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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号声在耳边响
起，就有一种挺身而上、
冲锋向前的胆气力量

“嗒嘀嘀，嘀嗒……”清晨，第 79 集

团军某旅某连司号员门福林准时吹响起

床号。

“每天听着军号起床，整个人都精神

起来了！”听着战友夸赞，门福林憨厚地

笑了：“这号声能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一些

不一样，我感到很荣幸！”

今年年初，旅里进行司号员集训。

听到这个消息，上等兵门福林迫不及待

地报了名。入伍前，他学过一段时间吉

他，懂些乐理知识。一直以来，他就很想

当连队的司号员。

然而，练习吹奏的第一天，这把军号

就在门福林嘴上“哑了火”。

捣鼓了一天，熄灯前，门福林找到指

导员：“太难了，我可能不是这块料……”

指导员问他：“还记得新兵下连那天

面对连旗的宣誓吗？”

“记得……”

“战争年代，连队付出生命的先烈有

3000 余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连

队的忠诚底色。抗美援朝战场上，一把

军号退敌兵，先辈们让对手刮目相看。

现在，我们遇到一点挫折就垂头丧气，怎

么对得起自己的誓言？”

指导员的话让门福林豁然开朗，想

要把军号吹好，不仅仅是“号声洪亮不跑

调”那么简单，比勤学苦练更重要的是无

所畏惧的胆气。

“努力可以弥补短板。别人练一遍，

我就练 10 遍。”吹军号是靠嘴唇的震动

带动号嘴的震动来发出声音，为快速固

定嘴型，门福林把一张小纸片放在唇间，

以此来锻炼唇尖肌肉控制力。

这个动作坚持 20 分钟，人的嘴巴就

麻了。门福林一练就是 40 分钟，拿下纸

片后嘴巴又疼又酸，嘴唇火辣辣地疼。

“口型放松且微微向前突出，不要用

力咬住……”翻看门福林的笔记本，上面

密密麻麻记录着他的吹奏心得。为了查

漏补缺，他还将自己的吹奏音频录下来，

分析哪里气息不足，哪里音调不准。

功夫不负有心人。集训结束时，“优

秀学员”一栏里，门福林的名字位列其中。

“虽然没有上过真正的战场，可每当

号声在耳边响起，就有一种挺身而上、冲

锋向前的胆气力量。”下士刘子政说。

在一场演练中，连队担任主攻分队。

刘子政带领小队执行警戒任务。突然，远

方的地平线上尘土飞扬，“蓝军”两辆运输

车疾驰而来，企图闯入他们的防御阵地。

刘子政眼疾手快，一边及时将情况

报告给连队，一边准备迎战。

怎样拖住“蓝军”的进攻？刘子政急

中生智，立刻通知另一队哨兵去附近高

地埋伏。

“蓝军”靠近时，刘子政冲出战壕正

面迎战，另一队哨兵从高地冲出开火。

两组哨兵有效分散了“蓝军”注意力，为

大部队赶到争取了宝贵时间。

身边战友连连赞许：“以前，有英雄

郑起一把军号退敌兵；今天，有刘子政和

王凡两组哨兵擒‘蓝军’！”

岁月流转，热血沸腾的节奏从未消

逝。70 多年过去，动人的故事，还在这

支连队继续……

嘹亮的军号声穿越
时空，经久不绝激荡在新
时代官兵的脑海心间

201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前，

“临津江突破英雄连”的战旗在百面战旗

方阵中高高飘扬。二级上士张晗器宇轩

昂，手持战旗接受全国人民的检阅。受

阅归来，他第一时间来到干休所，向连队

老前辈、二级战斗英雄郑起报告。

“我在电视上看了现场直播，你们

做得很好！要把连队的精神好好传承

下去……”说起此事，郑老难掩激动，给

张晗讲起当年抗美援朝战场上那些战

火纷飞的日子。

1951年 1月 3日凌晨，天寒地冻。志

愿军第 39 军 347 团七连一路穿插到釜谷

里，接到命令攻占公路边的一个无名高地。

战 斗 在 黑 暗 中 突 然 发 起 ，对 抗 极

为 惨 烈 …… 连 队 很 快 出 现 大 量 伤 亡 ，

连长、指导员、副连长相继牺牲。尽管

如 此 ，连 队 仍 打 退 了 敌 人 连 续 6 次 的

进 攻 。 最 后 子 弹 打 完 了 、手 榴 弹 扔 完

了 ，战 士 们 就 到 敌 人 的 尸 体 堆 里 搜 寻

枪支弹药。

看着阵地迟迟攻不下，敌军指挥官

孤 注 一 掷 发 起 第 7 次 攻 击 。 在 猛 烈 的

炮火支援下，敌军终于踏上了志愿军的

阵地。只要再前进几步，道路就将被打

通。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负重伤的郑

起用足最后一丝力气，跃出战壕，吹响了

手中的军号。奇迹出现了：冲上阵地的

敌军一愣，慌乱中掉头向山下逃窜，被随

后赶来的志愿军主力歼灭。

在七连阵地上，仅剩下 7 名战士，其

中包括最后吹响军号的郑起。

从那以后，这支钢铁一般的连队有

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临津江突破英

雄连”。

郑老回忆说，他是抱着生命中最后

一次吹响军号的想法，使出全部力气，吹

响了那一次冲锋号。

时光荏苒，连队官兵一路冲锋，在战

火中培塑出“铁心向党，前仆后继，智勇

双全，无坚不摧”的铁血战魂，融入一茬

又一茬官兵的血液里。

2021 年，央视《强军故事会》播出了

“一把军号退敌兵”的故事。连队部分官

兵受邀前往北京，参与录制情景剧《一把

军号的精神密码》。

在前往北京的路上，指导员告诉他

们，郑起老前辈用过的这把军号，是国家

一级文物，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由于时间紧张，节目录制结束后，他

们很快赶回部队，也没能前往军事博物馆

亲眼看看那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军号。

节目播出那天，全连官兵守在电视

机前，纷纷为战友们的精彩表演点赞。

情景剧主演之一的二级上士陈杨杨，也

成了旅队的“小明星”。

“能够为全国观众讲述连队的故事，

是多么大的荣幸啊！要是能亲眼看看那

把军号就好了。”夜深人静，陈杨杨躺望

着天花板怔怔发呆。

2023 年 4 月，陈杨杨刚开始休假，就

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缓步走在庄严肃穆的军事博物馆

展 厅 中 ，陈 杨 杨 的 目 光 在 一 件 件 展 品

间 穿 梭 。 突 然 ，一 抹 熟 悉 的 铜 色 映 入

眼 帘 ，他 屏 住 呼 吸 ，心 跳 加 速 ，一 步 一

步走近。

展柜中，一把长 33厘米、宽 10厘米的

军号静静地躺着。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

斑驳的痕迹，但无法掩盖它曾经的辉煌。

陈杨杨凝视着它，手指轻轻划过展柜玻

璃，仿佛触碰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

“终于见到你了！”陈杨杨难掩内心

的激动，透过那层玻璃，抗美援朝战场上

的激昂号声仿佛穿越了历史的风云。

2023 年 8 月，老英雄郑起在鞍山因

病去世。噩耗传到连队后，全连官兵都

很悲痛，深切悼念郑起老前辈。

9 月，新兵下连。入连仪式上，陈杨

杨在连荣誉室内向新兵们讲述了“一把

军号退敌兵”的故事。列兵于文昊认真

聆听后，激动地说：“我们要继续吹响冲

锋号，让‘临津江突破英雄连’的战旗永

远高高飘扬！”

岁月变迁，嘹亮的军号声穿越时空，

经久不绝激荡在新时代官兵的脑海心

间，与前辈们的英勇精神交相呼应，共同

谱写了一曲“钢铁战士”的荣光之歌。

身边战友都在争先
创优，你也会不自觉地追
求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将这把军号交给你，希望

你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它……”

前不久，一年一度的“军号交接仪

式”在连队举行，00 后上等兵门福林成

为新一代司号员。

“我会把连队的荣誉高高举过头顶，

时刻准备吹响冲锋号！”从上一任司号员

潘新元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军号，门福林

激动地说。

军 号 ，是 这 个 连 队 的 精 神 密 码 。

历 经 多 年 传 承 ，它 见 证 了 无 数 战 士 的

奋斗与荣耀。

能 够 手 持 军 号 吹 响 冲 锋 号 ，不 仅

是 对 官 兵 个 人 军 事 素 质 的 认 可 ，更 是

对其突出贡献的褒奖。

人人崇尚荣誉，人人奋勇争先。代

表连队最高荣誉的“军号交接仪式”让

越来越多的年轻官兵通过自身努力崭

露头角，在比武考核场上奏响青春的激

昂乐章。

门福林是个腼腆憨厚的小伙。入

伍 这 几 年 ，他 一 直 坐 在 观 众 席 看 着 班

长 们 在 比 武 场 上 为 连 队 争 金 夺 银 ，内

心 深 处 也 涌 动 着“ 上 赛 场 ，拿 第 一 ”的

冲动。

今年旅队组织“六小阵地”活动，门

福林身兼多职，板报制作、DV 创作、歌

曲指导……他一人挑起连队文艺创作的

大梁。

身 边 战 友 都 在 争 先 创 优 ，你 也 会

不自觉地追求更好的自己。“如果用一

个 词 来 形 容 连 队 ，我 想 就 是‘ 奔 跑 ’。

想 躺 平 的 人 ，在 连 里 是 待 不 下 去 的 。”

门福林说。

“想要吹响这把军号，就要吃常人吃

不了的苦。”门福林的努力，排长刘畅都

看在眼里。

几年前，刘畅还是一名上等兵。一

次，他备战上级组织的侦察兵比武，也曾

“脱掉了三层皮”。

胸 戴 红 花 回 到 连 队 ，刘 畅 如 愿 接

过 班 长 手 中 的 军 号 ，成 为 连 队 司 号

员。

老兵带新兵，新兵又成了老兵。如

今，刘畅提干后回到连队成为排长。他

知道，能够吹响连队军号的人，都是肯吃

苦的兵。

“哪有天生如此，只是天天坚持。”这

是刘畅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他喜欢

跑步，每当周末有休息时间，他就换上跑

鞋去奔跑。

和电影《阿甘正传》的剧情很相像。

一开始是刘畅一个人跑；慢慢地，两三个

战友组成了小队一起跑；到后来，跟随他

们奔跑的人越来越多。

上 等 兵 李 向 ，就 在 这 个 奔 跑 的 队

伍 里 。 入 伍 前 ，李 向 是 国 家 二 级 运 动

员 ，拥 有 出 色 体 能 素 质 。 在 新 兵 连

时 ，他 就 崭 露 头 角 ，吸 引 了 许 多 人 的

目光。

以全优成绩结束新兵入伍训练后，

组织询问李向的个人分配意愿。他毫不

犹豫地回答：“我要去最好的连队，当顶

尖的兵。”就这样，他背着行囊走进了这

个连队的大门。

“这种感觉很神奇，好像每天都有股

使不完的劲儿。”通过不懈努力，列兵李

向在旅队组织的军体运动会上，夺得了

一枚奖牌。

班 长 问 李 向 ，想 不 想 争 取 当 军 号

手？

“我觉得自己还有差距。”李向腼腆

地笑了一下，“但是，我会努力。”

回望历史，一代代官兵听着军号成

长。新兵变成老兵，他们又会为后来人

吹响前进的号角。

一 把 军 号 吹 响 奋 进 之 歌
■陈富川 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记者手记

晨光中，“中元山英雄连”00 后士兵

李从强，站在连队院子中央。面向太阳

升起的地方，他拿起手中锃亮的军号，吹

响了新一天的号角。

最后一个音符落定，霞光在那把军

号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每当这时，这

名年轻的士兵总会想起连队珍藏的那把

锈迹斑斑的军号。

那也是一把“耀眼”的军号，来自抗

美援朝战场。军号的主人名叫刘瑞春，

是一位李从强从未谋面却又无比熟悉的

年轻战友。

1951 年 1 月，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

战役打响。刘瑞春所在连队——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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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要地中元山阻击敌人。

战斗惨烈，整整 16 个昼夜，全连只

剩不到 10 人。

山风呼啸。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

年轻的士兵刘瑞春又一次吹响了手中的

军号，用号音鼓舞着身边的战友冲锋，用

号音向指挥所报告：阵地还在！

美 国 随 军 记 者 大 卫·哈 伯 斯 塔 姆

写 道 ：“ 对 于 这 种 声 音 ，只 怕 很 多 人 会

在 此 后 终 生 难 忘 ，因 为 他 们 很 快 就 知

道 ，这 种 声 音 不 仅 代 表 着 中 国 军 队 即

将 投 入 战 斗 ，同 时 还 是 对 敌 人 的 一 种

强大威慑。”

军号响起，对中国军人来说，这就是

冲锋陷阵的时刻，更是热血沸腾的时刻。

翻阅资料，我们会发现，军号的点

点音符一直与人民军队的厚重历史紧

密 相 连 。 红 军 时 期 ，军 队 就 曾 编 印 下

发《中 国 工 农 红 军 军 用 号 谱》，收 集 了

军 队 生 活 、训 练 、作 战 及 部 队 番 号 、职

务、首长代号等曲谱 340 多首。新战士

一 加 入 红 军 队 伍 ，首 先 就 要 学 会 识 别

号声。

80 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来到中国的“西北角”。他所著《红星照

耀中国》中，一张名为《抗战之声》的照

片，成为时至今日都流传甚广的经典之

作。照片中，一位年轻号手身着戎装，头

戴军帽，高高举起军号。他挺拔的身姿

和自信的神态，向人传递着一种无声的

力量。那上扬的号角，仿佛让人听见阵

阵嘹亮的号声。

伴随着高亢嘹亮的军号声，人民军

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守住了一个

又一个阵地，打下了一个又一个碉堡，闯

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从胜利走向新的

胜利。

回望人民军队出征的原点，凝望人

民军队前进的方向，眺望人民军队未来

的征程，军号嘹亮，不绝于耳。那一个个

令人热血沸腾的号音，蕴含着“宁可前进

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的胆气血性，

蕴含着“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的勇敢无畏。

军号，是中国军人的精神符号，是刻

在中国军人身体里的 DNA。

军号响起，对中国军人来说，就是整

装出击的时刻、奔向胜利的时刻，更是创

造未来的时刻。

战 争 年 代 ，军 号 曾 是 让 敌 人 闻 声

丧 胆 的“ 秘 密 武 器 ”。 现 在 ，在 充 满 光

荣 与 梦 想 的 强 军 征 途 上 ，军 号 依 旧 是

号召中国军人义无反顾冲锋陷阵的嘹

亮之声。

听，号角已经吹响！这嘹亮的号声，

凝聚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激荡起民族

复兴的时代巨响。

军号响起，让我们一起向着如期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冲锋！

聆 听 军 号 感 悟 初 心
■本报记者 孙伟帅 通讯员 米双朕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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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第 79 集团军某旅一名司号

员吹响军号。

王 哲摄

图②：第 79 集团军某旅“临津江

突破英雄连”官兵参观连荣誉室。

门福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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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热血沸腾的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