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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11 月 14 日，豫皖苏军区

独立旅警备团在颍河北岸洄溜集 15

公里处，依托有利地形，运用灵活战

术，成功阻击国民党黄维兵团增援部

队，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此役，28名解放军战士壮烈牺牲……”

冬日，在淮海战役颍河阻击战遗

址，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袁寨镇蒋楼

村村民陈广安饱含深情的讲解，让城

郊中学百余名师生仿佛看到 75 年前

的淮海战场。

1949 年 8 月 1 日出生的陈广安，

精神矍铄，身体硬朗，是当地公认的

“能人”。“他自学摄影并以此为业，当

上市摄影家协会理事，是远近闻名的

农民摄影家，但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

还是颍河阻击战烈士纪念碑的捐建

人、守护人。”一位村民边说边竖起大

拇指。

“我上小学 4 年级时，老师带我们

到颍河阻击战遗址祭奠先烈，教育我

们要学习英烈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那个时候这里只有块墓地，没有明显

标志。长大后，我常想，等自己有能力

时一定要为烈士们建一座高大的纪念

碑。”这个念头像一粒种子，在陈广安

的心中生根。

后来，机缘巧合让陈广安以摄影为

业，并在这一行业逐渐站稳了脚跟。事

业有成的陈广安，虽已年过半百，但心

中的那粒种子仍在萌芽生长。2005

年，就在全家人期望他的事业更进一步

时，他却为烈士立碑而奔波。

因时间久远，当年那场战斗的见

证者越来越少，烈士的事迹渐渐隐入

历史的角落。“修建纪念碑前为烈士找

到真名实姓是当务之急。”为收集颍河

阻击战信息，听闻哪里有参战老兵的

消息，陈广安就赶到哪里。虽然屡屡

扑空，但他从未想过放弃。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走访

4 省 10 余地市 300 余人，陈广安终于

弄清了烈士生前身后事，并收集了较

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最终，经相关

部门综合确认，28 名英烈的名字得以

重现，“无名烈士”终于“有名可溯”。

2008 年清明节，经上级批准，在

颍东区委、区政府支持下，陈广安捐资

修建的颍河阻击战烈士纪念碑落成揭

碑。这一年，他 59 岁。

“纪念碑建成，立起来了，我对 28

名英烈终于有交代了，压在我心头大

半辈子的石头总算落了地。”陈广安说

这话时，眼睛湿润了。

为了更好守护纪念碑，陈广安就

在纪念碑附近建房居住，实现了他“烈

士长眠我常伴”的夙愿。

“捐建纪念碑不是目的，让英烈英

名传播四方、流芳百世才是目的。”为

做好义务讲解工作，陈广安自费印发

《颍河阻击战宣传手册》，制作烈士生

平简介、个人事迹等音视频，让讲解更

立体、更生动。从 2006 年至今，他一

讲就是 17 年，听众达 10 余万人次。

2017 年 10 月，阜阳市政府将颍河

阻击战烈士纪念碑列为市级重点文物

保 护 单 位 。 陈 广 安 被 评 为“ 阜 阳 好

人”。

图①：颍河阻击战烈士纪念碑。

图②：陈广安擦拭纪念碑烈士英

名录。 李双磊摄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村民陈广安捐建守护烈士纪念碑—

“烈士长眠我常伴”
■刘 琦 李双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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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标沙拉错哨所官兵赴某点位执行巡逻任务。图为官兵到达该点位后合影。

王 乾摄

百姓与国防

夜幕降临，位于甘肃临夏州积石山

县 6.2 级地震震中的大河家镇康吊村气

温骤降。村里大部分民房损毁严重，如

何让受灾群众暖和过夜迫在眉睫。

19 日 ，为 了 帮 助 村 民 安 稳 度 过 震

后 的 夜 晚 ，临夏州和 政 县 民 兵 应 急 连

民 兵 紧 急 赶 往 康 吊 村 设 置 临 时 安 置

点。民兵刚一抵达，迅速卸载物资、平

整场地、搭建帐篷，不少村民主动加入

帮忙。

“多亏了民兵过来帮我们搭帐篷，

不然真不知道怎么过这一夜。”村民王

洒力今年 70 岁，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

他和老伴带着两个不满 10 岁的孙子生

活。看着忙碌的民兵，他连声道谢。

记者在采访中遇到积石山县退役

军人应急抢险分队。队员胡文珍曾在

驻新疆某部服役，地震发生后，他第一

时间报名到康吊村参与抗震救灾。看

着民兵紧张搭建帐篷，胡文珍和队友们

纷纷上前帮忙。

“民兵紧急搭建的 30 顶帐篷，解了

我们的燃眉之急。”康吊村党支部书记

马黎雄告诉记者，余震不断，大家都不

敢进家门，现在终于可以住进温暖的帐

篷了。

夜越来越深，记者跟随完成任务的

民兵离开康吊村。回头望去，远处的一

顶顶帐篷透出温暖的光亮。

（本报甘肃积石山12月 19日电）

震后第一个夜晚——

帐篷里透出温暖光亮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贾保华

新华社北京 12月 19日电 北京时

间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甘肃临夏州积

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公

里。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甘肃 100 人

死亡、青海 11 人死亡，部分水、电、交通、

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

作出重要指示，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 6.2

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开展

搜救，及时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伤亡。灾区地处高海拔区域，天气

寒冷，要密切监测震情和天气变化，防范

发生次生灾害。要尽快组织调拨抢险救

援物资，抢修受损的电力、通讯、交通、供

暖等基础设施，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

群众基本生活，并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

等工作。请国务院派工作组前往灾区指

导抗震救灾工作，解放军、武警部队要积

极配合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组织抢险救援、

搜救被困人员并救治伤员，尽最大努力减

少伤亡。当前正值冬季，要抓紧核实灾情，

尽快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妥善做好受灾群

众转移安置工作，及时发布信息，维护灾区

社会稳定。要加强震情监测，防范各类次

生灾害，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强要求，国务院

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救援处置等

工作。甘肃、青海已组织力量开展抢险

救援，并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棉被等

救灾物资运抵灾区，全力做好受灾群众

救助。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

有序进行。

习近平对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6.2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开展搜救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李强作出批示

坚决听从统帅号令·人民子弟兵全力抗震救灾

12 月 18 日，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

发生 6.2 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牵动着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心。地震

发生后，习主席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解放军、武警部队要积极

配合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灾 情 就 是 命 令 ，灾 区 就 是 战 场 。

我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永远和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支持配合地

方开展抢险救灾中，始终是一支重要

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从抗震救灾到抗

击疫情，从迎战冰雪到鏖战洪水……

无论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无论面临

多么严峻的挑战，人民军队始终听令

景从、英勇奋战，冲锋在第一线、战斗

在最前沿，坚决做到拉得出、上得去、

打得赢。面对此次突如其来的地震灾

害，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

员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闻

令而动、挺进震中，迅疾投入抢险救灾

工作。

生命重于泰山，人民生命高于一

切。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

更 重 要 ，没 有 什 么 比 解 救 群 众 更 紧

迫。困难再大，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

付出百倍努力；危险再多，只要有一点

可能，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在黄金救

援期内，时间以分秒计，赢得时间就是

赢得生命。参加救援的官兵和民兵预

备役人员，要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

务，强化时间就是生命的观念，加快搜

救速度，提高救援效率，争分夺秒，竭

尽全力，以最短时间、最快速度、最有

力措施挽救群众生命，减少人员伤亡，

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当前正值冬季，灾区地处高海拔

区域，天气寒冷，救援难度较大。我们

要深刻领悟习主席的决策意图和忧思

关切，充分认清军队积极配合地方开

展抢险救灾的重大责任。任务部队要

发扬我军能打硬仗的光荣传统，冲锋

在 前 、勇 挑 重 担 ，持 续 保 持 旺 盛 战 斗

力；要严密组织、科学统筹，真情关爱

官兵，搞好后勤保障，持续激发官兵奋

力抢险救灾的高昂斗志；要想群众之

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立足部队所能所

长，帮助做好受灾群众衣食冷暖等工

作。有关部队要积极配合和支持地方

党委政府，主动领受任务，加强军地团

结，建立健全更加高效顺畅的军地协

调机制、联合指挥机制、应急处置机制

和情况通报机制，不负党和人民重托，

坚决打赢抢险救灾这场硬仗。

积极配合地方开展抢险救灾
■本报评论员

本报甘肃积石山 12 月 19 日电

北京时间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甘 肃

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地

震 发 生 后 ，西 部 战 区 坚 决 贯 彻 落 实

习 主 席 重 要 指 示 ，依 据 军 委 联 指 中

心 命 令 ，迅 速 启 动 应 急 响 应 机 制 ，连

夜指挥部队展开救援。19 日 8 时许，

西 部 战 区 应 急 指 挥 组 赶 赴 震 区 一

线 ，第 一 时 间 在 震 区 开 设 前 进 指 挥

所，统一指挥部队救灾行动。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救援一线，

官兵听令景从挑重担、争分夺秒救群

众，积极配合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尽最

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第 76 集团军某旅迅速出动 300 余名官

兵，于 19 日 4 时左右到达积石山县大

河 家 镇 陈 家 村 、柳 沟 乡 ，执 行 人 员 搜

救、道路抢修、物资搬运等任务。

武警甘肃总队临夏支队、机动支

队迅速出动 300 余名官兵、40 余台车

辆，采取摩托化和徒步行军方式，赶到

积石山县刘集乡陶家村、阳屲村、团结

村、李家村，展开救援行动。截至 19 日

21 时，任务分队已成功搜救被埋压人

员 47 名，搭建帐篷 272 顶，搬运救灾物

资 3.8 吨，转移群众千余人。武警青海

总队投入 158 名官兵参与救援，执行物

资转运、现场清淤、药品发放等任务。

甘肃省军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

应机制，省军区领导带领机关人员连

夜赶赴灾区。19 日 1 时许，临夏军分

区命令临夏县、临夏市、积石山县人武

部集结民兵，准备物资器材，迅速做好

抗震救灾准备。地震发生半小时后，

各乡镇所属民兵就近展开救援，初步

掌握辖区受灾情况，为专业救援力量

提供救援引导。截至 19 日 18 时，甘肃

省军区共投入官兵和民兵 700 余人参

加抗震救灾。

青海省军区迅速组织 170余名民兵

应急分队队员赶赴受灾严重的海东市

民和县官亭镇、中川乡展开救援。海东

军分区、民和县人武部积极配合地方党

委政府，组织民兵信息员对震区公路、

通信、电路等重点部位受灾情况进行排

查；展开搜救人员、搭建帐篷、转运物资

等工作。震中附近的循化县、化隆县、

互助县等人武部集结民兵 400 余人，随

时准备投入抗震救灾。

截至 19 日 18 时，西部战区共出动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 1500 余人、民

兵 900 余人投入抗震救灾，出动多架次

运输机和直升机，紧急筹措 1000 顶棉

帐篷和 630 个取暖炉。目前 ，人员搜

救、危重伤员转移、重点险情排查等救

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

（综合记者张磊峰、杨明月、杨晓

霖、武诗韬、李蕾，通讯员彭小明、曹世

凯、许新强、石涛、贾保华、李延霖、郭

紫阳等来稿）

左图：12 月 19 日凌晨，武警临夏

支队战士转运受伤儿童。 侯崇慧摄

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迅速展开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