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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荆州市观音矶附近，有一

座“九八抗洪纪念亭”。亭中的石碑上，

刻有 35 位在 1998 年抗洪抢险任务中牺

牲烈士的名字，亭前书写着一副对联：

烈士英名与天地终古，抗洪豪气同松筠

长青。

这里毗邻荆州万寿园景区，市民游

客每每经过，总会望见这座纪念亭。烈

士为了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牺牲，

人民也以这样的方式纪念他们，使之成

为城市的记忆。

为 了 人 民 牺 牲 奉 献 的 人 ，人 民 永

远 铭 记 着 他 们 的 名 字 。 这 些 名 字 ，刻

在 石 碑 上 ，也 写 在 大 地 上 。 志 丹 县 、

靖 宇 县 、子 长 县 、左 权 县 、黄 骅 市 、尚

志市……在为了人民舍生忘死的英烈

们 的 战 斗 牺 牲 地 、在 英 烈 们 回 不 去 的

故 乡 ，城 市 以 他 们 的 名 字 命 名 ，纪 念

致敬。

春风拂面，在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

区春满社区，新绿萌生。1961 年，为纪

念从河中救起两名儿童而牺牲的某部

排长郑春满，这里更改了地名。时光更

迭，烈士的故事仍在流传，伴着一年又

一年春回大地。不只是“春满社区”，还

有“欧阳海村”“雷锋镇”……谁把人民

放 在 心 上 ，人 民 就 把 谁 记 在 心 中 。 从

此，那里的一草一木，与这些闪光的名

字紧紧相连。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为中国

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

约有 2000 万，他们大多无名无姓，有名

有姓的烈士只有 196 万。无名的英雄，

或许只是一座无名的坟茔、一个模糊的

记载，却也从未被忘记。

1937 年，甘肃张掖的一位村民陈德

宝将 300 多名在战斗中牺牲的红军将士

收葬。“为穷人打仗的都是好人”，抱着

这样朴素的想法，陈家 4 代人接力为这

300 多 名 没 有 留 下 名 字 的 红 军 烈 士 守

墓。后来，地方政府修缮墓地，建成无

名烈士陵园，越来越多的人前来缅怀祭

奠……

人民不会忘记——烈士的英名，写

在大地，也融入山河。

山河为证，这今日盛世，就是最好

的告慰。民心是碑，这接力传承，就是

最好的纪念。

山河作证，人民不会忘记
■王 钰

“跑步——走！”3 月 26 日，某训练

基地训练场上，来自山东省临沭县的

24 名新兵正和其他新兵一起进行队列

训练。这 24 名新兵，将会定向输送到

第 82 集团军“钢八连”。

“个个都是好后生！”3 月 14 日，到

临沭县接兵的“钢八连”副连长在送兵

仪式上一一为这 24 名新兵整理绶带。

走进军营，他们将成为临沭县朱村和

“钢八连”的新纽带，为这份已传承 80

年的鱼水深情写下新篇章。

1944 年 1 月 24 日，恰逢农历除夕，

日 伪 军 500 多 人 对 临 沭 县 朱 村 进 行

“扫荡”。危急时刻，八路军第 115 师 4

团 3 营 8 连在连长鄢思甲带领下火速

赶 来 救 援 ，激 战 6 个 小 时 ，击 退 日 伪

军 。 战 斗 中 ，24 名 战 士 光 荣 牺 牲 ，村

民无一伤亡。不久，朱村百姓把一面

绣 有“ 钢 八 连 ”字 样 的 锦 旗 送 到 连

队。从此，朱村有了一个传承至今的

年 俗 ：大 年 初 一 一 早 ，父 老 乡 亲 集 体

祭奠为保卫朱村百姓而牺牲的 24 名

八 路 军 战 士 。 他 们 摆 好 饺 子 、汤 圆 、

水 果 和 茶 具 、酒 器 ，把 过 年 的 第 一 碗

饺子敬奉给烈士们。

“朱村百姓大年初一第一碗饺子

敬英烈，80 年如一日。每一次祭奠，都

是一次重温，这跨越时空的军民情谊

令人动容。这一次，24 名临沭优秀儿

郎奔赴‘钢八连’接过先烈的接力棒，

相信他们会弘扬沂蒙精神，传承先辈

遗志，续写‘钢八连’爱民新篇章。”临

沭县县长侯素云介绍，为激发这批新

兵的光荣感、使命感，出征前县征兵办

专门组织入伍新兵到朱村观看村民自

编自演的情景剧《第一碗饺子》，现地

感悟先烈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

“我们村的年轻人，都是从小听着

‘钢八连’救朱村的故事长大的。”新兵

王艺说，“如今能够成为‘钢八连’的一

员，我感到格外自豪。我一定传承好

家乡的沂蒙精神和‘钢八连’的战斗精

神，为家乡争光！”

据介绍，临沭县作为沂蒙精神的

重要发源地，自 1961 年恢复建县以来，

累计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 2.5 万余名，

其中 1900 余人次立功受奖。

上图：入伍新兵在朱村抗日战斗

纪念园内为烈士纪念碑描红。

仓竹青摄

24 名山东省临沭县新兵入伍到“钢八连”—

跨越80载的赓续
■姚欣彤 仓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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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请战书上写下，‘穿上军装，我

就不再属于自己’。如今，我也穿上军

装，真正感受到军人这一身份的使命与

荣光。”3 月中下旬，四川省都江堰市人

武部组织入伍新兵到都江堰烈士陵园武

文斌烈士塑像前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重

温“抗震救灾英雄战士”武文斌的事迹，

新兵刘磊身着崭新的军装，更多了一份

责任感。

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某红

军师实习士官武文斌主动请缨到一线参

与救灾。连续奋战 32 个日夜后，他因过

度劳累，光荣牺牲。

遗体告别的那天，当地群众从四面八

方涌来。从殡仪馆到连队驻地，数万名群

众等候在道路两旁，向英雄告别……

不久后，都江堰市政府正式批复，将

胥家镇一条道路命名为“文斌路”。武文

斌烈士的塑像，也在都江堰烈士陵园落

成。都江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

介绍，每年清明节前后，是干部群众祭扫

的高峰时期。武文斌烈士塑像前，最多

时一天有 20 多场次团体祭扫，10 多年来

依然如是。

在武文斌的家乡河南省邓州市张村

镇程营村，他曾就读的程营村小学更名为

文斌小学，他的事迹成为学校的校本教

材。学校专门开辟展室，展陈烈士事迹和

相关文物，每年举办“继承英烈遗志，铭记

不朽精神”主题活动，号召学生们以武文

斌为榜样，发奋进取，无私奉献。

不仅是牺牲地和家乡一直怀念英雄，

武文斌生前所在部队、就读过的战略支援

部队信息工程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

学），都将他作为闪亮的精神坐标。

16 年来，武文斌生前所在部队几经

调整，但英雄的精神从未褪色。在武文

斌生前所在连队，每周评选“学习武文斌

标兵战士”，在武文斌牺牲纪念日等时

机，部队都要组织官兵重温入党誓词，观

看影片《钢铁战士武文斌》，缅怀英烈，激

发斗志。在英烈精神激励下，该部多次

在上级组织的比武和考核中名列前茅。

在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在

校园中的武文斌广场举行军士学员入党

宣誓仪式已成为惯例。学校设立文斌

班、文斌书屋等，让英烈精神成为校园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员大队还成立

“武文斌志愿服务队”，定期赴驻地福利

院、敬老院，关心关爱孤寡老人、五保户、

残疾人等群体。

2019 年，武文斌生前战友翟向选参

加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仪式。那一

天，他将武文斌的照片装在军装上衣口

袋内，带着战友“一起”走过天安门，光荣

受阅。

“有很多人还在传颂他的事迹、传承

他的精神。”都江堰市人武部工作人员说，

“烈士从未走远，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下图：清明前夕，四川省都江堰市胥

家学校学生来到都江堰烈士陵园，为“抗

震救灾英雄战士”武文斌塑像献花，向烈

士致敬。 刘成英摄

军
民
传
承
武
文
斌
烈
士
的
抗
震
救
灾
精
神—

﹃
英
雄
战
士
﹄
有
传
人

■
何

阳

常
晨
玥

3 月 22 日，张连印同志追思会在山

西省大同市委党校举行。会上，大家

共同缅怀他的光辉业绩，讲述他绿化

荒山、植树造林的动人故事。

无需刻意回想，老将军留下的太

多，触目可及，皆是回忆。

3 月 15 日上午，一架搭载张连印骨

灰的无人机，在山西省左云县张家场

乡北梁山坡的树林上空盘旋。遵照张

连印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他植下的

那片林场。

这天，左云县人武部政委赵垚起

了个大早，来到清风林党性教育基地，

在距离基地入口东北方向约 20 米的一

棵树前伫立良久。

“ 当 年 ，老 首 长 就 是 站 在 这 棵 树

下，为基干民兵、预定新兵等介绍基地

情况，讲述种树历程。”赵垚说，斯人已

去，但他挥锹抡镐植树造林的身影和

淡泊名利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永远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03 年，从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岗位退休后，张连印回到家乡——左

云县张家场乡张家场村。深念组织培

养之恩、乡亲养育之情，张连印带领乡

亲们先后建成 300 亩苗木基地，培育优

种树苗 220 余万株，利用出圃苗木植树

造林、绿化荒山荒坡 2.2 万余亩，使左

云县林木覆盖率由 2003 年的 38.6%上

升到现在的 49.27%。

“老首长‘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

闯劲、‘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拼劲令

人动容，我们要传好‘接力棒’、干出精

气神，展现新时代国动人形象！”赵垚

说。

这天下午，在清风林党性教育基

地，跟随张连印种了 8 年树的田四旺强

忍悲痛，带着妻子和女儿在树林里除

草。

“这几天，县里连续大晴天，吹来

的风干干净净。”田四旺说，不像十几

年前，这个季节的沙尘暴刮起来遮天

蔽日，白天屋里都得开灯。

“老将军有很大的功劳。”田四旺

说，“对我来说，他既像父亲又像老师，

教我种树、教我做人，我一定要继续种

好树，干好我的工作，让老将军放心。”

3 月 12 日下午，张连印的骨灰在家

人的护送下，运回左云县。当地群众

自发站在车辆经过的道路两旁，含泪

迎接这位“绿化将军”回家。

左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赵升

也在其中。“多年来，张连印同志以顽

强的意志与风沙和病魔作斗争，为我

们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退役军人

树立了榜样。”赵升说，听到张连印去

世的消息，他很悲痛，得知将军的骨灰

要运回家乡，他和县里不少退役军人

早早在路旁等待。

“父亲没完成的事业，我来完成。”

张连印的儿子张晓斌说。

2015 年，张晓斌从河北省石家庄

市 桥 西 区 人 武 部 部 长 岗 位 上 退 役 回

到家乡，跟着父亲将心血和汗水挥洒

在林场。“父亲病重时，念念不忘的仍

是家乡的树苗。他一辈子吃苦在前，

心 中 记 挂 的 总 是 别 人 。 即 使 住 院 期

间，他的乐观和豁达仍感染着身边的

每一个人。我会接过绿化‘接力棒’，

沿 着 父 亲 的 路 坚 定 地 走 下 去 ！”张 晓

斌说。

在张连印曾工作过的河北省，他

也留下百亩林场。3 月 26 日，“张连印

将军捐赠林”立碑仪式在河北省雄安

新区举行。一道绿色长城，连起将军

的家乡和曾经奋斗过的地方，铭刻着

他为防风治沙、改善人民生活做出的

功绩。

下图①：张连印带领乡亲们植下

的万亩林场。 丁美宁摄

下图②：3月 15日上午，张连印的

骨灰撒在他植下的那片林场。

丁美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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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河北两地军民共同追忆“时代楷模”张连印—

绿色长城的追念
■李泽勋 本报记者 潘 娣 特约记者 苗 鹏

“为党尽责，是一生的事业……”

2 月 29 日，走进吉林省舒兰市职业

高中，教室里正播放着周昆训烈士的纪

录片《吾将吾身献吾党》。

“这个学期的国防教育，我们选用了

纪念周昆训烈士的纪录片作为生动教

材。”舒兰市职业高中副校长杨艳辉说，

“周政委是在舒兰牺牲的，我们在人武部

的支持下开展学习英烈精神和抗洪事迹

的教育活动。英烈就在我们身边，为了

保护我们而牺牲，我们应该了解他、缅怀

他、学习他。”

2023 年 8 月 ，舒 兰 地 区 遭 遇 强 降

雨。时任舒兰市人武部政委周昆训在赴

一线执行紧急疏散、转移群众任务途中

突遇山洪，不幸牺牲。

半年多过去，家园已经重建，周昆训

烈士的骨灰也已送归河南家乡，而在舒

兰，仍处处能看到他的影子。

在舒兰市人武部，周昆训烈士生前和

战友们的合影，摆在桌上显眼的位置。“去

年我们人武部获评国防动员工作先进单

位，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我们会接过

周政委的接力棒，守护好舒兰这方土地。”

人武部政工科干事李云鹏说。

在舒兰市役前教育基地，新兵思想

政治教育课中增加了关于周昆训烈士的

内容。“周政委就是我们的榜样，穿上这

身军装，我们也要不辱使命、奋勇担当。”

聆听周昆训烈士的抗洪事迹后，新兵郭

校禹在入伍宣誓时难掩激动。

“为纪念周政委，我们收集了他的一

些故事和生前影像，制作成微视频、影像

集发布在网络上。”舒兰市人武部副部长

贺庆说，“很多在那场洪水中被转移安置

的群众纷纷留言致敬，还有全国各地的

网友与我们共同缅怀。每当我看到这些

真挚的留言，深深感到为人民牺牲奉献

是值得的，这是军人的使命。”

“我们把学习英烈精神作为开展国防

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结合役前教育、学

生军训、开学第一课、送喜报等时机广泛

开展，引导广大军民感悟英雄情怀，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发扬好。”舒兰市人武部领

导表示，下一步，人武部将组建“周昆训民

兵连”，结合整组点验举行授旗仪式，以点

带面抓好英烈精神传承，让“周昆训民兵

连”成为舒兰市一面光辉的旗帜。

周昆训烈士事迹成为国防教育生动教材—

白山松水忆英烈
■宋济舟

军地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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