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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清晨，山东省邹平市魏桥镇刘

井烈士陵园里，弥漫着轻纱似的薄雾。

一位老人手持抹布，弯着腰逐一擦拭墓

碑。擦完一块墓碑，他就把抹布重新洗

净拧干，再去擦另一块。

老人名叫刘德龙，今年 74 岁。1985

年，他把家安到陵园，为刘井战斗中牺

牲的烈士义务守陵，至今已有 37 年。

“我年轻那会儿想当兵。虽然没能

穿上军装，但俺忘不了子弟兵的恩情。”

谈 起 守 陵 的 初 衷 ，刘 德 龙 一 字 一 顿 地

说。

1939 年初，日本侵略军对清河平原

展开扫荡。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

在马耀南、杨国夫的带领下，在魏桥镇

刘 井 村 与 敌 人 展 开 激 战 ，痛 歼 日 伪 军

800 余人，其中日军 417 人，创造了以少

胜多的战绩。为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

73 名烈士，1963 年，当地政府和刘井村

在战斗遗址建起刘井烈士陵园，将烈士

集中安葬。

“听老辈人说，俺家就有 5 位亲人被

日军打死或弄伤……”怀着对侵略者的

仇恨和对烈士的崇敬，陵园建好后，刘

德龙常来为烈士扫墓。

“陵园里安葬的 73 名烈士，留有名

字的仅有 28 位。”刘德龙看到，清明时

节，无名烈士墓前冷冷清清，少有人祭

扫。他和妻子商量，有生之年每年都来

给无名烈士扫墓，让英雄知道后辈没有

忘记他们。

当时，陵园没有专人管理，纪念设

施和墓地缺乏维护修缮。为了更好地

告慰烈士，刘德龙又决定：住在陵园里，

义务为烈士守墓。

当地许多村民认为墓地不吉利，对

刘德龙的决定难以理解。刘德龙一脸

严肃地说：“不管咋说，俺没干错。烈士

是英雄，陪着他们俺光荣。俺认为这条

路不是歪路，就要一直走下去。”

1985 年，刘德龙在陵园里盖起一间

土坯房，后来条件慢慢好转，才将土坯房

改建为砖瓦房。住所的简陋，刘德龙毫

不在意，他把更多精力放在陵园修整上。

一张老照片里，笔者看到烈士墓前

曾经有一个个拱形门洞。

“这是您自己设计搭的吗？”

“是俺用树条子掰弯的，得趁树条

子嫩的时候才能把它们掰弯呢。俺就

想让烈士有个美丽的‘家’，让烈士墓看

起来庄严些。”刘德龙说。

这些年，刘德龙务农为生，生活不算

富裕，修整陵园的费用，都是他从牙缝里

省出来的。生产队分的柴火，他舍不得

烧，一捆捆攒起来，给陵园扎了个篱笆

墙。有一年电视台来陵园报道，临走留下

1200 元，刘德龙全用来买了月季花栽种

在墓地周围，“这些钱要花在烈士身上”。

因 为 刘 德 龙 的 尽 心 保 护 和 修 缮 ，

刘井烈士陵园逐渐成为当地学校开展

爱国教育的场所。“那次俺真是太感动

了。”说起 1987 年清明节魏桥中学师生

前 来 缅 怀 烈 士 的 场 景 ，刘 德 龙 记 忆 犹

新。“俺们这里有个风俗，清明节吃鸡

蛋 扫 病 除 灾 ，家 长 都 给 孩 子 们 煮 鸡 蛋

吃。当时有 4 个女学生，把带来的鸡蛋

掰开，给每个烈士墓前摆了一点。那个

年代鸡蛋还很金贵，许多人家都不舍得

吃 ……”学 生 们 对 烈 士 这 种 朴 实 的 情

感，更坚定了刘德龙守陵的决心：“能让

孩子们记住这些英雄，俺特别欣慰。”

陵园的后院，整齐摆放着两排竖形

墓碑。2013 年陵园集中整修时，原本直

立的竖形墓碑被改为平放的方形墓碑，

工人们将旧墓碑搬到后院，随手放倒在

地 上 。 刘 德 龙 看 见 后 立 刻 上 前 制 止 ：

“这是英雄，谁让你们放倒了？”他将墓

碑一个个扶起来摆放整齐，“英雄就要

被尊重，没有他们流血舍命，哪有今天

的好日子？咱可不能薄待了他们……”

从把家安在陵园那一天起，刘德龙

几乎一直都呆在陵园守着烈士。望着

肃穆整洁的陵园，他喃喃道：“舍不下，

他们就是我的亲人。”

山东邹平农民刘德龙为刘井战斗牺牲烈士守陵 37 年——

“舍不下，他们就是我的亲人”
■林 琳 孔庆珊

左手加压，右手持枪喷射，矫健的

身影疾驰而过，雪地上留下一道耀眼

的蓝线……今年 30 岁的退役军人李

凯征，是我国首批自主培训的奥运级

别画线员之一。去年 10 月，李凯征参

与到北京冬奥会测试赛中，为延庆赛

区高山滑雪赛道画线。

李凯征介绍，赛道画线看似不起

眼，却直接影响比赛结果。作为运动

员滑行过程中唯一的参照，赛道线的

质量直接影响运动员水平的发挥。

赛道画线是个“苦差事”。赛道坡

度陡、弯度大，为保障线条流畅、色彩

均匀，赛道画线员需要左右手同时开

工，还要确保喷枪与地面距离保持不

变。这个在平地上很轻松就能完成的

动作，到了高山赛道上，却需要花费多

出几倍的力气。

大部分时间，李凯征都采用“犁式

滑雪姿势”作业，脚上一侧雪板像尺子

一样保证线的平直，另一侧雪板负责

平衡、刹车、转向等滑雪动作，坡度越

陡，越要加大单侧雪板与雪道的角度。

“刚开始腿部力量没练出来，一

趟下来两条腿完全麻木，腰疼得直不

起 来 ……”尽 管“ 全 身 都 得 拧 着 劲

来”，但李凯征咬牙坚持。凭着两年

军旅生涯锤炼的韧劲，他一次次实现

自我突破。

一趟画线下来，李凯征的衣服、手

套都被染成蓝色，他笑称自己是雪道

上的“蓝精灵”。

“运动员每一次的出发、滑行、安全

抵达，都传递给我力量。我觉得自己身

上背着的不仅是几十斤的染料桶，更是

一名老兵对这项运动、对冬奥会的责

任，我必须全力以赴。”李凯征说。

延庆赛区高山滑雪赛道画线员李凯征—

“蓝精灵”驰骋雪道
■张 琦

2 月 4 日 晚 ，北 京 冬 奥 会 盛 大 开

幕。安徽铜陵退役军人、摄影爱好者王

启宏守在电视机前，一刻也不敢眨眼。

“7 个！用了我的 7 个镜头！”王启

宏兴奋地跳了起来。在开幕式 24 节

气倒计时短片中，惊蛰、春分、小暑、

大暑、大雪、小寒，以及短片开头处，

有 7 个画面，均出自王启宏之手。其

中的 3 个画面，来自他拍摄的长城景

色的视频。

去年 12 月，在朋友推荐下，开幕

式总导演张艺谋找到长城摄影“发烧

友”王启宏，希望为开幕式搜集一些

关于长城的照片、视频素材。

“我把自己拍摄的所有关于长城

的素材都带了过去，没想到非常符合

导演的要求。”经过三四个小时的选

片，导演组“相中”了王启宏的 3 段视

频素材，后来又请他提供了其他类型

的素材。

“虽然知道这些画面将用于冬奥

会开幕式，但用在哪里、怎么用，我都

不 清 楚 。 开 幕 式 当 晚 就 像 是‘ 拆 盲

盒’，倒计时短片中，有我拍摄的 7 个

镜头，让我特别惊喜。”王启宏说，能

够让世界看到自己的作品，他感到特

别骄傲。

王启宏对长城有着特别的钟爱。

2008年至今，他先后前往北京、河北、甘

肃等地，拍摄的长城风景照片达30多万

张。“拍摄环境很艰苦，如果不是当过兵，

我真有可能坚持不下来。”王启宏说。

被用在开幕式倒计时短片开头处

的那段长城雪景，虽然只有短短 3 秒，

却是王启宏在长城露营了 3 天才拍到

的。他前一天扛着装备冒雨雪上山，没

想到第二天早上风把云海吹散了。为

了拍摄到理想画面，晚上他就睡在烽火

台里，一直等到第三天早上 7 点，才完

成拍摄。

“对我来说，拍摄长城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未来几年，王启宏

计划前往山西、内蒙古等地，拍摄更

多的长城影像，记录更多美丽中国的

瞬间。

安徽铜陵老兵王启宏—

摄影作品亮相开幕式
■范先秀

北京冬奥会接近尾声，在这场冰雪盛会上，我们记住了许多赛场上的

“追梦人”，也忘不了赛场外默默奉献的“守梦人”。这些“守梦人”中，有不

少人是老兵。

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依托张

北柔性直流电网试验示范工程和北京

冬奥会跨区域绿色电力交易机制，张

家口的绿色电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

京、张两地冬奥场馆。

“1度‘绿电’，能让张家口赛区颁奖

广场主舞台亮22秒左右，能给太阳能充

气保障帐篷的电暖器供电约 40分钟。”

国网张家口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职

工、退役军人陈奇所在的班组，承担着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4座变电站的巡

检任务。这段时间以来，“应修必修、修

必修好”成了他的口头禅。

为确保“绿电”供应万无一失，身为

班组负责人的陈奇利用自己近 30年的

电工经验，总结出“一看有无断开点、二

看有无接地线、三看有无警示标牌”的

“三看”工作法。巡检中，他要求班组成

员不放过每一条线路、每一个模块、每

一个表盘，全力保障供电安全。

陈奇的同事笑称：“为了冬奥保

电，老陈都不敢喝酒了。”陈奇轻轻一

笑：“当年在部队时，最大的收获就是

责任心。”

陈奇所在的班组共有 13 人，其中

6 人是退役军人。保障冬奥会以来，

他们有的在岗位上度过 50 岁生日，有

的错过冬奥会开幕式，有的除夕当天

依然坚守在变电站。

中午时分，刚刚完成 2 座变电站

巡检任务的陈奇打开手机，计步器显

示 3 万多步。零下 20 摄氏度的严寒

中，这群电力老兵叫响“绿色冬奥保障

有我、应急抢修支撑有我”的口号，风

雨无阻行进在巡检路上。

国网张家口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职工陈奇—

赛场外守护“绿电”
■本报特约记者 刘松峰 通讯员 王 健 邢 曌

李凯征进行赛道画线作业。

王 涛摄

陈奇利用红外测温仪测量设备

温度，判断设备工作状态。

侯玉春摄

王启宏攀登长城进行拍摄。

郁永东摄

感谢你，“守梦人”
——北京冬奥会退役军人身影一瞥

2021 年 11 月，浙江宁波军休一中

心 军 休 干 部 崔 平 均 ，被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评为“先进军

休干部”。

得知消息后，熟悉崔平均的人并不

感到意外。

“崔老戎马一生，在部队兢兢业业，

为单位建设发展倾注心血。退休后，他

继续发光发热，连续三届当选中心军休

干部党支部书记，尽心尽力为老干部排

忧解难。崇尚英雄的他，还把宣扬老部

队‘海空雄鹰团’的英雄事迹视为晚年

追求，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英雄精神。”宁

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和军休

服务处处长罗洪涛的话，传递着大家的

心声。

“我有义务把‘海空
雄鹰团’的故事讲给更多
人听”

“上世纪 60 年代，‘海空雄鹰团’英

雄飞行员高翔驾驶国产歼-6 战斗机，

从 291 米一直逼近到 39 米，把一架当时

最先进的美军 F-104C 型战斗轰炸机打

得凌空爆炸，他的战机也被爆炸碎片打

伤 13 处，一台发动机熄火。当时跳伞逃

生的美军飞行员菲利普·史密斯，1989

年来到中国，特意与高翔见了一面。史

密斯问高翔，当年为什么敢在距离他驾

驶的轰炸机那么近的时候开炮。高翔

回答，当时想着撞也要把你撞下来。”

2021年5月25日，一堂党课在浙江省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开讲，授课人是宁

波军休一中心红色服务队队长崔平均。

“‘海空雄鹰精神’的主旨，是赤胆

忠心、为国为民的坚定信念，不畏强敌、

敢打敢拼的英雄气概，刻苦训练、永不

停步的进取意识。这些精神品质，无论

是在军队英模身上，还是在公安民警身

上，都是相通的。”

时长近 1 个小时的授课，崔平均在

台上讲得激情澎湃。授课结束后，许多

听众都觉得意犹未尽，不少人的笔记本

上记得满满当当。

走下讲台，崔平均抹了一把额头上

的汗。为了准备这堂党课，他精心打磨

文字讲稿，还特意挑选了许多资料图片

制 作 了 课 件 ，为 的 是 让 听 众 全 面 了 解

“海空雄鹰团”的辉煌战史，真切感悟这

支“王牌”团队的英雄气质，从中汲取前

行的动力和奋进的力量。

退 休 前 ，崔 平 均 曾 于 1997 年 至

2009 年 在 原 海 军 东 海 舰 队“ 海 空 雄 鹰

团”所在师担任政治部主任、政委。“海

空 雄 鹰 团 ”是 一 支 享 誉 全 军 的 英 雄 团

队，曾被毛主席三次点将，在抗美援朝

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击落击伤敌机 31 架，

涌现出王崑、舒积成、高翔等一大批战

斗英雄。

“宣扬‘海空雄鹰团’的英雄事迹，

弘扬‘海空雄鹰精神’，是我在任时一项

重要职责。虽然现在我退休了，但传承

发扬英雄精神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

有义务把‘海空雄鹰团’的故事讲给更

多人听。”崔平均说。

2021 年初，崔平均经推举成为宁波

军休一中心“甬尚老兵·锋领港城”红色

服 务 队 队 长 ，担 负 队 里 红 色 宣 讲 的 重

任。1 年来，他赴宁波市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和中小学校，开展了 10 余场以

“海空雄鹰精神”为主题的讲座。

“虽然宣讲主题相同，但崔老每次准

备的讲稿都不同。”宁波军休一中心工作

人员常芸芸说，每次宣讲前，崔平均都会

为听众“量身定制”授课内容。为了让授

课更生动，他特意把飞机模型、纪念专

刊、老照片带到现场，还自学课件制作，

授课质量不断提高，受到听众广泛好评，

成为军休一中心红色服务队的一张“名

片”。

“追名逐利，对不起
自己的良心”

5 次荣立三等功，获评“海军优秀指

挥军官”“海军从严治军先进个人”……

崔平均收获了很多荣誉。然而，每次受

到表彰后，他都把奖章和证书锁进柜子

里，很少向人提及。

“我只是尽了应尽的职责，组织的

肯定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没有什么值

得炫耀的。”崔平均常说，“共产党员要

靠实实在在的行动做好本职工作。追

名逐利，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淡泊名利、勤政务实的崔平均，军

旅路上有一位“一生学习的榜样”。入

伍第 4 年，在空军某部地勤中队担任机

械师的崔平均因表现优异，被提拔为中

队指导员。年龄比他大、入伍比他早的

王建朝，仍然担任副指导员。崔平均担

心“委屈了王副指导员”，没想到单位领

导告诉他，“是王建朝同志主动让贤”。

原来，上级考虑过提拔王建朝为指

导员。但王建朝认为崔平均年轻有能

力，比自己更能胜任这一职务。经过全

面考察，上级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

“你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我们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

们的责任，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我一定会好好配合你的工作。”崔平均

上任后，王建朝主动与他交心，还把一

些比较棘手的杂事揽了过去，让崔平均

腾出更多精力抓中心工作。由于班子

团结、上下齐心，该中队多次受到师党

委表彰。

后来，在事业发展和个人进步的每

一个路口，崔平均都会把自己和王建朝

“比一比”。2009 年，崔平均任正师职已

有 6 年，有人提醒他“找找老领导”。在

全 师 军 人 大 会 上 ，崔 平 均 公 开 表 明 态

度：“部队是要准备打仗的，职务晋升要

凭能力、凭本事、凭业绩，不能走旁门左

道。”崔平均掷地有声的话语和坚决的

态度，赢得官兵的尊重。

刚退休那几年，崔平均经常收到老

战友、老部下“欢迎检查指导工作”的热

情邀请。他一次次婉拒。在军休一中

心，他从不以“老领导”自居，把更多精力

投入到为老干部办实事上。

2013 年至今，崔平均连续三届被选

为军休中心军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崔

书记很平易近人，我们遇到困难都愿意

找他帮忙。”谈起崔平均，党支部成员都

赞不绝口。

崔平均给自己定下“五个一”的规

矩，坚持“老同志有意见时要去听一听，

老同志有困难时要去帮一帮，老同志生

病住院时要去看一看，老同志的建议需

求要及时向上级提一提，老同志病故了

要亲自去送一送”。他也因此成为军休

一中心许多老干部的“知心人”。

“自觉为英雄部队扬
清风、树正气”

“没有您的关怀，我的梦想只能和

着泪水一起打进那个褪了色的蓝背包

里，成为一生的遗憾。”

原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某部政治处

干部杨锐曾给崔平均写过一封感谢信。

那一年，2 次荣立三等功的战士杨锐，在

原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组织的装备技术

比武中获得第一名，各项条件均符合提

干标准，但在选拔时因种种原因没有入

围。困惑之中，杨锐找到崔平均。

“要信任组织、相信自己！”了解相

关情况后，崔平均第一时间回复杨锐。

他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和选拔标准，把杨

锐纳入提干候选名单。通过公平公正

的评选，杨锐最终获得提干名额。怀着

对组织的感恩之心，杨锐刻苦学习、勤

奋工作，先后被评为优秀学员和优秀基

层干部。如今，每逢春节，杨锐都会给

崔平均发来问候短信，汇报自己的成长

进步。

熟悉崔平均的人都说，崔平均的眼

里“揉不得沙子”。“我是个从农村出来的

娃，是党组织的关心培养，让我从普通青

年成长为部队领导干部。”在崔平均看

来，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真理、

坚持原则，“自觉为英雄部队扬清风、树

正气”。

崔平均的父亲崔祥兴是一位新四

军老兵。“我的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他

一辈子不忘党恩、不谋私利，内心对党

有无比坚定的信仰，从小就教育我要听

党话、跟党走。”崔平均说，他在部队担

任领导后，父亲常来信告诫他，要戒骄

戒躁，清廉为官，“逢年过节，父亲总要

反复叮嘱我不要接受任何礼品，不要贪

图一时的享受，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

党员。”

“我是从‘海空雄鹰团’所在部队走

出来的老兵，一言一行都要维护这支英

雄团队的荣誉。”退休后，崔平均给自己

定下“三忘三不忘”的原则：忘记职务，

不忘责任；忘记荣誉，不忘党恩；忘记得

失，不忘初心。

“目前来看，我应该都做到了。”回

望退休后走过的路，崔平均的回答，坚

定从容。

图①：崔 平 均 宣 讲“ 海 空 雄 鹰 精

神”。 彭 媛摄

图②：崔平均向小学生讲述“海空

雄鹰团”英雄事迹。 翁国恩摄

图 ③ ：东 部 战 区 海 军 航 空 兵 某

旅营区内的“海空雄鹰”石。

申屠霖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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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海空雄鹰团”所在部队走出来的老兵，崔平均大力宣扬“海空雄鹰精神”—

擦亮英雄团队的荣光
■卢旭东 本报记者 张培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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