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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中 央 军

委印发《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该

条 例 重 构 战 时 功 勋 荣 誉 表 彰 项 目 ，新

设“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这既是

对 历 史 的 深 情 回 望 ，更 是 向 着 未 来 的

坚定出发。

一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的

革命文物中，有一枚红星奖章述说着一

段特殊而非凡的历史。它的渊源可以追

溯到人民军队历史上首次为庆祝八一建

军节而举行的阅兵式。

1933 年，是风雷激荡的一年。光明

与黑暗，进步与反动，酝酿着空前激烈

的风暴。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

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

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一面妥协投降，

一面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

针，调集 50 万重兵，准备对中央根据地

和红军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誓要彻底剿灭红军。

战争的阴云笼罩在苏区上空。就

在这个时候，中共临时中央进一步推行

“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给中国革

命 事 业 和 人 民 军 队 带 来 了 巨 大 灾 难 。

各地红军虽经浴血奋战，共产党领导下

的根据地仍被敌人不断压缩：1932 年 10

月，鄂豫皖根据地大部陷落。红四方面

军主力被迫西进川陕地区；同月，湘鄂

西根据地的中心洪湖革命根据地陷落，

红三军主力开始转战湘鄂川黔地区；中

央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铁桶合围”，红军

面临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

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决战即将到

来。面对敌人重兵压境的严峻形势，红

军指战员没有丝毫畏惧，决心用一场气

势磅礴的“八一”纪念活动，宣示革命到

底的坚强决心。

整个纪念活动的高潮是阅兵式，而

这场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堪称罕见的阅

兵式，却只能选择在凌晨时分举行——

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遭到敌机的轰炸。

这次阅兵没有留下任何影像，但从

《红色中华》的一篇报道中，人们依然能感

受到当年红军将士英勇无畏的豪迈气概。

1933 年 8 月 1 日凌晨 4 时，一支支

红军队伍从四面八方悄无声息开拔到

瑞金城郊的阅兵场。脚穿草鞋、身着补

丁军装的老红军扛着长枪大刀庄严列

队 ，小 红 军 紧 握 鸟 铳 梭 镖 肃 立 在 队 列

中。数千支火把照彻夜空。礼炮轰鸣，

军乐高奏，红军战士激情澎湃，振臂高

呼：“打倒帝国主义！”“誓死保卫苏维

埃！”“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总 司 令 朱 德 、总 政

委 周 恩 来 检 阅 部 队 。 战 旗 猎 猎 ，步 履

铿 锵 ，红 军 将 士 视 死 如 归 的 气 概 令 人

震撼。

全体官兵跟着朱德总司令齐声庄严

宣誓：“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

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着

工农解放奋斗到底！”铿锵有力的《中国

工农红军誓词》，显示出红军战士高涨的

革命热情和保卫苏区的坚定决心。

宣誓完毕后，现场紧接着举行了隆

重的奖章颁发典礼。为了表彰红军中英

勇善战的指战员和反“围剿”作战中的有

功人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确定设立“红星奖章”。“红星奖

章”是当时人民军队最高级别的奖章，共

设三个等级，分别用金、银、铜制作，以体

现荣誉的珍贵性和权威性。中革军委决

定，授予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一等

“八一”红星奖章；授予王稼祥、刘伯承、

聂荣臻等人二等“八一”红星奖章；授予

兴国模范师创始人师长钟元洪、政治委

员谢远松，红军无线电新闻台创始人王

震等数十人三等“八一”红星奖章。

当时，红军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

受阅官兵身着补丁军装，脚穿草鞋，但

他们高举军旗，手持缴获国民党军的各

种枪支，雄赳赳气昂昂地接受总司令和

总政治委员的检阅。“红星奖章”的颁

授，给广大红军指战员巨大的激励。这

场危急时刻举行的阅兵活动，彰显了人

民军队对党的赤胆忠心和血战强敌的

坚定意志。

红军官兵昂扬的精神面貌，给苏区军

民以极大的鼓舞。一位叫朱华的红军记

者在《阅兵场的速写》一文中，对人民军队

的未来充满憧憬，他写道：“不久的将来要

检阅我们工农自己的海陆空军，正像今

日，雄健脚步，踏着号声的节奏……那个

时候，在革命历史上写着我们光辉功绩。”

今天，回望这次“八一”纪念活动，

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那筚路蓝缕的初创

时期，人民军队就十分重视军功荣誉表

彰的教育激励作用。这第一枚以中革

军委名义颁发的“红星奖章”，既是授予

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也为我军功

勋荣誉表彰的创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 础 。 为 战 而 奖 、以 奖 励 战 的 血 脉 基

因，从此深深地贯注于人民军队的军功

荣誉表彰工作中。

二

就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将士举行首

次阅兵的几个月前，1933 年 3 月 23 日，

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接到

了一枚辗转送达的勋章。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

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这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最

高荣誉章——红旗勋章，授给毛泽东、

朱德、彭德怀、方志敏等 8 人，嘉奖他们

为苏维埃政权英勇奋斗而作出的突出

贡献和功绩。这枚“红旗勋章”，是我党

颁发的首枚最高级别的勋章，也是人民

政权徽章褒奖制度之始。

然而由于战事紧张，联系困难，直

到 两 年 多 后 ，远 在 闽 浙 赣 苏 区 的 方 志

敏才接到了这枚勋章。在这场迟到的

授勋仪式上，方志敏佩戴上红旗勋章，

心情十分激动，他在致答词时说：“全

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授给我的勋

章，不仅是奖励我个人，而且是奖励全

省工农群众与红色战士的光荣战争。”

他最后表示：“我接受勋章以后更加坚

决 的 在 中 央 政 府 领 导 之 下 ，与 帝 国 主

义 国 民 党 、与 一 切 反 革 命 派 作 坚 决 的

斗争……”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

活 跃 的 创 造 ，到 处 都 是 日 新 月 异 的 进

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

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今天，当

我们重读方志敏这篇《可爱的中国》，共

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因为这枚珍贵的

勋章而更加熠熠生辉。

三

同样是这枚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

颁发的“红旗勋章”，它的另外两位获得

者董振堂、赵博生的故事则十分悲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

占中国东北，中华民族陷入危难之中，

1931 年 12 月 14 日，出于对蒋介石的不

抵抗政策强烈不满，国民党军第 26 路军

17000 余人携带 2 万余件武器装备，在

共产党员、国民党第 26 路军参谋长赵博

生、旅长董振堂和季振同等领导下，举

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起义部队加入红

军，成立红军第五军团。这是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成功

的、重要的武装起义。宁都起义打击了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增

强了红军力量，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

的抗日热忱，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起

了重要作用。

为表彰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董振堂、

赵博生，中革军委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的决定，于 1932 年 12 月 4

日发布通令：“给予领导宁暴的董振堂、赵

博生两同志以全苏大会所制定最高荣誉

的红旗章……给领导宁暴的各干部以革

命书籍多种，给参加宁暴的红五军团全体

战士以其他的慰勉与奖励……”

1932 年 12 月 14 日，为纪念宁都起

义 一 周 年 ，中 革 军 委 举 行 盛 大 的 庆 祝

会，朱德、周恩来在会上代表军委向宁

都起义的有功人员赵博生、董振堂等颁

发了红旗勋章。第二天，两万多名群众

举行提灯游行，鼓乐声、爆竹声、口号

声、欢呼声响彻黎川城的上空。

1933 年 1 月 8 日，赵博生率部在江

西南城黄狮渡钳制 3 倍于己的国民党

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就在这次激烈

的战斗中，赵博生亲临前线指挥冲锋时

不幸右额中弹，壮烈牺牲。为了纪念赵

博生同志，宁都县曾被命名为博生县，

瑞金建有纪念他的“博生堡”。

噩 耗 传 来 ，作 为 赵 博 生 的 亲 密 战

友，董振堂无限悲痛。由他签发的一份

电报沉痛有力地号召战士们：“我们是

阶级的战士，不应该流眼泪”“誓为我们

的阶级复仇，消灭敌人——帝国主义与

国民党……把赵副总指挥遗下来的光

荣的苏维埃旗帜高高举起，插向抚州，

南昌，插向全中国！”

长征路上，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屡

立奇功，担负艰巨的后卫任务，成为中

央红军的“铁流后卫”。朱德说：“老五

殿后，我放心。”

有一次阻击战中，部队完成阻击任

务正准备撤离阵地，董振堂突然接到一

个电话：妇女队有位同志正在分娩，能

否再坚持一会儿，等孩子生下来再撤。

敌人的追兵越来越近，每耽搁一分

钟都意味着更多的伤亡。有人说：不能

为了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再牺牲战士

了。董振堂的命令却是：“继续战斗，顶

住敌人！”他说：“我们打仗干革命为了什

么？不就是为了孩子，为了明天吗？！”

为了孩子，为了明天——正是这种

如此简单却如此崇高的目标追求，让红

军将士充满力量，无惧生死。然而董振

堂 没 有 能 够 看 到 孩 子 们 的 幸 福 明 天 。

在浴血奋战的征途中，董振堂用生命兑

现了他接受“红旗勋章”时许下的誓言。

从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对新中国的

深情向往，到董振堂“为了孩子，为了

明天”奋战到生命最后一刻，一枚穿越

硝 烟 的 红 旗 勋 章 ，一 部 人 民 军 队 的 军

功 荣 誉 表 彰 史 ，深 深 地 铭 刻 着 这 支 英

雄之师的奋斗足迹。世界上从未有一

支 军 队 和 国 家 的 昌 盛 、民 族 的 命 运 如

此紧密相连。

每一枚勋章，都镌刻着可歌可泣的

红色基因；每一种荣誉，都铭记着气壮

山河的英雄传奇。《军队功勋荣誉表彰

条例》中新设立的“红旗勋章”和“红星

勋章”，承载着光荣，承载着使命，在历

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发出时代的新声，必

将焕发人民军队奋斗强军的壮志豪情，

砥砺全军官兵创造无愧于我们这个伟

大时代的荣耀与辉煌！

荣耀照亮征途
■王 龙

新疆是国内距离海洋最远的内陆地

区，但我在新疆当兵的日子里却看到过

另一种海——瀚海。

到新疆当兵前，我对大海的印象是

从电影和报刊杂志上获得的，是从想象

中获得的。

作为军人的我，要经常到戈壁沙滩

训练和执行任务。新疆的戈壁留给我的

印象是一望无际的敞亮，就像我想象中

的海洋那样浩瀚。每天可以清晰地看到

太阳从地平线的东边升起，又从西边滑

下，只不过海面不是深蓝色的，而是青

灰色和赤褐色的。这海里也有风暴和浪

涛，只是浪涛的颜色有些浑浊，吹进嘴

里的风没有腥咸味，只有砂子的干涩和

磨牙。我们出海也乘船，不过这船上没

有风帆，而是 4 个轱辘的北京吉普；我

们是瀚海里的一群“水兵”——穿着绿

色军装而不是海魂衫。

我在瀚海。夏天，当太阳钉在中天

的时候，这儿是死的，连风也不呼吸；

冬天，暴风雪过后的清晨，这儿是凝固

的，每一棵草都变成了雕塑。我曾怀疑

这儿的时间空间停止了运动——那沙

山，那荒原，永远是一派苍凉。我在瀚

海参加训练时，曾遇见一支石油勘探

队，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工程师告诉我，

在好多万年前，这里是一片大海，海中

有鲸鱼，还有水藻。他拿出一块石头：

“喏，这个化石就是一种海里的生物。

一 次 巨 大 的 造 山 运 动 后 ， 海 水 干 涸

了 ， 留 下 来 沙 子 和 石 头 。 海 中 的 生

命，变成了我们需要的石油。”善于做

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员借机说道：“这

就是我们在这里训练、保卫这个荒凉

地 方 的 意 义 所 在 。” 之 前 ， 我 曾 经 憎

恶 、 诅 咒 过 这 片 海 ， 还 为 它 哭 过 鼻

子 ： 那 是 漠 风 第 一 次 揭 走 头 上 军 帽

时 ， 那 是 寒 流 第 一 次 冻 肿 鼻 子 尖 时 ，

那 是 镜 子 里 看 到 “ 白 面 书 生 ” 变 作

“黑脸包公”时……我是多么地想念四

月家乡武汉长江边上的柔风呵！

不要以为瀚海的生活只有苦，也

有惬意的时候。星期天，我们常常和

老乡或好友相聚在一起，折两枝成熟

的 沙 枣 ， 背 一 挎 包 的 书 籍 或 录 音 带 ，

从集镇小卖部捎回午餐肉和鱼肉罐头

以及“新疆啤酒”，去到一座僻静的沙

山背后，边听着音乐，边享受野餐的

美味。有的战友则在沙地上研究函数

方 程 ， 分 析 电 离 子 在 磁 场 中 的 受 力 ，

或者默写化学分子式。而我捧着不知

从 哪 里 弄 来 的 文 学 杂 志 ， 读 着 王 蒙 、

冯骥才、舒婷、周涛等人的小说和诗

歌，幻想着有一天自己写的东西也能

变 成 铅 字 。 累 了 ， 拾 一 些 枯 草 升 起

火，取出早饭时剩下的馒头，烤它个

四面焦黄。再用牙咬开啤酒瓶盖，冒

着泡沫的绿色刷牙缸碰在了一起。我

将白色泡沫和淡棕色的略带苦味的流

质一同饮下，咬一口馍，再拾两枚沙

枣扔进嘴里，吼出“大漠孤烟直，长

河落日圆”“醉卧沙场君莫笑”……

提干后，我被部队安排做宣传工

作。一次，部队组织官兵在古尔班通古

特沙漠进行沙漠野战生存能力训练，我

作为新闻干事，陪同记者来到现场拍

摄。我们从越野车下来，感到脚仿佛踏

在了烧红的铁板上，我的头上像顶着一

个火炉。我认识的营文教导员迎了上

来。见他大热天还穿着长袖衣服，记者

问：“这么热，怎么还穿得这么严实？”

他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汗：“这里有一段

黑土地咬人。”一旁的吴营长解释道：

“因为土里含硝、碱的成分较多，挨着

人的皮肤马上就会起红疙瘩。”说着，

他带我们来到营指挥排阵地。几名战士

正 捂 着 鼻 子 ， 排 长 报 告 说 ：“ 气 温 太

高，全排同志都流了鼻血。”“那你们是

怎么防止流鼻血的呢？”“嘿，我们琢磨

出了个土办法，人躺在沙坑里，不断地

用凉沙子搓脖子。”摄像记者想录下这

些动人的情景，可摄像机却因气温太高

而自动“罢工”。他连呼遗憾。我一看

帐篷内挂的温度表直指摄氏 52 度，而

外面的地表温度高达 73 度。随行的一

位女记者口渴了，拧开别人递过来的军

用水壶。“哎呀，好烫！”说着，她把一

口水吐了出来。递水的战士不好意思地

解释：“早上我装进去的是凉开水。”

夜幕降临，乔旅长给我们一行人腾

出了最好的住地——帐篷里的地铺。气

温渐渐降低。远处传来几声嚎叫。“这

是 狼 嚎 。” 吴 营 长 说 。“ 沙 漠 里 还 有

狼？”“有，沙漠里的狼，因为缺水缺吃

的，比别的地方的狼更凶。刚进驻那

天，还来我们这里做客了呢。”一位老

兵告诉我们，进驻沙漠的那晚，一个战

士半夜上厕所，猛然发现周围有几只绿

眼睛在闪动，揉揉眼仔细一瞅，是狼！

他抽出信号枪，“当，当，当”朝天连

放 3 枪。红色信号划破了夜空，战士们

一跃而起，喊声四起。狼惊慌逃窜，战

士们在后面追喊，一直追到狼消失得无

影无踪。从此，狼不敢靠近，只在远处

干嚎。为了防范狼的侵犯，每班派一人

轮流放哨，并负责给篝火添柴。

我随记者对不少官兵进行了采访。

当问及他们身处沙漠深处，面对难以想

象的艰苦、煎熬和寂寞，为何能以苦为

乐时，我发现他们深知这片沙漠是国土

的组成部分，表面的贫瘠下面蕴藏着巨

大的资源。他们平静地说：“我们必须

熟悉它、适应它，才能保护它……”

沙丘上搁着一轮彤红的夕阳。一行

大雁从夕阳的晕圈里掠过。一队骆驼在

起伏的丘峦间跋涉。一群镀着金边的人

的剪影，真实而浪漫地活动在桔红的天

幕上。

那一幕又让我想到海，同时我也更

深刻地明白了，比天空和海洋更辽阔的

永远是人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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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清晨，露水裹挟着泥土的芬芳，天

空点缀着繁星的光芒。巴丹吉林沙漠

中的一声长哨，打破夜的静寂。你曾

说，从不舍的甜梦里醒来，是期待着初

升的太阳。

阳光穿过胡杨伟岸的身躯、坚实的

臂膀，落在你目光坚毅的脸庞上。那挺

拔的身姿似乎也在诉说着顽强的坚守。

祁连山北，弱水河旁，那飘扬的军

旗见证着你的青春和过往。经历多少

徘徊，经历多少艰苦，你从未选择离开，

情愿燃尽自己的生命。

如 今 ，目 之 所 及 ，我 们 仍 能 看 到

你。在云卷云舒的午后，在战鹰的呼啸

声中，你们将汗水洒在测试间前的停机

坪上；在狂风大作的夜晚，在反复修改

的规划方案中，你们将对亲人的思念藏

进彻夜不熄的灯光。

像你一样，他们从未退缩，纵然骄阳

雕饰了容颜；从未屈服，即便无数次跌

倒，也勇敢地挺起胸膛。如你所愿，他们

已经成为了你，以坚强的意志擎起砺剑

空天的力量，守护着万里空疆的安宁。

如你所愿
■王 皓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与

胡月霞结婚整整 40 周年了，已经进入了

老来伴的阶段。

就在前些天，老伴突然对我说想去

拍个婚纱照。我不由得一愣，问她怎么

突然冒出这么个想法。

她说，当年我这根“铁梅辫”你说挺

好的，这几年，头发掉得非常厉害，再掉

下去，就扎不成辫子了。我想趁咱们结

婚 40 周年的机会拍个婚纱照留作纪念，

以后辫子没有了，只要看到婚纱照就能

唤起我们一路走来的美好回忆。老伴的

话说得我心头一热。

我和老伴是经人介绍相识的。那时

她是我的家乡赣中小城一家工厂的团支

部 书 记 ，我 是 豫 南 陆 军 某 师 政 治 部 干

事。两人第一次见面，我一眼看到她那

条粗粗长长的辫子，有点像当时家喻户

晓的《红灯记》里铁梅式的辫子，就说了

句你这条辫子挺有特点，挺好的。没想

到就这一句话，老伴一直以来都在努力

打理、维护辫子原来的模样。

我们见面后，又通过一段时间信，觉

得两人有共同的爱好，都喜欢写作，性格

志趣也相投，很快我们结合了。结婚假

期里，我们约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争

取每年在各自的工作中都有进步。也许

是爱创造的奇迹，婚后 4 年，我两次荣立

三等功，职务也由副连职升至副营职，并

且具备了家属随军条件。妻子也不含

糊，被厂里评为技术能手，还是厂里副厂

长的人选之一。

就在这时，部队领导找我谈话，希望

我动员家属随军。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个

师驻扎在一个偏僻的镇上，条件比较艰

苦。部分具备随军条件且在老家有工作

的军嫂不愿随军到部队来，这就影响了部

分干部安心服役。部队领导想让我这个

政治部机关干部在这方面带个头。我写

信把情况给妻子说了，她很爽快就答应

了，并说我现在是军嫂，部队需要，我得服

从。就这样，妻子带着当时三岁多的儿子

随军来到了部队家属院。妻子随军后，随

着我岗位的转换，先后经历了多个工作岗

位的磨炼。先是到军人服务社当营业员，

接着到师幼儿园当保育员、幼儿教师。为

了更好地胜任幼教工作，快奔 40 岁的她

自修学前教育课程，同 20 岁左右的年轻

人同场竞技也毫不逊色。由于教学工作

出色，妻子曾被原济南军区评为优秀教

师，还当了幼儿园负责教学工作的副园

长。正当妻子在幼教岗位上干得有声有

色时，我从作战部队提升交流到军分区系

统工作，她也随调到驻地所在市的环保监

测站工作。妻子又从零开始，从化验员、

助理工程师一直干到工程师……

妻子对于多次转换工作，一直坦然

接受，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她

说这就是军人家属的特点，叫干啥就干

啥，自己也确实努力做到了干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成一行，所以没有遗憾。妻子

说得没错，她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都勤

奋敬业，与同事友好相处，得到了所在单

位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

而今，老伴想通过拍婚纱照留下辫

子的模样，看到照片就能唤起过去的美

好回忆，这确实是件有意思的事。于是，

我对老伴说：“你想到了，我又不是做不

到，听你的，咱们去拍婚纱照吧。”老伴高

兴得把身后的辫子拉到胸前，摆了个铁

梅剧照里的造型，把我逗笑了。虽然无

情的岁月已让老伴没有了年轻时青春靓

丽的容貌，但在我看来，她与我们第一次

见面时一模一样。

儿子儿媳听后都很支持，儿媳还主

动联系了一家专门拍婚纱照的照相馆。

那天一大早，老伴按预约自己驾车去照

相馆化妆，之后打电话让我过去。这家

照相馆主要是为青年男女拍婚纱照的，

老夫老妻拍这样的照片很少。恰巧照相

馆的老板曾当过兵，他自告奋勇为我们

照相。整个拍摄过程很顺利，老伴看了

相机里的照片挺满意，当着照相馆众多

人的面对我说：“老头，谢谢你。”我本想

说，老伴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话到嘴

边却没有说出来，因为我的脑海里突然

涌现出一句老话，夸人莫夸妻。但从老

伴那开心的神情里，我知道她已经听到

了我的心声。

婚纱照
■韩强毛

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情感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