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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扶沟县全境解放前 16 天，

1948 年 6 月 5 日，他所在部队与匪徒发

生遭遇战，他倒下了，28 岁的生命永远

定格。他就是新四军第四师《拂晓报》年

龄最小的编辑、记者姜鸿起烈士。

4 月初，位于河南省扶沟县韭园镇

太康营村的姜鸿起烈士纪念馆传来消

息：两尊烈士铸铜塑像即将完工。

如果不是一本书的印证，我军新闻史

上一段特殊历史险些就被淹没。红色史料

抢救者姜新生，是一位扶沟籍退役军人。

前些年，姜鸿起烈士的侄子姜一平

找到姜新生，打算为伯父立一块墓碑。

家人和乡亲们只知道，姜鸿起是一位烈

士，曾担任过中共河南省扶沟县城关区

区委书记，此外再无更多信息。

2013 年，由扶沟县文联原主席唐贵

知创作，反映姜鸿起战斗经历的《小何庄

壮烈战歌》一书问世。姜新生从头至尾

认真细读，书中 16个字深深震撼了他：姜

鸿起任新四军四师《拂晓报》编辑、记者。

不能让这位战地记者的光辉经历被

淹没！姜新生从扶沟县、周口市文献记

载中寻找蛛丝马迹，从单斐回忆录《走向

拂晓》中寻求佐证，并对照彭雪枫将军与

《拂晓报》全体编辑、记者的合影照片，最

终确认了姜鸿起烈士的身份。

紧接着，姜新生历尽艰辛，搜集到包

括烈士生前照片、编印的报纸、刻字的蜡

版、使用过的油印机等大量文物，并撰写

《姜鸿起在新四军考述》，填补了烈士在延

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拂晓报》工作等

史料的空白。从此，扶沟抗日英雄便有了

“东有吉鸿昌，西有姜鸿起”的说法。

2014 年 11 月，姜鸿起烈士纪念馆启

动建设时的一幕，至今令当地人感动：烈

士的老部下、时年 88 岁高龄的离休干部

姜合顺闻讯后，决定和家人一起，到施工

现场为烈士纪念馆搬一块砖。

2015年 9月 3日，纪念抗战胜利 70周

年之际，占地面积 8000 多平方米的姜鸿

起烈士纪念馆建成开馆。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

等为《拂晓报》的题词、对《拂晓报》的关

心，得以生动再现。当年在法国巴黎举办

的万国报刊博览会上，《拂晓报》作为中国

一份敌后报纸参展并引起关注，让今天的

军事新闻工作者闻之肃然起敬。

如今，姜鸿起烈士纪念馆已成为“周

口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扶沟县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并被中国关工委命名

为“全国少先队重点课题研究基地”。

书中短短十六字

催生一座纪念馆
■闫忠玉 王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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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里的军民鱼水情

“成功的彼岸，我是否还能顺利靠

岸？”前不久，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中

士谢庆彪正在阅览室翻阅《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无意中看到了书中这句批注。

批注旁的一段原文下面画了一道粗粗的

红线。

写批注的是谁？难道他遇到了什么

挫折？谢庆彪后来向战友们介绍，当时

他带着一系列疑问，找来借阅登记本，追

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借阅流程，登记

本上显示：这本书一周前在驻地附近一

所中学的图书室内。

从 2019 年起，驻地双拥办积极协调

支持，该旅和附近学校、敬老院三方联合

启动“流动书箱”共建活动，用书籍架起

军地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桥梁。

这一次，谢庆彪“按图索骥”，很快查

到了上一名读者是初三学生葛陈晨。在

连队帮助下，他联系上葛陈晨的班主任，

提到自己在书中的“发现”。班主任告诉

谢庆彪，葛陈晨是一名优秀学生，成绩一

直名列前茅，可最近一次摸底考试没发

挥好，产生了厌学情绪。

得知这一情况后，谢庆彪没有急于

联系葛陈晨，而是写了一封书信，夹在书

中葛陈晨批注的那一页，委托班主任等

“流动书箱”送到学校时，把这本书交给

葛陈晨。

信 中 ，谢 庆 彪 没 有 讲 太 多 人 生 道

理 ，而 是 坦 言 担 任 班 长 后 的 经 历 与 苦

恼，他想带领全班处处争第一，这个目

标有时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正是《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主人公保尔的经

历 ，帮 他 走 出 了 困 境 。 卧 在 病 榻 的 保

尔，用笔代替武器粉碎生活的“铁环”，

谢庆彪把教出好“徒弟”视为幸福快乐，

巧妙地把“路总能走下去”的理念传递

给葛陈晨。

没过多久，当“流动书箱”再次回到

营区时，谢庆彪惊喜地发现，在夹着书信

的那一页，葛陈晨写上了一段新的批注：

“谢谢哥哥的鼓励，我也要像保尔一样继

续战斗！”这时，谢庆彪才主动联系葛陈

晨，勉励他再接再厉。

随 后 的 一 次 军 营 开 放 日 ，两 人 相

见。葛陈晨询问谢庆彪如何才能参军入

伍，扛起保家卫国的重担。

“流动书箱”结交书友，谢庆彪鼓励

过别人，也受到过别人的鼓励。据了解，

活动开展以来，已有数百本书籍写下官

兵、学生、老人的批注感悟、心得体会，成

为军地铸魂育人的一道动人风景。

循着批注寻读者

“流动书箱”故事多
■张 熠 章 鹏 本报特约记者 迟玉光

爱情滋润心灵，阅读升华人生。爱

与阅读能够互相成就，当阅读启迪智

慧、照亮心灵，就能以大爱拥抱世界。

奉献社会的人常常能在阅读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陈超和董新两人常说，美好

未来，唯有爱与阅读不可辜负。

比翼齐飞
■徐兴奇 文/图

一本图书遇到有缘人，一段段历史

便生动起来；一幅照片遇见传灯者，一

个个人物便鲜活起来。世界读书日前

夕，河南省扶沟县人武部组织参观姜鸿

起烈士纪念馆，传承红色基因，感悟读

书魅力。

薪火相传
■宁江伟 王慧甜 文/图

3 月 19 日，在外地出差的雷锋生前

所在部队地爆连排长毕万昌，顺路到书

店购买了一批优秀小学生读物，发往甘

肃、辽宁两省地处偏僻的 3 所小学。这

意味着，由他捐赠资助的 3 个“爱心书

屋”又有了一批新书。

“这是你第几次捐赠图书？截至目前

捐赠了多少？”面对提问，毕万昌沉思片刻

后说：“这倒记不清了，反正这么多年每年

都捐，有时一年一两次，有时三五次，有时

还会更多，每次捐赠的数目也不一样。”

毕万昌捐赠图书，源自对一本《新华

字典》的特殊情感。上小学一年级时，因

家里穷没有字典，他从同学那里借来字

典，晚上回家一页页抄写。“毕万昌抄字

典”的消息传开后，班主任老师刘卫国深

受感动，特意为他买了一本《新华字典》。

那本字典伴随毕万昌度过小学、初中、高

中，直到后来参军入伍还在使用。时间久

了，字典有些残破，他仍然视若珍宝，特意

在扉页上写了几句话：“此物值千金，破了

伤人心，战友借去看，千万要小心。”

2012 年 10 月，刚刚担任雷锋班第 25

任班长的毕万昌，从电视上看到向贫困

山区“捐献字典”的公益广告，瞬间被触

动。当晚班务会，他倡议加入捐赠字典

的行动。随后 3年多时间，雷锋班相继募

集了 1790 本《新华字典》，赠送给驻地 3

所条件相对困难的中小学校。

再后来，他们又为甘肃省天祝藏族

自治县中小学生募集捐赠 1 万多本《新

华字典》。在当地马场小学，一个叫普母

央金的小女孩领到字典后，在字典扉页

上 歪 歪 扭 扭 写 下“ 雷 锋 叔 叔 ”4 个 字 表

达感谢。看到这一幕，毕万昌萌生了帮

这所小学建一个“爱心书屋”的念头。经

军地各方努力，他们按照学校提供的图

书目录，将 1900 多册图书发往甘肃。

同年，毕万昌应邀到辽宁省抚顺市

清原满族自治县邱窝棚小学作学雷锋报

告，发现学校课外读物较少，又在这所学

校建起了一个“爱心书屋”。随后，他与

雷锋连原指导员阎绍川一起，在辽宁省

清原满族自治县北三家乡中心小学建起

第 3 个“爱心书屋”。

如今，毕万昌已提干成为排长。他

说，为了补充更新图书，每年雷锋班都会

和一些爱心人士携手，不定期捐赠一些

新出版的中小学生课外读物。

一本字典情谊长

“爱心书屋”爱民情
■马春雨 刘文波 姜玉坤

在 陈 超 家 中 的 书 柜 里 ，至 今 摆 放

着路遥那本小说《平凡的世界》。现任

辽宁省军区锦州第三干休所门诊部副

主 任 医 师 的 他 ，对 这 本 书 有 一 份 甜 蜜

的记忆。

27 年 前 ，还 是 军 校 大 学 生 的 陈 超

在书店买到了这本小说。就在他付完

钱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位姑娘走过来，

羞 涩 地 和 他 商 量 ：“ 书 店 只 剩 这 一 本

了 ，能 不 能 转 让 给 我 ？”看 姑 娘 着 急 地

正要掏钱，陈超没有要钱，慷慨地把书

送 给 了 她 ，转 身 就 要 走 。 姑 娘 不 好 意

思，提出一个建议：“要不，你把地址给

我，我看完了再还给你！”一个月后，姑

娘如约把这本《平凡的世界》邮寄给了

陈超。

姑娘叫董新。书为媒，后来董新成

了陈超的妻子。

回忆往事，董新告诉我们，当时她

正 在 师 范 学 校 上 学 ，就 是 从 那 本 书 开

始，每读到一本好书，她都会推荐给陈

超，还经常附上她的阅读心得。同样，

正在军医学校就读的陈超，每每读到好

书，也会寄给董新，推荐她读。就这样，

两人在荐书、读书、谈心的过程中熟悉

起来，除了交流心得体会，还交流对理

想、人生的感悟。前后 3 年多时间，他

们互寄了三四十本书，厚厚的图书和浓

浓的书香把相隔千里的两人拉得越来

越近，爱情的火花渐渐燃起。2001 年，

经历 4 年书之恋后，两人终于走进婚姻

的殿堂。

婚后，两人依旧保留着互相赠书、交

流读书体会的习惯。前几年，陈超和董

新两个书迷又开始阅读电子书，这让两

人感受到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读书尝到甜头，两人一直鼓励身边

人从读书中受益。每逢有亲戚结婚、上

大学，陈超和董新夫妇都会精心挑选一

摞书送去，还不忘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

工工整整地写上推荐语。

长年累月的读书，让陈超和董新获

益匪浅。用董新的话说就是“开阔视野，

陶冶情操，改变气质，提升境界，成就自

我”。周围的人们欣喜地发现，陈超连续

多年被评为“优秀基层军官”“基层干部

标兵”“基层好军医”，董新先后 6 次被锦

州市评为“全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优秀教师”。

两人买书偶相遇

志趣相投结良缘
■徐兴奇 栗 健

当阅读成为习惯，灵魂就能跨越沟

壑。用书籍传播正能量，应成为一种自

觉。在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官兵争

相传递有效阅读“接力棒”。谢庆彪（右

一）和战友们定期与驻地群众交流读书

体会。

共育新风
■王 权 文/图

读书是成本最低的投资，也是成长

路上最可靠的“捷径”。“扶贫先扶智”“立

志先立心”，雷锋生前所在部队某部排长

毕万昌在爱民实践中体会到，扶智、立心

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为多读书、读好书

创造条件，帮助困难家庭子女成长成才。

智力助学
■吕 祥 文/图

4 月 23日世界读书日全
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
称“世界图书日”。最初的创
意源自国际出版商协会。

1995年 11月 15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宣布 4月 23日
为“世界读书日”。其设立目
的是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
写作，希望所有人都能尊重

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
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
思 想 大 师 们 ，保 护 知 识 产
权。每年的这一天，世界许
多国家和地区会举办各种各
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
在中国，书香里的军民鱼水
情，更成了新时代双拥新貌
的一个生动缩影。

军地时评

这些年，每当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时，总是不期然地联想到延安读书热。

那时候，河滩上，追赶部队也要抱

着书；山坳里，靠大家捐书也要设立图

书室；窑洞里，条件再简陋也要开办自

然科学院。

抚今追昔，令人陡生几多感慨。

那时候书少，借书也要读。今天，图书

品种多了，可供选择的余地大了，有时

候许多人反而不懂得珍惜。

早在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就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倡

议。今年全国两会上，“全民阅读”第

9 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追寻红色

足迹，走向阅读社会，对做好新时代双

拥工作同样有着重要启示。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能够沉静

内心纯洁关系。现实中，从天而降的

“馅饼”，常常是关系物化的“陷阱”；形

形色色的“关系圈”，往往成为阻隔纯

洁关系的“冰山”。外面越是喧嚣热

闹，人越不能心浮气躁。置身现代社

会，尽管难以像古人那样“一床明月

半床书”，但做到以书交友、以文会友

并不难。崇尚阅读，纯洁交往，无论内

部关系还是军民关系都不会庸俗化。

书不开口可为师，读书能够提升自

身素质。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需要

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

华。“书犹药也，可治愚。”读书可以让人

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

人涵养浩然正气。广大军民一起阅读，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共同提高素质，就

一定能探索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新路径，找到涵养精气神的新方法。

半部论语治天下，读书能够解决

难题。广义的“论语”，包括理论的创

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书是用来读的，阅读不是装点门面。

“读书不为书所愚”，就是要学会把书

本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并用实践检

验、校正书本知识。实践证明，谁能用

好“桥”和“船”，谁就能顺利渡“河”，让

我们用大量科学管用的知识为解决双

拥实践中的难题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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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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