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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媒视窗

3月 28日

3月 19日，江苏省淮安市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与家人道别。 赵启瑞摄

临近清明节，新疆伊吾县人武部

生产连官兵前往伊吾县烈士陵园，祭

奠安葬在那里的“伊吾四十天保卫战”

牺牲烈士。

1950 年 3 月，驻守伊吾的某部二

连官兵，面对 7 倍于己的叛匪和残酷

的封锁围困，坚守 40 个日夜，最终在

大部队支援下全歼叛匪，97 名官兵英

勇牺牲，其中 32 名烈士长眠在伊吾县

烈士陵园。

新 疆 伊 吾 县 人 武 部 生 产 连 的 营

区 距 离 伊 吾 县 烈 士 陵 园 不 远 。 自

2014 年生产连组建以来，该连官兵把

祭奠英烈视为己任。得知烈士们均

来自他乡，多年来找不到一些烈士的

亲人，从 2017 年开始，该连组织官兵

与 烈 士“ 一 对 一 ”认 亲 ，如 家 人 般 缅

怀、守护他们。

“烈士李海堂，甘肃陇南人；烈士

熊光明，河南滑县人……”该连一级上

士 谢 田 东 连 续 5 年 负 责 组 织 祭 扫 活

动，对烈士的生平很熟悉。准备好祭

奠品，大家还特意装上系着红绳的树

枝，带给认亲的烈士。

这是该连官兵与烈士“交流”的特

殊方式。这些树枝，来自官兵们认养

栽种的一棵棵红星杨。

红星杨，因树枝横截面呈五角星

图案而得名。上世纪 70 年代末，当地

修建伊吾县烈士陵园时，特意从 2000

多公里外的太行山购买了百余棵红星

杨树苗，希望“红星”可以陪伴烈士长

眠。然而，经过长途运输，加之“水土

不服”，栽种在烈士陵园的红星杨只存

活了 12 棵。

2014 年 ，生 产 连 组 建 后 进 驻 伊

吾。当时，连队营区还没有修建，生

活、训练条件比较艰苦。为了鼓励大

家安心戍守，时任指导员时常讲起“伊

吾四十天保卫战”的事迹和红星杨的

故事。

“1940 年 ，八 路 军 总 部 在 山 西 省

武乡县王家峪村驻扎时，面对敌人的

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朱德总司令在

指挥作战间隙带领军民开展生产自

救，还亲手栽下一棵杨树。几年后这

棵树长大了，群众发现树枝里能看到

五角星，便亲切地称这棵树为‘红星

杨’。伊吾县烈士陵园里种植的就是

这种红星杨。当年革命前辈能在那样

艰苦的环境里生存下去、战胜敌人，如

今红星杨跨越千里也能在伊吾扎下

根，我们为什么不行？”

“我们一定行！我们要做‘红星’

的守护人！”官兵们在伊吾安了家，除

了照料烈士陵园里的红星杨，他们还

在营区里种上了红星杨。

杨宏是连队组建之初首批官兵之

一。入伍之初的不适应，让杨宏一度

打不起精神。班长潘星星将一棵红星

杨树苗交给杨宏栽种。谁知杨宏往树

坑里浇了一桶又一桶水，都没了“踪

影”。杨宏很沮丧：“班长，我不种了。

这里的地太干，根本浇不透。”

潘星星示意杨宏继续，他只好接

着去挑水，直到把树坑浇透。扶正树

苗、踩实树坑，潘星星对杨宏说：“只要

付 出 足 够 的 努 力 ，就 一 定 能 种 活 树

苗。这棵红星杨，我陪你一起种。”

两年过去，杨宏以所在军分区第

一名的好成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这

棵红星杨也活了下来，被该连官兵称

为“状元杨”。后来，官兵开始在营区

和烈士陵园种植红星杨。尽管当地自

然环境恶劣，营区里还是存活了 9 棵，

陵园里存活了 20 棵。加上陵园里之

前的 12 棵，这 41 棵红星杨一直得到官

兵的精心照料。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红星杨

精神激励下，连队多次被所在军分区

表彰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和“基层

建设先进单位”。每年在新兵下连、老

兵退伍等时间节点，连队都会组织开

展“红星传承”活动，即将退伍的老兵

将自己照料的红星杨和“一对一”认亲

的烈士，“交接”给新战友。

“巍巍胜利峰，热血铸忠诚……”

唱着嘹亮的连歌，官兵们步入烈士陵

园。新兵陈让来到自己“一对一”认亲

的烈士冉荣的墓前。

“冉荣烈士，你好。到连队的这段

时间，班长常讲起你们的英勇事迹和

红星杨的故事。我一定努力当一个好

兵，替你们守护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在

这里守护着你。”

陈让掏出兜里那根红星杨树枝，

轻轻地放在冉荣烈士墓前。

“红星”伴我守边防

这段时间，伊吾的天气转暖了不

少。下哨后，我去给自己认养的红星杨

浇了浇水，给它们“解解渴”。

这些年，它们就像战友，一直陪伴

着我。随着树枝越来越粗、五角星图

案越来越大，我也成为连队兵龄最长

的班长。

2014年，上级决定组建生产连，我

从其他连队来到这个新连队。穿过一

望无际的戈壁滩，我们乘车进入伊吾县

城，道路两旁站满举着小红旗欢迎我们

的当地群众。

一下车，我收到一位小学生送上的

礼物——一把系着红绳的树枝。细细

一看，树枝横截面竟是五角星图案。正

当我惊叹之时，一行人走进伊吾县烈士

陵园敬献花圈。在讲解员的介绍中，手

握着红星杨树枝，站在英烈誓死守卫的

这片边疆热土，一种使命感不由自主地

升腾。

作为新组建连队，上级要求我们自

行修缮部分营区。为了符合营房修建

要求，我们要将附近山坡松动的石头敲

下来。干部战士人人手抬肩扛，几个刚

满 18 岁的新战士，手上和肩膀磨出了

血泡也不叫苦叫累。他们和我们这些

老兵一样，都觉得这是属于我们第一代

生产连官兵的职责使命，十分光荣。

休息时，时任指导员常讲起“伊吾

四十天保卫战”的事迹和朱德总司令种

下红星杨的故事。听着听着，我们心中

的“红星杨”也在悄然生长。

2016年，战友杨宏和他的班长潘星

星在营区种活了一棵红星杨。2017年

春天，连队抽调17名骨干组成种树小分

队，我是成员之一。耗时两个月，我们种

下100棵红星杨，一半种在营区，一半种

在离营区不远的伊吾县烈士陵园。我们

还给每棵红星杨挂上牌子，写上认养官

兵的姓名、家乡和战斗格言等。

天还没透亮，我就会去伊吾河挑水，

将自己认养的红星杨都浇一遍水。看着

它们一天天长大，我觉得它们就像一个

个战士，戴着“红星”和我们一起守边防。

然而，许多树苗还是没有撑过伊吾

的寒冬。几场狂风大雪过后，许多树苗

被连根拔起。第二年一开春，大家路过

没被吹倒的红星杨时，都会多看一眼，

观察有没有树枝发芽。直到我们发现

西边第二棵红星杨的枝头冒出一株嫩

绿的树芽，全连官兵都围了过来，大家

兴奋不已。后来我们一棵棵确认，最终

有 29 棵红星杨成活。这些红星杨，成

了大家的“宝贝”，有的战友用砖头在树

下垒出五角星图案，有的战友用棉绳给

小树一圈圈穿上“保暖衣”……

一天下哨后，我和班长去给红星

杨翻土。班长说，这些红星杨之所以

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存活，是

因为它们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狂风

吹不倒，严寒冻不死，贫瘠的土质也无

法让它们屈服。“我们戍守边防，就要

像它们一样坚强。可惜我就要退伍

了，没办法看它们长大。你记得到时

多拍些照片寄给我，还要给我寄红星

杨树枝。”班长对我说。“我一定不会

忘！”我含着眼泪答应班长。

小树渐渐长成大树，一批批老兵也

相继离开，但红星杨不会孤单。在一次

次“红星传承”活动中，退伍老兵会把它

们交接给新战友。

前不久，我们又一次前往烈士陵

园，举行“红星传承”活动。即将退伍的

老兵李涵，带着新战士宋帅杰来到他在

陵园认养的那棵红星杨旁，弯腰捡起一

根树枝，又一同走到“一对一”认亲的烈

士石丁强的墓前。

李涵用双手将红星杨树枝郑重地

交给宋帅杰：“我是咱们连第 290个兵，

今天是来连队的第 725天。明天，我就

要离开连队。希望你能接过我手中的

责任，继承发扬红星杨精神，像先烈们

那样守卫家园、保卫祖国。”

“班长请放心，我一定会和红星杨

一样，扎根在祖国的边疆。”宋帅杰接过

树枝，向李涵敬了一个军礼。

心中有棵“红星杨”
■新疆伊吾县人武部生产连一级上士 谢田东

2022 年大学毕业后，我参军入伍。

下连来到营区，我的目光就被主楼上那

颗大大的五角星吸引。远处白色的雪山，

映衬着红色的五角星愈发耀眼。

欢迎仪式上，班长们递给我们一捆

捆红绳扎起来的树枝。见我们面露疑惑，

一位班长说：“这是咱们连的红星杨，你

们掰开树枝看看里面有什么。”我真没想

到，树枝里还能长出“五角星”。班长给我

们讲述了红星杨的来历，我顿时觉得手

中的这些树枝不再普通。

“走，带你们看看红星杨长什么样。”

一位班长看出了我们的心思。放好行李，

他就带着我们来到营区后院，指着一排

树告诉我们：“这就是红星杨，咱们营区

一共有 9棵。”

我走近一看，这些树和普通的杨树

好像没什么不同，树干挺拔，不过只有碗

口粗。我们几名新兵都捡了不少树枝，当

时我就想着要寄些给家里。我的父母应

该也没见过这样的杨树，他们的儿子来

当兵了，就让这些长着红星的树枝陪伴

他们吧。

参观红星杨时，我发现连队老兵对

这几棵红星杨照顾得很精心。有的被砖

块堆成的五角星形状护栏围起来，有的

挂着营养液，有的挂满了五角星彩灯。那

一刻，我的脑海中产生一个念头：栽种红

星杨，真是独属于革命军人的浪漫。

第二天，入连仪式在伊吾县烈士陵

园举行。穿过陵园大门，我们登上 50 级

台阶。班长在一旁告诉我们，50 级台阶

代 表 着“ 伊 吾 四 十 天 保 卫 战 ”发 生 在

1950 年。到达一个平台后，我们又登上

40 级台阶，“这代表激烈的战斗进行了

40天。”班长说。主干道两旁，种植着 3排

共 32棵红星杨。它们像一个个挺立的钢

铁战士，守护着忠魂。

穿过红星杨林，眼前就是高耸的纪

念碑，上面写着“伊吾四十天保卫战中英

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与纪念碑遥遥

相望的，正是远处烈士们用生命守住的

“胜利峰”。

我们在纪念碑前整齐列队，聆听班

长讲述烈士们的英勇事迹。这些事迹，其

实前一晚班长就给我们讲过，但站在纪

念碑前聆听，感觉不一样。我能感受到我

的心好像变得滚烫。先烈们在这里化作

“红星”守卫家园，我们作为新一代的“红

星守护人”，一定不辱使命。

入 连 仪 式 结 束 后 ，我 跟 随 班 长 来

到“ 一 对 一 ”认 亲 的 烈 士 刘 银 娃 的 墓

前。班长告诉我，刘银娃面对叛匪的刑

讯逼供宁死不屈，牺牲时年仅 15 岁。我

轻轻扫掉墓碑上的灰尘，将红星杨树

枝放在墓碑前。凝视着墓碑，我不禁在

想，如果当时是我面对那些穷凶极恶

的叛匪，我能否像年轻的刘银娃那样

奋不顾身？

一个月后，在下连第一次体能考核

中，我的成绩是连队唯一没达到良好的。

这让我很受打击。班长找我谈心：“一次

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吗？如果是这样，连队

怎么放心将照料红星杨、守护烈士的任

务交给你？”

我默默低下了头。后来，班长每天都

陪我加练，我也咬着牙坚持到底。两个月

后，我的体能考核成绩终于达到良好，开

始参加连队的巡逻执勤任务。

不久后，指导员将 3 棵红星杨交由

我照料。这些红星杨和我们一起守护着

先烈，在他们长眠的土地上扎根成长。我

会把红星杨照顾好，让它们长得更高、看

得更远，替先烈们看一看他们的牺牲换

来的盛世繁华。

（文字整理：王梦缘、彭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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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伴“红军”守忠魂
■新疆伊吾县人武部生产连上等兵 梁广林

图①：新疆伊吾县人武部生产连

官兵在“伊吾四十天保卫战”旧址前

宣誓。

图②：该连执勤分队踏上巡逻路。

图③：该连官兵在伊吾县烈士陵

园纪念馆学习英烈事迹。

图④：该连组织新战士来到伊吾

县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活动。

图⑤：该连官兵在伊吾县烈士陵

园缅怀英烈。

新疆伊吾县人武部生产

连营区里的红星杨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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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同身受，才能听
到更多真情实感”

“我是把你当成知心大哥，才把

烦心事告诉你……”今年春节前的一

次连务会结束后，东部战区海军航空

兵某团下士杜浩淼找到教导员张士

胜“汇报思想”。

事 情 的 起 因 ，要 追 溯 到 元 旦 假

期。杜浩淼的女友原计划来看他，由

于战备值班任务重，杜浩淼抽不出时

间陪伴女友，不知如何跟女友解释的

他有些烦恼。张士胜了解情况后，及

时与杜浩淼的女友联系，讲明情况，

同时耐心开导杜浩淼，并根据任务时

间为他调整休假日期。

教导员的关心让杜浩淼非常感

动。可没想到，之后排长、班长和思

想骨干轮番与他谈心，让杜浩淼心里

不是滋味。春节前夕，得知连务会上

这件事又被作为“提前统筹好假期时

间”的例子，杜浩淼终于坐不住了。

“提那件事不是要批评你，也不

是在‘翻旧账’，是想以此提醒大家提

前筹划，合理安排假期，千万不要想

多了。”张士胜的解释并没有解开杜

浩淼心中的疙瘩。那段时间，每次遇

到教导员，他总觉得有些别扭。

知兵深还要有同理心。对此，该

团通信营二连连长罗知行也深有感

触。去年 10 月，该连下士吴昊在一

次篮球比赛中受伤。出院后，为了能

如期参加年度军事训练考核，吴昊坚

持进行恢复训练。

“我已经将你受伤的情况上报给

营党委，得到的回复是你可以等身体

完全康复后参加缓考。”罗知行原以为

吴昊会很感激，没想到他反问了一句：

“连长，您是怕我会拖大家的后腿吗？”

吴 昊 的 反 应 出 乎 罗 知 行 的 预

料。他的本意是希望吴昊好好养伤，

不要因为勉强参加考核留下后遗症

或给身体带来损伤，不承想却因没有

及时与吴昊沟通而产生误会。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该团政治

工作处主任表示：“开展谈心交心应注

重方式方法，不仅要听兵声、懂兵情，

还要善于共情，学会换位思考。与官

兵感同身受，才能听到更多真情实感，

叩开官兵心扉，解开思想疙瘩。”

“谈心交心，要多说
掏心窝子的话”

近日，该团新上任不久的机务中

队指导员邓凌波发现办公室又“热

闹”起来。从献言献策到倾诉烦恼，

不少官兵找他谈心。

邓凌波干事利索、工作标准高，

在机关工作时经常受到表扬。4 个

月前，担任基层单位指导员的他希望

尽快摸清官兵思想底数，以便顺利开

展连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于是，邓

凌波到连队的第一天，就宣布“办公

室随时敞开”，任何人在训练、生活中

遇到矛盾困难，都可以来找他，他会

尽全力帮大家出谋划策。

很快，就有几名战士主动找邓凌

波交流内心想法，但一段日子过去，

来的人越来越少。邓凌波找到几位

骨干了解情况，才发现因为他的表达

方式有点“强势”，常以“你不应该这

样”“必须那样做”的话语和大家交

流，让官兵们产生“距离感”。“谈心交

心，要多说掏心窝子的话。”一名骨干

向他建议。

该团某机务中队指导员倪博，为

了能在谈话中清晰掌握官兵思想动

态，曾习惯随身带本笔记本，在聊天

中记下官兵的问题困难和思想困惑，

方便后期对照检视。然而，他渐渐发

现听不到官兵的真心话，记下的多是

“挺好”“不错”等字眼。

“指导员，你谈心时喜欢记录，大

家觉得自己讲出来的事越多，就被记

得越多。”一位老班长的话让倪博恍然

大悟，他意识到思想问题多涉及官兵

个人隐私，很多人并不愿意“留痕”。

“得让战士们对我放心，才能向

我掏心！”之后和官兵聊天时，倪博再

也没有带上自己的笔记本。

“谈心只是手段，化
解难题才是目的”

该团领导介绍，前期上级机关汇

总各单位在谈心交心方面的问题，总

结出“十二个必谈”，其中“新兵入营成

长路径规划谈一谈”“选晋调岗能力素

质分析谈一谈”等，都对基层带兵人开

展谈心交心工作很有帮助。此外，该

团还在机关组织的骨干会议、云端会

诊等活动中，与各兄弟单位交流日常

开展工作心得，提升抓教质效。

去年老兵退伍前夕，该团兄弟单

位、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营房

股助理张震发现上等兵蔡嘉兴工作

积极性不高。他了解到蔡嘉兴的母

亲身体不好，希望蔡嘉兴退伍回家，

蔡嘉兴却舍不得离开部队，在去留之

间拿不定主意。

张震多次给蔡嘉兴的父母打电

话、做工作，帮助蔡嘉兴赢得父母支持，

顺利留队。张震在骨干会议上分享心

得：“谈心只是手段，化解难题才是目

的。在官兵入党选晋、执行重大任务

等时机，干部骨干一定要主动靠上前，

全面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主动作为

帮助解决难题，这样才能赢得兵心。”

“教育不能闭门造车，要在相互

交流借鉴中激活一池春水。”该团领

导介绍，自谈心交心经验交流推广以

来，上级机关梳理归纳出不同类别单

位官兵容易产生的思想问题，下发基

层供大家借鉴，有效丰富了开展谈心

教育的方法。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探寻做好谈心交心工作的

方式方法——

知心倾谈 春风化雨
■王宁川 刘尊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