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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干部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坚决响应党和政
府号召，发扬不怕累苦、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精神斗志，坚
守在防汛抗洪救灾第一线，涌现了许多先进典型和感人事
迹，展现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英雄气
概，书写了洪水无情人有情的人间大爱。

——习近平

今年 7月，在河南省郑州市，李建

立和李忠父子俩奋战抗洪一线的故

事，赢得广大军民赞誉。

1998年从部队退役的李建立，分

配 到 尉 氏 县 人 武 部 军 事 科 工 作 。

1998年特大洪水来袭时，他正在部队

牵头组织骨干集训，人没到一线抗洪，

抗洪官兵的精神却时刻激励着他。

2016 年，儿子李忠参军入伍，成为河

南省巩义市消防大队一名战士。5年

过去了，李忠已成长为消防救援大队

二班班长。

7 月的特大暴雨突如其来，李建

立父子俩同时报名到抗洪一线。两人

任务地点距离很近，却顾不上见面，直

到险情排除。

就在河南省尉氏县的抗洪战场

上，一同战洪魔的还有文付军、文静雨

这对父女兵。

1998 年 ，文 付 军 从 陆 军 某 部 退

役。当年，那场特大洪水牵动着全国

人民的心。当时正在外训的文付军没

能赶往前线救援，成了他永久的遗憾。

1999年，文付军退出现役时放弃

其他安置机会，主动申请到县人武部

工作。面对急难险重任务，他总是第

一个冲上去，从无怨言。

今年 7月，河南省遭遇特大暴雨，

尉氏县境内受灾严重。文付军主动申

请加入抗洪抢险队伍，与百余名民兵

一起搬运沙袋、加固河堤。

文付军的女儿文静雨，是陆军军

医大学士官学校一名学员。暑假期间

赶上家乡遭遇特大暴雨，她毅然奔赴

抗洪战场。

圩堤边环境潮湿蚊虫多，连续多

日下来，文静雨的双手被叮得通红。

看到女儿不怕苦不怕累的样子，文付

军倍感欣慰：“像老兵的女儿，像当兵

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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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抗 洪 的 时 候 ，大 型 装 备 上 不 去 。”

野外驻训场，正在保养装备的靳浩雷回忆说。

靳浩雷是中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一名修理

技师，一级军士长。1998 年，入伍仅两年的靳浩

雷参加了抗洪抢险行动。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

舟桥装备笨重，在抗洪一线发挥作用受限。让靳

浩雷心痛的是，他的两名战友杨德文、叶华林牺

牲在了抗洪大堤上。

这些年，装备一直在变。

靳浩雷说，刚入伍那会儿，他和战友们主要

跟“老解放”“吉普车”“79 特”等装备打交道。随

着技术进步，汽油机换成了柴油机，舟桥装备实

现第一次换代升级。

过去每次架桥训练，一个班的战士要把重达

1 吨多的器材抬起来分解、连接 28 次；一名战士要

扛着 79 公斤重的桥板，在 50 米的距离上往返 40

趟……“舟桥装备都是铁，磕磕碰碰都是血；舟桥

装备都是钢，一不小心就受伤。”几句“顺口溜”道

出了那时训练的艰苦。

2018 年，这个旅全面列装新型舟桥装备。新

装备大量采用电控、液压部件，全部实现了机械

化作业。“肩扛百斤桥板，喊着号子冲锋的训练场

景一去不复返了！”看着刚刚列装的新型舟桥装

备，靳浩雷感慨万千。

2020 年，同样是参加抗洪抢险任务，靳浩雷

感觉“轻松”了许多——配有信号操控设备的新

装备就像“变形金刚”，按一下按钮就能实现自动

变换。它能将大量的砂石、沙袋直接通过水路运

送至决口处，还能迅速架起一座通往受灾区域的

浮桥，救援效率大大提高。

然而，更让靳浩雷自豪的是，舟桥兵的精神

一直没有改变。

“大江翻滚卷巨浪，舟桥兵飞水架桥忙；狂

风为我擦汗水，暴雨为我洗军装……”1998 年

7 月 26 日深夜，湖北省嘉鱼县合镇乡一处大堤

被 洪 水 撕 开 一 道 口 子 。 一 位 村 民 试 图 用 蛇 皮

袋封堵，被洪水卷入抗旱闸底部涵洞。舟桥旅

官兵闻讯后火速赶赴救援，排长高文清第一个

跳 入 闸 口 ，不 顾 手 掌 手 背 鲜 血 直 流 ，扒 开 一 层

层泥土，刨出通往涵洞的入口。他用背包绳捆

住自己的腿，3 次爬进 6 米深的涵洞，将奄奄一

息的村民救出。

那一年的千里江堤，舟桥旅出动冲锋舟 187

艘，抢救遇险群众 6 万余人，转移受灾群众 7 万余

人，排除险情 800 多处，被中央军委授予“抗洪抢

险模范旅”荣誉称号。

时光流转，官兵们没有让这个光荣称号蒙

尘：2020 年夏，长江出现汛情，舟桥旅再次闻令

而动，迅疾赶赴抗洪一线。7 月 8 日，湖北省武

穴市花桥镇荆竹河堤出现长约 40 米的决口，下

游 4 个村庄 6000 多名群众、10000 多亩良田面临

严重威胁。

现场空间狭小，大型机械无法展开。6 名党

员现场组成“党员突击队”，分批下水。个头 1.8

米的陈桂超腰上系着安全绳下水后，河水很快没

过他的头顶。他憋着一口气迅速上浮，接过战友

递来的一根木桩，在战友们协助下，将木桩慢慢竖

起。挖掘机铲斗将竖起的木桩“摁”入水中……就

这样，他们 6人连续作业 8 个小时，将 60 多根木桩

和钢管插入溃口。全体官兵经过 25 个小时连续

奋战，终于完成封堵决口任务。

当地群众拍下一幅照片：官兵们排除险情

后，满身泥水地躺在大堤上休息。这怎能不让人

为之动容——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子弟兵还是

当年那个样子，永远值得人民群众信赖！

“变”与“不变”话抗洪
■程小冬

亲历者说

大江奔流，历史的时空在这里交织。

初秋时节的傍晚，漫步江西省九江

市浔阳西路长江之畔，晚风习习，一岸

翠绿。“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

瑟”，散步乘凉的市民三三两两，有孩童

高声吟诵着《琵琶行》里的诗句。

大堤内外，“生态绿化带”与“园林

景观带”环绕成沿江绿色生态廊道。这

处如今被誉为“九江最美岸线”的所在，

23 年前的 1998 年，曾是一片泽国。

道路另一侧，是’98抗洪广场。广场

中央的抗洪纪念碑高 19.98米，代表着洪

水肆虐的 1998 年；纪念碑基座有 6 级花

岗石踏步，寓意封堵决口的艰难 6日。

1998 年入汛后，我国长江流域持续

大范围强降雨，引发全流域大洪水。同

时，东北的嫩江、松花江也发生罕见的

特大洪水。

长江告急！嫩江告急！松花江告急！

危难之际，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 30 余万官兵连续奋战

数月，取得抗洪抢险的伟大胜利，形成

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

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

钢铁长堤

9 月 1 日，湖北省嘉鱼县簰州湾蓝

天抗洪英雄中学。

学生们的“开学第一课”，是前往校

园内的烈士纪念碑群缅怀’98 抗洪烈

士。这一天，学校还为每名新生发放了

一本名为《永恒的纪念》的书籍。这是

学校为了让学生了解’98 抗洪历史、铭

记抗洪烈士、继承伟大抗洪精神，组织

编写、突出本校特色的德育教材。

那是悲壮的一幕。1998 年 8 月 1 日

晚，簰洲湾中堡村大堤发生严重管涌。

空军某高炮团一连指导员高建成所在

营火速前往抢险。在官兵距离险堤仅

有 100 余米时，大堤突然溃决。

黑暗之中，高建成将救生衣让给战

友，又把不善水性的新兵刘楠奋力推到

激流中的一棵树上。刘楠抓住了树干，

却没来得及拉住指导员。一道洪流，隔

开了生与死。这位年轻的军官，牺牲在

建军节这一天……

江西省九江市，历来是长江防汛抗

洪中的一个关键节点。1998 年 8 月 7 日

12 时许，强降雨重压之下，九江长江大

堤上游段 4-5 号闸口之间发生决口。

40 余 万 九 江 人 民 的 生 命 危 在 旦

夕！一声令下，数万解放军官兵迅速集

结，誓言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封堵决口。

当年解放军解放九江，只用了 1 个师的

兵力，而 1998 年，为保九江平安，赶赴

当地的整建制师就有 5 个。

时 任 某 部 五 连 连 长 的 段 奉 刚 ，就

是封堵决口部队中的一员。6 个昼夜，

他和战友们的指甲“不见了”——搬运

砂石，指甲磕掉浑然不觉；他和战友们

的 脚“ 变 大 了 ”—— 超 负 荷 的 体 力 劳

动，让脚面浮肿得穿不上鞋子；他和战

友们的衣服常常“脱不下”——扛沙袋

磨破了皮肉，血凝固后把迷彩服和皮

肤黏在一起……

就这样，段奉刚和战友们在决口处

奋战了 39 个小时。

武汉保住了！九江保住了！大庆

保住了！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奋战在南

北抗洪一线，以血肉之躯筑成一道道坚

不可摧的钢铁长堤，又一次展现了我军

“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的伟大气概。

这 是 永 恒 的 定 格 ，也 是 前 行 的 动

力。走进新时代，经历过惊涛骇浪洗

礼、抗洪斗争淬炼的部队，传承伟大抗

洪精神，接续奋斗，再创辉煌。

“特功八连”所在空降兵某部三营

被授予“抗洪抢险英雄营”荣誉称号，至

今传承着“只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的

连魂；原广州军区“三八线尖刀英雄连”

被授予“抗洪抢险英雄连”荣誉称号，转

隶为第 74 集团军某旅两栖装甲步兵三

连后，成为新一代“破敌尖刀”。

生命之舟

在黑龙江省泰来县九八抗洪纪念

馆，一块刻着“惊涛骇浪”4 个大字的巨

石，无声地讲述着感人肺腑的一幕。

1998 年 8 月 12 日，泰来县大兴镇，

100 余名群众已被洪水围困 30 多个小

时。时任武警黑龙江总队五支队一大队

大队长宋波，带领 12 名官兵驾驶 8 艘橡

皮艇和临时征用的 4艘游艇前往救援。

按照设计载量，这些橡皮艇和游艇

只能载运 80 多人，可是情势危急，已经

来不及分两次转移。

毫不犹豫，宋波与 12 名突击队员

全部跳入水中，用肩膀托着小艇前进。

整整两个小时，他们就这样托举着

生命之舟，保护群众冲出了生死线。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

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创

作于 1998 年的歌曲《为了谁》，深情记

录了这段壮阔的历史，真挚诉说着这支

军队的宗旨。

付海洪个子不高，身材精瘦。他是

陆军第 73 集团军某旅“抗洪抢险英雄

营”的一名副班长。

今年 7 月 14 日，付海洪所在部队闻

令而动，经过近 16 个小时摩托化机动，

深夜抵达九江市永修县郭东圩抗洪一

线。“每个沙袋 40 多斤，我一口气扛了

十几个。”作为副班长，付海洪带领战友

成功封堵了一处较大的泡泉。

1998 年出生的付海洪，未出生就与

解放军结下不解之缘。那一年，洪水淹

没了他的家乡——江西省上饶市横峰

县司铺村。

“当时我母亲怀孕 7 个多月，挺着

大肚子，行动不便。当一家人被洪水围

困一筹莫展时，是赶来救援的解放军用

皮划艇把母亲送到了安全地带。”付海

洪说，洪水退后不久他顺利降生，父母

为他取名时特地用了一个“洪”字，铭记

那场洪水里的恩情。

从小听着解放军抗洪的故事长大，

2016 年，18 岁的付海洪报名入伍，如愿

穿上军装。得知部队将奔赴九江抗洪，

他郑重写下请战书。

曾经，迷彩绿托举起生命的希望；

如今，迷彩绿守护的生命已长成栋梁。

放眼全国，许多个已经长大的“付海洪”

们，用人生的选择、青春的行动诠释着

什么是传承，什么是担当。

众志成城

在九江抗洪纪念馆，两个“棉垫肩”

静静地摆放在展厅内，其中一个上面写

着“赠给亲人解放军”。“1998 年抗洪时，

九江群众给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坎肩。”

当年参加过九江抗洪的官兵回忆说。

抗洪取得全面胜利，除了子弟兵顽

强拼搏、坚韧不拔，也离不开千千万万

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除解放军和武

警官兵外，500 多万民兵预备役人员、

800 多万干部群众全力投入抗洪抢险。

如果计算交通、通信、医疗服务人员等，

总 动 员 人 数 达 上 亿 人 。“ 团 结 就 是 力

量”，这句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大灾大难

面前，中国人民总能取得胜利的真谛。

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化作攻坚克

难、所向披靡的战斗力。

担心将士们吃不饱，餐馆老板组织

员工把可口的饭菜送到抗洪一线；部队

从大堤上撤下后，“军人免费”成了出租

车行业不成文的“行规”。

人民群众的深明大义，每每令子弟

兵充满敬意、深受感动。

“抗洪英雄”高建成的哥哥来部队

参加高建成的追悼会，官兵发现他脚上

的鞋子已经开了口。团领导连忙送来

一双新胶鞋请他换上。追悼会后，官兵

打扫房间时发现，新胶鞋刷得干干净净

放在床下，烈士的哥哥穿着自己来时的

旧鞋回去了。

2020 年 8 月 19 日，习主席在安徽省

亲切慰问在防汛救灾中牺牲同志的亲属

时指出：“每当危难时刻总有英雄挺身而

出，这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体现。”

最是风雨考验人，最是风雨见精神。

在西方神话中，人们面对大洪水束

手无策，只能期盼登上诺亚方舟求得生

存。而在中国，古有大禹治水、李冰修

建都江堰的佳话，今有广大军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扬抗洪精神，

谱写的一曲曲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

的抗洪壮歌。

江河安澜，人民安居，14 亿多中国

人挺立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沧海横流见英雄
■本报记者 王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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