春的老伴常年卧病在床，他

的工资除了正常开支外都用来给老

伴买药。“政府来看望我，说要帮我协

调医疗救助，我没有接受。我过上这

么好的日子，还享受国家优待，不该

再要求什么了。”王树春的话语朴实

真诚。

王树春的 4 个儿女中，除了一个

是工人外，其余都是普通农民。当年

担任粮库副主任时，粮库要招人，王树

春不是没有“照顾”子女的机会，但他

拒绝了儿子王德宏的请求，把名额留

给了别人。

“作为一名老党员，他只要有时间

就会到社区参加党日活动，讲当年的

战斗故事，讲党的好传统。”东港市碧

海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曹冰说，“本来按

政策他可以减免党费，但他说党费必

须得交，即便下雪路滑他也按时来社

区交党费。”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王树春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1000 元作为特殊党费捐了出来。

今年年初，王树春得知全党要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马上联系东港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愿尽

微薄之力。他说：“我要把自己亲历的

往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党的光辉照

进每个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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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军区会同省教

育 厅 开 展“ 小 手 拉 大 手 ”活 动 ，

请战功赫赫的军队离退休老干

部 走 近 中 小 学 生 ，讲 述 战 斗 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图为原南京

军区政委方祖岐在南京雨花台

烈士陵园对小学生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让红色的种子在他们心

中生根发芽。

邱殿强摄

暮春时节，北京卫戍区某师师史馆

缅怀厅里，一群耄耋老人正在默哀悼念

牺牲的烈士。

曾在该师前身部队服役的老兵张前

进，坐在轮椅上静静注视着墙上的烈士名

录。“郑德民、郭友仁……”他嘴里小声念

着墙上那些熟悉的名字。“我们当时是连

里最早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一批人，因为在

战斗中党员冲在最前面，我们就想冲锋在

前。”张前进扭过头，对身后推着轮椅的下

士李晋安说。看到李晋安胸前戴着一枚

锃亮的党徽，得知 21 岁的李晋安去年成

为一名党员，张前进意味深长地说：“当年

我也是在你这个年纪入的党。小伙子，入

了党就要一心一意跟党走……”

师史馆文物展厅展示着一本发黄的

笔记本，扉页上手写的“为了胜利，无所

畏惧”8 个字依然清晰可见。老兵夏强

毅向该师某红军连指导员扈军讲起这本

笔记本的故事。

那一天，一连三班执行潜伏任务，误

入日军伏击圈，除了班长郝修常、副班长

戢祥恩和战士熊木龙外，其他同志都在战

斗中负伤。这时，郝修常接到撤退的命

令。“我机枪打得准，我来掩护！”熊木龙抢

先说道。“我是共产党员，应当留下来掩

护！”郝修常让 4名轻伤员互相搀扶着先撤

退，另外 2名重伤员由戢祥恩和熊木龙背

着，边打边撤。“能回去一个就是我们的胜

利！”这是郝修常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撤退的战士杀出一条血路，戢祥恩

和熊木龙把重伤员安置在安全的地方

后，又返回来继续同敌人搏斗，最终英勇

牺牲。战斗结束后，战友在熊木龙身上

找到这本笔记本。

“简单的几个字，每一划都透出一股

力量。”扈军说，他要把笔记本的故事讲

给连队官兵听，把这些“传家宝”背后的

精神传承下去。

“让红色故事心口相传，让红色精神

代代传承，老兵就是我们的‘传家宝’。”

该师领导介绍，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之

际，他们开展“学光荣历史，当铁军传人”

主题活动，邀请在该师及前身部队战斗

过、工作过的老前辈回来与官兵交流座

谈，讲述光荣历史，砥砺官兵斗志。

北京卫戍区某师请老兵“回家”

他们是我们

的“传家宝”
■陈泽欣 张 振

老兵出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