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训战一体，锻造打赢劲旅。近日，中部战区陆军第 82 集团军某旅组织连

贯作业考核，武装奔袭、穿越障碍、侦察目标、卫生救护……一系列紧贴实战的考

核课目接连展开，有效锤炼了官兵的实战本领。

锤炼实战本领
■晋 蒙/文 周雪凯/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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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红装爱武装
■摄影 刘国辉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战略支援

部队某通信站女兵野外应急演练

时的场景。拍摄者使用长焦镜头

压缩剪影空间，将读者的思绪带到

大漠戈壁。夕阳下，女兵们正各司

其职紧张地忙碌着，一位女兵手中

挥舞着大锤与她纤细的手臂形成

鲜明对比。大漠、落日、骆驼刺，这

些戈壁特有的景观元素与女兵融

为一体，令人不禁想起那句诗“中

华 儿 女 多 奇 志 ，不 爱 红 装 爱 武

装”。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代

女兵的风采。

（点评：蒋中军）

“地道战嘿地道战，

埋伏下神兵千百万，

嘿！埋伏下神兵千百万，

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战，

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

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魂飞胆也颤，

侵 略 者 他 敢 来 ，打 得 他 人 仰 马 也

翻……”

这是 1965 年拍摄的电影《地道战》

的主题曲。相信很多观众都对这部根

据真实战史改编拍摄的经典影片印象

深刻。在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地区军民

创造的“地道战”战法有力打击了敌人，

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3 月 21 日，我们

来到电影《地道战》原型所在地——河

北省正定县曲阳桥镇高平村采访，回望

当年老区军民坚贞不屈的抗战精神和

英勇事迹。

今天的高平村，房屋整齐，街道干

净 。 在 充 满 现 代 化 气 息 的 村 子 里 ，南

天门及 600 余米长的地道遗址格外引

人瞩目。

高平村地理位置特殊。抗日战争

时期，它是从敌占区到晋察冀边区重要

的交通枢纽地带，因此成为敌我双方争

夺的战略要地。谁控制了这个交通枢

纽，谁就可以连通平汉、津浦、北宁、石

德 4 条铁路线，谁就控制了通往北平（今

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大城市的运输动

脉。1937 年 10 月 8 日，正定城沦陷后，

日军开始疯狂杀戮当地军民，企图早日

占领以高平村为中心的交通枢纽。在

日军攻占高平前，高平周围的付家村、

前 塔 底 、韩 家 楼 等 村 庄 都 已 被 日 军 占

领，并建了 10 多座炮楼。

保卫高平村就是保卫家乡，就能迟

滞日军的兵力和物资运输。1941 年，高

平村建立了秘密抗日游击小组。有了

队伍后，刘傻子、刘双恩等武装骨干发

动群众自制武器和炸药，勇敢地向敌人

打响了第一枪。1942 年 2 月，在党的领

导下，高平村建立了抗日民兵游击队，

刘傻子改任民兵队队长。为了粉碎敌

人的“扫荡”，在晋察冀边区号召下，刘

傻子带领村民创造性地开挖地道。两

年多时间里，高平村挖出了“三纵三横”

的主干地道，构筑了坚不可摧的“地下

长城”。

敌 人 一 旦 进 入 村 子 ，就 会 被 村 头

和 路 口 在 地 道 中 瞭 望 的 民 兵 发 现 ，执

勤民兵会立即向各个地道的伏击人员

传 递 信 号 ，让 大 家 做 好 迎 敌 准 备 。 就

像 电 影 里 演 的 那 样 ，敌 人 进 了 村 子 根

本看不到人，但当他们打开柜门、掀开

锅盖、撩开被子、挪动桌椅、靠近石碾

的 一 瞬 间 ，就 会 被 隐 藏 在 地 道 里 的 民

兵 一 枪 击 毙 。 敌 人 一 个 个 被 打 倒 ，却

摸 不 清 子 弹 从 哪 里 打 来 ，高 平 村 成 了

日寇谈之色变的村庄。

为了长期坚持抗战，高平村还创造

性地开办了“地道兵工厂”。在高平村

森楠胡同 42 号院子里，白天人们打铁做

生意迷惑敌人，晚上就钻进地道里制造

武器。在这个小小的“兵工厂”里，民兵

制造了小土炮、地雷、手榴弹等，有力地

支持了抗战。

在高平地道战纪念馆，为了亲身感

受地道的作战环境，村党支部副书记周

利锋带着我们钻进了当年修建的一条

地道。

地道入口处的坡度不是很大，但地

道最深处至少在 5米以上。地道宽约 60

厘米，高 50到 200厘米不等，过道中仅能

通过一行人，人多数时候要弯腰前进。

地道里除了黑暗，就是阴冷潮湿，空气

也十分稀薄。我们在地道里走了大约

200 多米，就感觉有点腰酸背痛了。回

想战争年代，游击队员和村民们在地道

里战斗或躲藏是何等的艰难啊！为了

消灭敌人、保卫家园，前辈们付出的艰

辛与牺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高平村地道有着独特的结构。为

了安全和迷惑敌人，挖掘地道时规定，

每 10 户人家设一个地道口，每一个地道

口由一个骨干民兵负责。为了打击进

入地道内的敌人，每个地道口都挖了陷

阱，井下栽着刀和木锥。为了防止敌人

放毒、放水、放烟等，地道口均挖了具有

“三防”作用的翻口。地道内的通风换

气主要依靠碾磨、锅灶、土炕、牲口槽下

的通风口传送空气。在地道遗址里，我

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地道瞭望口、地道卡

墙、翻口、射击孔、突围口等内部设施。

抗日民兵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凭借智慧

和勇气，在蜿蜒纵横的地道里巧妙与敌

人周旋，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乡亲，打击

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离开高平地道战纪念馆，我们遇到

了抗日英雄周新宅的儿子周兰忠，听他

讲述了“三·二三战斗”的故事。1945 年

5 月 4 日（农历三月廿三），数千名日伪

军携带武器逼近高平村。激烈的战斗

过后，敌人伤亡惨重、狼狈逃窜。敌人

逃到公路上后，用迫击炮向村内疯狂轰

炸，发泄忿恨。正在抢救伤员的民兵队

长刘傻子不幸中弹牺牲。周新宅得知

刘傻子牺牲后，含泪写下一首三字诗：

四五年，三二三。

高平村，受磨难。

拿起枪，共抗战。

下地道，保安全。

到房上，打枪弹。

日伪军，团团转。

得解放，鸣鞭炮。

1963 年 5 月，上级要求八一电影制

片厂“以故事片的形式拍一个关于地道

战的民兵教育片”。八一厂的任旭东担

任导演。创作组成立后，立即来到北京

焦庄户、冀中平原地道战发源地等几十

个村庄采访。任旭东在正定县高平村

采访了多位参加过地道战的民兵后，决

定 以 高 平 村 为 原 型 写 一 个 村 庄 ，取 名

“高家庄”。影片故事取材于高平村抗

日战争时期五次反扫荡的战斗事迹，片

中的战斗英雄也以高平村民兵队长刘

傻子为主要原型，取名“高传宝”。

电影《地道战》公映后，导演任旭东

曾以“江舟”为笔名在工人日报发表了

一篇题为《漂亮一仗》的文章。文中写

道：“高平村人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坚

持‘村自为战，人自为战’，创造了地道

和地道战。”2015 年 8 月 11 日，人民日报

刊发《电影〈地道战〉原型村——河北正

定高平村 庄稼汉打退日军 5 次围剿》

的文章，详细介绍了高平地道战的感人

事迹。

人 民 是 胜 利 之 本 。 1938 年 5 月 ，

毛 泽 东 同 志 在《论 持 久 战》中 鲜 明 提

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

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高平

村，我们感受到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

“地道战”所反映的军民革命意志和人

民群众的战争智慧永远值得我们深思

和借鉴。

电影《地道战》里的“高家庄”
■韩卫旭 张凤波

李卜克内西在《纪念卡尔·马克思》

中写道：“他痛恨吹牛拍马的人，谁在他面

前夸夸其谈，谁就会倒霉……‘空谈家’一

词是马克思口中最严厉的谴责语——他

只要认为某人是个‘空谈家’，就不会再

理睬这个人了。”

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周围是否也曾

有马克思眼中的“空谈家”？面对新任

务，他们只“表态”不“表率”，总是言语

上狂风暴雨，行动上微风细雨。一事当

前，不是先考虑怎样把它干好，而是先

挖空心思喊出几句口号，不管能不能做

到。在这些人的观念里，好像口号喊得

越响，就显得干劲越大、办法越多；结

果，工作开始时豪言壮语，中间平平淡

淡，最后杳无音信。

强调态度、表明决心，这是抓工作

的一部分，本身无可厚非。用好了“表

态”，完全可以凝聚共识、提振信心，形

成推动工作的合力。但这只是抓工作

的一个环节，漂亮话说得再响，决心表

得再坚决，没有身先士卒的行动和办

法，也发挥不好引领作用，更难以把工

作落到实处、干出成效。

有的人为什么总喜欢“唱高调”？

最根本的原因是，相较于勤勤恳恳地工

作，耍耍嘴皮子显然更容易。一些人在

表态时，可能也是有干事之心的，但一

旦动手，或是发现困难不少，或是自感

能力不够，就打起退堂鼓。更深一层的

原 因 是 ，调 门 拔 得 高 ，一 般 也 不 会 出

错。这样的高调，既显示了“高姿态”，

也貌似有“高水平”，但暴露出的却是作

风的虚浮。

历览古今之贤臣良将，无不是以实

干立身、以实绩服人，用自己的“表率”

感召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

国相国晏婴历仕三朝，处处以身作则，

穿缁布之衣，吃脱粟之食，节其衣服饮

食之养，以接济贫苦民众，赢得百姓爱

戴。常胜将军粟裕作战时必深入前线，

一 生 经 历 大 小 战 斗 数 百 次 ，6 次 负 重

伤。他创下的七战七捷战绩，与他率先

垂范的过硬作风密不可分。只有身先

士卒、率先垂范，才能引领和带动整支

队伍上下同欲、克敌制胜。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

党员干部需要身先士卒，这是职责所

系，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身先

士卒反映出来的是态度，是决心，是“跟

我上”的担当。党员干部要和群众干在

一起、打成一片，带着群众干、做给群众

看，关键时刻更要冲上去、顶得上，在真

抓实干中当先锋、作表率，以同甘共苦

的实干姿态激发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

强军兴军的道路上，我们要唾弃只

会表态的“空谈家”，争当率先垂范的

“实干家”。少一些嘴上用力的“表态”，

多一些身先士卒的“表率”，才能以“关

键少数”的身先士卒，带动“绝大多数”

的共同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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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足迹

火箭军某营野外驻训期间，通过组

织团队趣味游戏，开展心理疏导活动，

有效缓解了官兵驻训压力。

今年以来，该营赴野外开展驻训，

官兵在战位上度过了新春佳节。随着

训练强度不断增加，驻训时间延长，个

别官兵出现了焦躁、紧张等心理现象。

为帮助官兵缓解压力，他们利用业余时

间，开展趣味推理等团队游戏，让官兵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释放心理压力。

某连政治指导员肖天说：“团队游戏等

活动拉近了官兵心与心的距离。在活

动中，我们能够及时了解战士们内心深

处的想法，有针对性地解开他们的思想

疙瘩、化解矛盾问题，对于辅助做好经

常性思想工作很有帮助。”

趣味活动缓解驻训压力
■张清源

初 春 的 慕 士 塔 格 峰 ，阴 冷 、萧 索 。

山脚下一处营区院内，一棵参天白杨，

枝繁叶茂，与远处巍峨的雪山、连绵的

冰川，形成鲜明映照，格外显眼。

放眼望去，方圆几公里内，无论个

头还是根基，再找不出一棵能与它相媲

美的树了。说起这棵特别的杨树，还有

一段令官兵难忘的往事。

据某边防团政委沈新明介绍，这棵

杨树是 1969 年 6 月，该团组建后栽种的

第一批树。确切地说，它也是那批树苗

中存活下来的唯一一棵，至今已在帕米

尔高原度过了 53 个春秋。

团史中这样记载：那时，为了让这

光秃秃的高原披上绿装，团里用马拉平

板车的方式，历经半个多月，从山下运

来 200 多棵杨树苗。

树苗种下后，连队官兵轮流浇水、

培土、施肥，像照顾孩子一样用心，希

望 这 些 树 苗 能 生 长 成 材 。 然 而 ，高 原

上 的 天 气 很 快 就 急 着 耀 武 扬 威 ，鹅 毛

大 雪 纷 纷 扬 扬 、气 温 骤 降 。 原 本 在 平

原 上 生 命 力 旺 盛 的 白 杨 ，在 这 里 却 难

以生长。200 多棵树苗只剩下 1 棵小树

苗存活下来。

不畏难的战士们此后每年仍会继

续种树，可结果都差不多，种多少，死多

少。一年又一年，当年那棵小树苗，战

胜了恶劣环境，奇迹般地在高原上茁壮

成长。为了纪念这棵树，官兵给它取名

“戍边杨”。

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雪的洗礼，“戍

边杨”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它不仅是

雪域高原上的壮丽景致，也是一代代官

兵扎根高原的精神寄托和铁心戍边的

信念化身。

多 年 来 ，该 团 一 直 有 这 样 一 个 传

统：每年新兵入伍，都要组织新战士在

“ 戍 边 杨 ”下 聆 听 老 一 辈 戍 边 人 讲 述

“忠诚守边防、激情干事业”的事迹；每

年 退 伍 季 ，老 兵 们 会 自 发 来 到“ 戍 边

杨”下合影留念，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个

第二故乡。

一茬茬戍边官兵中，有不少人与这

棵“戍边杨”有着讲不完的动人故事。

宁夏籍女兵李清清就是其中一位。

2018 年 12 月，这个边防团迎来了

首批 14 名戍边女兵，为雪域边关注入了

新鲜血液，李清清是其中之一。

“带着五彩梦，从军走天涯，女儿十

七八，集合在阳光下……”唱着这首《女

兵谣》，李清清怀揣从军梦，来到西陲边

疆，成为了一名戍边女兵。

然而，初来乍到，恶劣的条件和高

强度的军事训练，给这个瘦小的女兵一

个大大的下马威。

呼吸困难、胸闷气喘、反应迟缓……

战 胜 高 原 环 境 ，她 竟 用 了 一 个 多 月 时

间。后来，因体能训练总跟不上，她的

思想开始动摇，工作热情也随之下降，

甚至萌生了提前退役的想法。

“你看看咱们眼前这棵挺拔的‘戍

边杨’，几十年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

严寒冰雪，它一直坚韧不拔地挺立在高

原……”排长吾丽娅提看出了李清清的

心事，便带着她来到“戍边杨”前，讲述

“戍边杨”扎根高原的故事。

但不管吾丽娅提怎么动之以情、晓

之 以 理 ，李 清 清 都 不 为 所 动 ，归 心 已

定。在李清清心里：“这就是棵树，不是

人，它没有思想，又怎能体会到我的心

思呢？”

那些天，临近植树节，像往常一样，

连队再次接受了后山的植树任务。吾

丽娅提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她将

植树任务分派到个人，每人必须立下军

令状，独立种植一棵树苗，并负责浇水、

施肥等照料任务，直至种活。

打 小 就 在 农 村 长 大 的 李 清 清 愉

快 地 受 领 了 排 长 交 给 的 任 务 。 她 觉

得 ，这 根 本 是 小 菜 一 碟 ，并 开 始 和 排

长“谈判”：“如果我种活了这棵树苗，

请 排 长 逐 级 上 报 我 的 退 役 请 求 。 若

种 不 活 ，我 决 定 安 心 服 役 ，绝 无 二

心。”

“好！一言为定，全排战友作证。”

立下军令状，就意味着没有退路可

言。从那之后，李清清格外用心地照料

树苗，一有时间就跑到后山，给树苗浇

水、施肥。

在 高 原 冻 土 植 树 容 易 ，让 其 存 活

可 真 是 一 种 挑 战 。 开 春 时 节 ，高 原 上

冰雪突降，许多树苗惨遭凌虐，也将李

清 清 的 热 情 打 击 到 冰 点 。 她 不 愿 认

输 ，找 来 棉 衣 将 自 己 种 植 的 那 棵 树 苗

裹 得 严 严 实 实 ，可 不 久 树 苗 枝 梢 渐 渐

枯黄。

李 清 清 日 夜 忧 心 ，照 料 得 更 加 殷

勤 。 一 个 多 月 后 ，这 棵 树 苗 几 经 生

死 ，竟 在 阳 光 下 发 出 了 嫩 芽 ，李 清 清

喜 出 望 外 ，高 兴 地 跳 起 来 。 笑 着 笑

着，她突然哭了，泪眼婆娑中，她想起

了 曾 经 的 自 己 ，再 看 看 营 院 内 那 棵 高

大 的“ 戍 边 杨 ”：“ 人 难 道 还 不 如 一 棵

树吗？不能逃走，必须面对。”她在心

里对自己说。

从那之后，她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近

乎苛刻的计划，每天加班加点训练，成

绩随之快速提高。后来，她还找出锁在

箱子里的军考复习资料。吾丽娅提得

知后，也鼓励她积极备考。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 8 月，她以

总分排名军区第一的好成绩考取了梦

寐以求的军校。

告 别 军 营 的 那 一 天 ，她 再 次 来 到

“戍边杨”旁：“谢谢你陪伴我、激励我，

两年时光，我在高原读懂了你，也读懂

了身为戍边女兵的自己……”

“戍边杨”
■清 臣

迷彩芳华

活力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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