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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座碑，一
个选择

“‘庞国兴英雄连’的
连魂诞生在高原，我们绝
不能把它丢在高原”

寻找庞国兴，是从一座墓碑开始的。

“咱县里出过英雄，3 个人打掉敌人

2 处炮阵地。这就是他的墓碑，娃儿们

快给英雄鞠躬。”来自陕西省子洲县的屈

强博，从小就听过庞国兴的故事。这位

二级上士清晰记得，每逢学校组织去烈

士陵园祭扫活动，老师都会向他们讲述

庞国兴的战斗故事。

“你们是庞国兴的同乡，别给县里丢

人。”长大后，屈强博和许多同乡选择报

名参军。临行那天，县武装部的一名工

作人员这样叮嘱他们。

连队提出寻找庞国兴，屈强博率先

报了名。休假回家，屈强博带着战友们

制作的花环、挽联，来到庞国兴的墓碑

前，与战友们一起“云祭扫”，共同缅怀英

雄前辈。

得知屈强博来自庞国兴生前所在

连队，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紧紧握住他

的手，动情地讲述庞国兴的故事：“庞国

兴出身贫苦，父亲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

丁，母亲哭瞎了双眼，还没犁耙高的他

就这样成了地主家的佃户。县里解放

后，家里分到田，他打心眼里念共产党

的好。后来，部队来征兵，他想都没想

就报了名……”

之后，这些故事被写进九连连史，成

为官兵了解庞国兴成长的一扇窗。

前些年，九连所在旅接到命令，即

将移防高原。带着战友嘱托，屈强博请

假回了一趟家乡，把这个消息“告诉”庞

国兴。

在庞国兴墓碑前，屈强博偶然结识

了子洲县党史办的一名工作人员。他

告 诉 屈 强 博 ，县 志 馆 珍 藏 着 一 份 庞 国

兴 手 写 的 日 记 ，可 以 复 印 一 份 带 回 部

队。

就这样，带着这份珍贵的史料，屈强

博踏上千里移防的列车。

初上雪域高原，连队许多官兵出现

了高原反应。一段时间后，屈强博身体

有些吃不消，脑子里闪过到期退伍的想

法。闲暇时间，他开始整理庞国兴的日

记，看看英雄当年是怎么想的。

“高原真苦，快走两步都会喘”“今天

训练，我又因高原反应吐在训练场上”

“马上要奔赴前线，我真担心回不去，就

给母亲留下遗书”……

读罢庞国兴当年在临战前写下的

字句，一个有血有肉的战士形象出现在

屈强博眼前：原来英雄也曾面临我们今

天这样的考验，也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

担心。

日记整理完毕，屈强博陷入沉思：

“如果当时庞国兴退缩了，是不是就成不

了战斗英雄？如果我坚持下去，是不是

也能成为英雄？”

几番思考，屈强博决定安心服役，

干出一番事业。屈强博说：“阅读庞国

兴日记的过程，就像是一次寻根发现之

旅。我们的连魂诞生在高原，决不能把

它丢在高原。”

一个班，一本书，一
次转变

“ 即 便 没 有‘ 战 斗 英
雄’庞国兴，也会出现‘劳
动模范’庞国兴、‘优秀党
员’庞国兴”

在九连官兵眼中，四班战友“很牛也

很傲”。

“ 牛 ”有 牛 的 资 本 ，“ 傲 ”有 傲 的 道

理 。 作 为 庞 国 兴 生 前 所 在 班 ，四 班 的

训练成绩一直遥遥领先——训练大纲

中 明 确 很 多 课 目 的 优 秀 分 数 线 ，常 被

四班战士当作最低标准线。四班宿舍

里，各类比武竞赛的冠军奖状，挂满了

一面墙。

他们最喜欢在训练中与其他班一争

高下。用班长郭孟的话说就是：“训练场

上见高低，未来战场当英雄。”

每次谈及此事，郭孟都会反复强调：

“庞国兴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英雄，

作为英雄传人，我们的劲也要用在练强

打仗本领上。”

然而，有件事却是例外。对于寻找庞

国兴这件事，四班战士表现出极大热情。

一 次 ，郭 孟 在 二 手 书 交 易 平 台 上

检索时，一则信息让他眼前一亮：有人

正在出售一本名为《永不褪色的英雄庞

国兴》的书——据他了解，这本书是当

年庞国兴因公牺牲后，原部队为缅怀英

雄而出版的人物传记，如今市面上难觅

踪迹。

没有丝毫犹豫，郭孟当即买下了这

本书。本以为能够从中了解更多有关

庞国兴的战斗故事，没想到这本人物传

记，有不少篇幅都在讲述庞国兴的平凡

琐事——

“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庞国兴所在连

队来到高原开采石棉。他不顾高原反

应，掘坑为屋、铺石为床，抡起工具就开

始劳动，每天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月月被

评为‘生产标兵’。”

“后来，庞国兴被安排去搞生产任

务，连里其他战士一次最多抡锤 100 下，

他每次抡够 300 下才休息，成为全连公

认的‘打锤能手’。因为踏实肯干，庞国

兴下连 6 个月就入了党，一年 2 次荣立三

等功。”

“入党后的 3 年时间里，庞国兴先后

调换过 7 个班。全连要上山劳动，五班

体力差，他就被调去加强五班；农业生

产需要人手，他又去了生产班；机枪班没

有党员，他又去那里当了代理班长……

无论庞国兴去哪个班，哪个班的工作都

能见到起色。”

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一位读者写下

了这样一句话：“若非那场战争，庞国兴

或许不会成为一名战斗英雄。可是，即

便没有‘战斗英雄’庞国兴，相信也会出

现‘劳动模范’庞国兴、‘优秀党员’庞国

兴……”

这句话，如同一记重拳，猛击在郭孟

的心头：“原来，庞国兴把每项工作都干

到极致。和前辈庞国兴相比，我们实在

是太狭隘了。”

渐渐地，官兵们发现四班的战士变

了——墙壁上悬挂的奖状足以说明一

切：“党史知识竞赛第一名”“建军节歌咏

比赛冠军”……除了在军事训练中一如

既往地屡获殊荣外，他们也开始在其他

活动中处处争先。

不久前，旅里新建训练场，“庞国兴

英雄连”奉命平整场地。场地碎石层足

有半米厚，大型机械派不上用场，他们就

用土办法镐敲肩扛……说起那次施工，

郭孟的话语里透着自豪，“我们班的石方

清理量远高于其他班！”

前不久，旅里组织“强军故事会”演

讲比赛，原本性格内向的四班藏族战士

普化尖措，竟主动报了名。郭孟鼓励他

说：“无论成绩如何，敢于挑战自己就是

英雄。”

“曾经，我无比渴望走向战场，认为

只有炮火硝烟才能够成就英雄。如今，

庞国兴的成长经历改变了我的想法。”站

在演讲台上，普化尖措的一番话引来热

烈掌声，“每一次学习、每一场比武、每一

项任务，甚至每天的生活制度，都是英雄

成长的舞台。”

一群人，一段史，一
场战斗

“我们渴望延续英雄
传奇，但书写新的传奇需
要过硬的能力素质”

作为“庞国兴英雄连”第 41 任连长，

贾辉一直有个愿望：希望能够将庞国兴

的整个战斗经过完整地还原出来，而非

仅有一段概略性的描述。

“过去讲庞国兴的故事，大多偏重结

果，譬如他歼敌多少人、缴获多少物资。

而对于他是如何指挥、如何灵活战斗的，

却没有详细记载。”说到这里，贾辉面露

遗憾。

一次偶然机会，让事情出现了转机。

那 年 ，贾 辉 以 优 秀 连 主 官 的 身 份

前 往 院 校 参 加 培 训 。 在 学 校 图 书 馆 ，

他 偶 然 找 到 了 一 份 关 于 那 场 边 境 自

卫 反 击 作 战 的 资 料 汇 编 ，里 面 详 细 记

载 了 当 时 各 级 各 类 作 战 文 书 和 军 事

地 图 。

这让贾辉如获至宝。经校方同意，

他将这份资料复制后带回连队，成立起

了“庞国兴战斗研讨组”，开始从打仗的

角度重新审视英雄的故事。

“过去，官兵们时常惊诧于庞国兴为

何能够凭借三人之力，端掉敌人 2 处炮

阵地。如今我们找到了答案。”说着，贾

辉从电脑中调取出一份电子地图，一边

比划一边给记者解释。

“庞国兴采取的战术思想，放在当下

也并不过时。”讲到这里，贾辉情绪激动，

“读懂这场战斗，就读懂了庞国兴‘孤胆

歼敌的勇气从何而来’‘以寡胜多的本领

从 何 而 来 ’‘ 机 动 灵 活 的 战 术 从 何 而

来’……”

受贾辉启发，九连官兵利用学习进

修的机会，“海淘”关于这场边境自卫反

击作战的文献资料。最终，在战友们的

努力下，他们整理出了一本约 10 万字的

史料汇编。随后，他们又根据这份资料，

在地图上还原出了庞国兴临时战斗小组

的整个作战过程。

“连队上下掀起了一场研战史、谋战

法、练战术的热潮。”谈及此事，贾辉格外

自豪。

去年夏天，一场班战术考核在高原

某训练场展开。训练场上，五班班长李

勇奉命率班在一处无名高地构建阵地，

执行防御任务。

按照战斗想定，李勇的对手是蓝方

部队一个步兵排。随着战斗陷入胶着，

蓝方决定增加兵力，企图从李勇所在的

防御阵地撕开一个口子。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李勇毫不

犹豫地选择坚守阵地。他的理由很简

单：“该防御阵地正面较窄、坡度较大，

‘敌’视界、射界有限……”果然不出李勇

所料，蓝方部队纵有兵力优势，却迟迟无

法突破这处阵地，最终被前来支援的红

方部队包围。

现场，一名考官对李勇的临机处置

大为称赞：“一名普通战士，能有这样的

战术判断不简单！”

“我们都是‘庞国兴英雄连’的兵！”

战后复盘，李勇的发言铿锵有力，“我们

渴望延续英雄传奇，但书写新的传奇需

要过硬的能力素质。”

这是一次例行的晚点名，连队官兵

如同往常一样，在呼点“庞国兴”后集体

答“到”。可这一次，李勇分明觉得那一

声“庞国兴”，是在呼点自己。

寻 找 庞 国 兴
■刘群芳 贾文鑫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特 稿

战旗飘飘·英雄连队的新时代风采

庞国兴是谁？

这个名字，第 77 集团军某旅九连指

导员张暕再熟悉不过。

60年前，在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该

连四班副班长庞国兴和战友同大部队走

散。他们决定组成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

兴指挥继续战斗。他们孤胆穿插，深入敌

后 7.5公里，夺下敌人 2处炮阵地，缴获各

类火炮 7门。战后，庞国兴被上级记个人

一等功，并被授予“机动灵活、孤胆作战战

斗英雄”荣誉称号，所在连队被命名为“庞

国兴英雄连”。

然而，一次对话让这个名字变得“陌

生”起来。

一 次 ，张 暕 给 刚 下 连 的 新 兵 讲 连

史。一名新兵问：“指导员，庞国兴是如

何成长为战斗英雄的？”没想到，这个问

题竟然把张暕问住了。作为“庞国兴英

雄连”第 38 任指导员，张暕对连史里关

于庞国兴英雄事迹的记载烂熟于心，但

“庞国兴的更多成长故事确实很少关注，

也没想到关注”。

“战斗英雄是怎样炼成的？”那次尴

尬的对话启发了张暕，“英雄的事迹确实

鼓舞人，但英雄的成长经历或许更能感

召身边的战友。”

“我们不能让英雄成为‘最熟悉的陌

生人’。”自此，一个念头在张暕心中萌发，

并很快转化成行动——他发动连队战友

利用业余时间走访档案馆、查询地方志、

翻找旧书摊，“期待从历史记忆碎片中寻

找到一个更具体生动的庞国兴”。

庞国兴新兵时期的训练成绩单，时

任师机关宣传干事留下的采访记录本，

刊有庞国兴稿件的旧报纸，庞国兴同乡

的回忆……随着一件件关于庞国兴的史

料文物被发现，一个生动、饱满、鲜活的

英雄形象，清晰地出现在张暕和战友们

面前。

“相信我也能成为像庞国兴那样的

英雄！”前不久，一名新兵的发言，让张暕

确信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走近英雄，读懂英雄，用英雄的故事成

就新的英雄！”

第 77 集团军某旅九连上等兵卯卫

星一度认为自己很“菜”。

新兵训练期间，不少同班战友早已

达到新兵训练标准，开始向更高的目标

冲击。然而，卯卫星的成绩登记册上，还

是一个个“不合格”的标记。历次训练考

核，他的成绩几乎次次垫底。

因为身体素质一般、基础底子薄，卯

卫星在新兵连吃了不少苦头。在新兵结

业考核中，他几乎是贴着最低标准线勉

强通过考核。

下连定岗时，卯卫星没想到自己竟

然被分配到了“庞国兴英雄连”——一支

素以军事训练成绩过硬著称的英雄连

队，这让卯卫星心情十分焦虑。

“ 像 是 一 只 落 汤 鸡 被 赶 进 了 鹤 群

中。”有段时间，卯卫星感到能力素质差

距太大，提出调换连队的申请。

一天夜里，连长贾辉拿着一张“新兵

训练成绩单”交给了卯卫星。成绩单上，

“姓名”一栏被刻意遮住，绝大部分的训

练课目后面都登记“合格”，仅有一项被

标注为“良好”。

“你与成绩单上的这名同志相比，谁

的成绩更好？”贾辉问。

“ 半 斤 八 两 ，都 很 一 般 。”卯 卫 星

回 答 。

“知道成绩单的主人是谁吗？”贾辉

又问。

卯卫星挠了挠脑袋，心中满是疑惑。

“是庞国兴。”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

后，卯卫星惊讶地说：“就是咱们连的战

斗英雄庞国兴？”

“没错，就是战斗英雄庞国兴。想知

道他是怎样完成逆袭的吗？给自己一个

机会，留下来！”说着，贾辉递给卯卫星一

张旧报纸复印件，上面详细记录着庞国

兴新兵时期的故事。

卯卫星认真阅读起来。像是打开了

一扇窗，他开始重新认识这名“熟知的英

雄”——

“ 庞 国 兴 刚 入 伍 时 ，体 重 才 90 多

斤。第一次投弹，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投出 29 米……为了赶上其他战友，庞

国兴刻苦训练，摔裂了四五颗铸铁教练

手榴弹，这才突破了 50 米大关。”

“作为班轻机枪手，庞国兴一开始射

击成绩一直处在‘合格’和‘良好’之间。

为了提高成绩，他每天趴在射击场上练

习瞄准……一个夏天过去，庞国兴的脖

子晒得如卡车轮胎般黑亮，他也用汗水

换来了‘神枪手’的称号。”

“原来，英雄并非天生强大，他只是

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庞国兴“逆

袭”的故事，让卯卫星有了坚持下去的勇

气。从那以后，无论是清晨的训练场，还

是深夜的学习室，总能见到他加班加点

的身影。

一年后，卯卫星开始在军事比武中

获得名次，随后又被任命为“庞国兴班”

副班长。在一次班务会上，卯卫星发自

内心地说：“没想到一张成绩单，给自己

一个读懂英雄的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成

长的机会。”

“给自己一个读懂英雄的机会”
■翟 伟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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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庞国兴英雄连”官兵组织狙击训练。

图②：庞国兴（左二）组成 3人临时战斗小组。

图③：“庞国兴英雄连”上等兵卯卫星（右一）为战友讲述

战斗英雄庞国兴的故事。 月斓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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