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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霏霏，哀乐低回。

4 月 30 日 9 时 30 分，湖北省鄂州市

鄂城殡仪馆，高性宽的长女高水莲小心

翼翼地从殡葬礼宾人员手中捧起骨灰

盒，一同拿到的还有刚从骨灰中取出的

3 枚大小不一的弹片晶体。

“弹片和老英雄的骨肉已经融为一

体 了 。”鄂 城 殡 仪 馆 馆 长 林 志 祥 感 慨

道。他在殡仪馆工作 23 年，第一次在

骨灰里发现弹片晶体。老人的铮铮铁

骨和赫赫战功，令林志祥肃然起敬。

“这几枚小小的弹片，是父亲的功

勋证明。”望着嵌入骨头里的弹片晶体，

高水莲忍不住啜泣。家人一边安慰高

水莲，一边收起弹片晶体，并用红绸将

其包裹起来。

这些弹片晶体，揭开了老人深藏功

名而又热血传奇的一生。

高性宽 1931 年 4 月出生于河南焦

作博爱县，1945 年 6 月在太行军区四分

区入伍，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1947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 年戎马生涯，他先

后参加过解放战争、西南剿匪和抗美援

朝等战役战斗，先后荣立特等功 1 次、

一 等 功 2 次 、二 等 功 1 次 、三 等 功 11

次。1956 年 1 月 3 日，一张印有《各个革

命战争时期主要职务及证明人》的表格

记录：高性宽负伤 4 次，三等乙级残疾，

批准授予解放勋章。

1964年 5月，高性宽转业到鄂城县，

先后在县供销社、县矿山公司、县农办、

县水利局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调

动，频繁搬家，高性宽的军功章和立功

证书不慎遗失。“我知道老高参加过很

多次战斗，但我不知道他竟然立下了那

么多战功。”曾与高性宽共事 9 年、今年

81 岁的王金元介绍，高性宽平日淡泊名

利，不计得失。“那时候，哪里最艰苦，哪

里就有老高的身影。”王金元说。

1977 年，鄂城县决定兴建磨刀矶节

制闸。磨刀矶节制闸是集排水闸、船

闸、公路桥于一身的综合性水利工程，

关系着长港下游 36 万亩耕地、40 多万

人口的安全。时间紧、任务重，高性宽

自告奋勇，担任磨刀矶节制闸副指挥

长。曾和高性宽朝夕相处的同事刘定

生回忆道，节制闸所在区域的岩层坚

硬，需要不断爆破。当时爆破技术较为

落后，打眼、制作引药、装药、引爆都依

靠人工进行，十分危险。每次实施爆

破，高性宽都在现场指挥。

“工地上没有房屋，大家用油毡搭

建工棚。梅雨季，外面下大雨，棚里下

小雨，有时候连续半个月被子都是湿漉

漉的。”刘定生介绍，酷暑时节，高性宽

坚持跟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用铁锹

搅拌混凝土，肩挑背扛砂石料，每个月

只休息两天。高性宽战天斗地的乐观

精神，感染了大家。经过整整两年的艰

苦奋斗，1979 年 10 月，磨刀矶节制闸提

前建成。

1964 年 11 月，高性宽转业至鄂城

县供销社。此时，高性宽的大女儿高水

莲 7 岁，二女儿高水香 3 岁，妻子没有工

作，母亲体弱多病，养活一家五口的重

担都落在他一人身上。按照当时的政

策，高性宽是转业干部，妻子可随迁安

排工作。高水莲回忆，当时鄂城县供销

社准备将母亲安置到供销社下属幼儿

园工作，而父亲得知单位另一名职工家

中有 6 个孩子，生活更困难。于是，父

亲反复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将幼儿园的

工作机会让了出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家其实都

很困难。”高水香介绍，直到姊妹三人都

参加了工作，家庭状况才得以缓解。刚

开始，姊妹几人不理解父亲的做法，也

有埋怨，后来渐渐释然。“自己苦点累点

没有啥，再困难也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这是高性宽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1985 年 8 月，高性宽在鄂城县水利

局副局长岗位上离休。离休后，他依然

闲不住，经常参加所在小区组织的各项

公益活动。小区邻居吴合年介绍，2018

年，老旧小区维修改造期间，施工方准

备拆除小区中央花园，遭到居民强烈反

对。时年 86 岁的高性宽在跟施工方沟

通无果后，及时将居民的诉求反映至相

关责任单位。经过反复沟通，小区中央

花园保住了。

“不平事敢说，不平事敢管，是街坊

邻居们对他的一致评价。”81 岁的小区

邻居王爹爹说，高性宽嗓门亮、性情烈、

热心肠，街坊邻居私下里给他取了一个

亲切的绰号叫“高大炮”。小区里还流

传着这样一件趣事：2010 年前后，一个

小偷盗窃脚踏车时被“高大炮”发现，他

一声怒吼，小偷被吓得连滚带爬，逃出

小区。听闻“高大炮”去世，街坊邻居们

心情都很沉重，一些邻居自发前往殡仪

馆为他送行。

“父亲讲话嗓门大，是因为在战争

中留下了创伤。”高水莲介绍，1952 年，

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枚炮弹在父亲身边

爆炸，他耳膜被震破，血流不止。尽管

父亲被战友从泥土里扒了出来，但是耳

背的毛病却伴随了他一生。高水莲回

忆道：“父亲先后 4 次负伤，直到去世，

身 上 还 有 3 块 弹 片 没 有 取 出 ，其 中 左

膝 、右 肩 胛 骨 、左 掌 分 别 有 1 块 弹 片 。

刮风下雨的时候，父亲的旧伤经常发

作，疼得满头大汗。”

“上了年纪后，岳父身体大不如前，

但他老人家坚持只要吃药管用就不打

针，只要打针管用就绝对不住院。他觉

得住院是在花国家的钱，不想给国家添

麻烦。”高性宽小女婿宋德明说。

从部队到地方，从在岗到离休，高

性宽把枪林弹雨中的无畏冲锋转化为

在平凡岗位上的无私奉献。近年来，

鄂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常态

化走访慰问当地老兵，收集整理他们

的参战经历和英雄事迹。在查阅档案

过程中，工作人员了解到高性宽曾立

下的赫赫战功，深受震撼。当退役军

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肖俊向高水莲告知

其父高性宽的立功情况时，高水莲惊

讶不已，同样感到惊讶的还有高性宽

的二女儿高水香和小女儿高水清。她

们只知道父亲南征北战，是一名参战

老兵，但是从未见过父亲的军功章和

立功证书，也从未听他说起过这些赫

赫战功。

“这 3 枚弹片与父亲生死相依 70 多

年，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这是父

亲荣耀与功勋的见证，也让他尝尽了苦

头。今天起，父亲终于不再受病痛折磨

了。”5 月 7 日上午，高性宽老人的女儿

将高性宽的 10 多枚纪念章、3 枚弹片以

及戎装照等遗物捐赠给鄂城老兵红色

记忆馆。

老兵走了，留下了 3 枚特别的“战

功勋章”，无声讲述着他的本色人生。

图①：高性宽的纪念章及相关材

料。

图②：高性宽的戎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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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颖、记者宋芳龙报道：

“有了拥军公交专线，以后官兵外出、家

属来队可方便多了。”5月 8日，一辆张贴

着“龙港拥军专线”标语的崭新公交车

缓缓停靠在某部营区附近，该部中士宋

森和几名战友有序登上这辆专门为他

们增开的“拥军号”专线班车，脸上满是

笑容。

据 了 解 ，该 部 地 处 偏 远 山 区 ，以

往乘坐交通工具到市区，需要下山步

行 4 公里，距离山下码头最近的公交

车站也需步行 3 公里，网上约车有时

需 要 等 上 1 个 小 时 。 遇 上 急 事 赶 时

间，官兵只能干着急。了解到该部的

现实困难后，浙江省龙港市人武部主

动牵头市双拥办商讨解决方案，经过

多次商议，最终决定开通一条直达营

区的“拥军号”专线。随后，该市组成

军地联合专项工作组走访该部，了解

营区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收集官兵

出行时间和意见，统筹规划官兵出行

方案；协调市交发集团挑选动力合适

的公交车型定制专车专线，确定接站

点位置和发车时间。

前不久，该市以距离山下最近的

舥艚社区中心为始发地，开通一条直

达该部的“拥军号”专线。每天 8 时至

17 时 30 分，每隔 20 分钟一个班次，双

休日及节假日早晚各增加一班次。市

交发集团遴选工作经验丰富、责任心

强的员工担任专线司机和乘务员，为

部队官兵提供安全、舒适、便捷的出行

服务。专线开通后，公交车将在营区

门口和公交接站点定时接送官兵，军

人军属可凭有效证件免费乘车。

“‘拥军号’专线的开通，不仅为官

兵解决了出行难题，更让来队军属感

受到了关爱和温暖。”该部领导告诉记

者，专线自 4 月下旬正式运行以来，大

大缩短了到城区的往返时间，受到军

人军属好评。

近 年 来 ，龙 港 市 委 、市 政 府 始 终

坚 持 把 关 心 关 爱 军 人 军 属 作 为 拥 军

优 属 工 作 的 重 点 ，建 立 军 地 互 办 实

事“ 双 清 单 ”制 度 ，组 织 社 会 拥 军 组

织 创 新 开 展 特 色 拥 军 工 程 。 近 两 年

来 ，该 市 先 后 解 决 驻 军 部 队 供 水 供

电 、医 疗 社 会 化 保 障 、营 区 升 级 改

造、军属公寓住房整修等 15 件实事，

在 全 社 会 营 造 了 关 心 国 防 、尊 崇 军

人的浓厚氛围。

浙江省龙港市军地合力解决官兵急难愁盼

“拥军号”专线直达偏远营区

本报讯 万成胜、记者赵晓菡报

道：迎着清晨的阳光，一辆车身印有巨

幅征兵宣传海报的公交车，缓缓驶出重

庆市梁平区公交总站。这辆特别的公

交车，是该区专门打造的“强军号”公交

专线。

“公交车流动性强、人流量大，是

可以移动的征兵宣传站。”该区征兵办

负责人介绍，去年 4 月，他们联合区委

宣传部、区交通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等多家单位，依托人流量较大的公交

线路，开通“强军号”公交专线，流动式

开展征兵宣传。

从人流如织的闹市街区到学子济

济的重点高中，从布满岁月印记的红

色景点到城市心脏所在的行政中心，

一辆辆“强军号”公交车穿梭其间，组

成 一 道 亮 丽 的 风 景 线 。 除 了 在 车 身

车 尾 印 有“ 国 防 连 着 你 我 他 ”“ 参 军

吧 ，兄 弟 ”等 征 兵 宣 传 口 号 外 ，“强 军

号 ”公 交 还 将“全 国 征 兵 网 ”网 址 、区

征 兵 办 咨 询 电 话 等 信 息 张 贴 在 车 内

外醒目位置。车厢内，车载 LED 屏幕

滚 动 播 放 征 兵 宣 传 视 频 ，座 椅 靠 背 、

手扶拉手印着的相关政策和标语，为

家 长 和 适 龄 青 年 了 解 征 兵 相 关 信 息

提供了便捷渠道。

“您好，欢迎乘坐‘强军号’公交专

线！”近日，在该区梁平中学公交站台，

一位乘客刚刚上车，公交车驾驶员颜

昌华就将一张征兵宣传单递到了他的

手中。驾驶“强军号”公交车近一年以

来，在乘客上车刷卡后发放征兵宣传

单，已经成了颜昌华的工作习惯。在

颜昌华的左臂上，印有“老兵驾驶员”

字样的红色袖标格外醒目。

“ 退 伍 老 兵 责 任 心 强 、综 合 素 质

高，对军队较为了解，本身就是‘征兵

形象代言人’，也是‘强军号’公交专线

驾驶员的最佳人选。”该区征兵办工作

人员介绍，为了更好发挥公交专线的

宣传作用，他们特意挑选有服役经历

的退伍老兵担任驾驶员，围绕征兵法

规政策定期组织学习培训。

大学毕业生杨江洋参军前曾在一

家国有企业就职，每天乘坐“强军号”公

交专线上下班。一直怀揣报国从军梦

的他，看到公交车内的征兵宣传信息

后，利用空闲时间向“老兵驾驶员”咨询

相关政策。今年 3月，杨江洋报名应征，

经层层选拔，如愿走进军营。

“常态化开设征兵宣传公交专线，

为激发广大适龄青年参军热情发挥了

重要作用。”该区人武部领导介绍，截

至目前，“强军号”公交专线已累计运

送乘客 5 万余人次，宣传教育覆盖全区

中心城区群众 20 余万人次。今年上半

年，该区应征青年报名人数突破 1000

人，达到征集任务数的 10 倍，入伍大学

毕业生比例达 82%。

重庆市梁平区军地开设征兵宣传公交专线

“强军号”大巴开往闹市街衢

本报讯 卢野、记 者范奇飞报 道 ：

“ 此 次 任 务 圆 满 完 成 ，不 仅 展 现 了 应 急

民兵反应快速迅捷、处置安全高效的过

硬素质，还检验了智能交互军事信息指

挥系统。”5 月 9 日，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

区 人 武 部 组 织 应 急 指 挥 组 对 该 区 芦 屯

镇周屯村“5·2”山火扑救行动召开复盘

会，与会人员对参与行动的基干民兵和

智 能 交 互 军 事 信 息 指 挥 系 统 表 示 充 分

肯定。

时间回到 5 月 2 日 14 时 45 分 ，鲅鱼

圈区人武部值班室突然接到情况通报：

芦屯镇周屯村发生山火，请出动民兵扑

救山火。

人武部值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军

分区领导请示汇报，同时启动智能交互军

事信息指挥系统，按应急预案下达指令。

随着值班员在交互式沙盘的控制电脑上

输入“周屯”二字，指挥系统大屏幕上迅速

显示出周屯的地理坐标、机动道路情况、

起火点周围的地形地貌特点及风向、风速

等相关信息。

时值“五一”假期，路上车密人多，指

挥员通过该系统指挥各民兵分队绕过拥

堵路段，从不同方向有序进入集结地域。

很快，人武部应急指挥组及 50 名基干民

兵穿戴防火服，携带扑火器材装备全部集

结到位。到达现场后，按照预先分组分

工，应急民兵分队配合消防部门展开扑

救，将山火全部扑灭。

据了解，去年，该部在地方政府支持

下引进县区级智能交互军事信息指挥系

统 ，实 现 了 实 时 观 察 报 知 、实 时 通 信 联

络、实时指挥控制。同时补充各类装备

器材，全面提升遂行抗震、扑火、防汛等

应急任务处置能力。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智能交互军事信息指挥系统显成效

快速反应 科学指挥 高效处置 本报讯 张建国、朱平平报 道 ：

“土地证终于办下来啦！”近日，看着手

上 10 本红红的不动产权证，联勤保障

部队某部工作人员喜笑颜开。经过多

年不懈努力，他们终于解决了这起土

地权属纠纷，不仅明确了土地所属权，

还保障了地方权益。

作为新组建单位，该部面临历史

遗 留 问 题 多 、权 属 争 议 处 置 难 等 问

题。“这些问题涉及范围广、人员多，且

部分资料不健全，解决起来不容易。”

部领导介绍。

近年来，该部党委一班人下决心

啃“硬骨头”，把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摆上工作案头。该部领导带头攻

关，深入现地调研，拉单列表建立问题

台账；与地方市、县党委政府和吉林省

自然资源厅等部门建立了遗留问题处

置军地协调工作机制，就解决土地确

权领证、土地纠纷调处、债权债务处置

等提出针对性招法，明确特事特办、急

事快办、专人专办等解题思路；多次联

合军地有关部门召开推进会，争取地

方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

坚持“问题不解决不撒手”，对于争议

多、处置难的事项持续跟进。

在宣讲政策、加强沟通、争取支持

的同时，他们注重用法律武器维护权

益 ，推 动 多 起 案 件“ 快 审 、快 判 、快

执”。据了解，得益于集智攻关、合力

解难，他们已将 80 多个历史遗留问题

销号归零。

联勤保障部队某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让“旧账”销号归零

“五一”前夕，江西省萍乡军分区以萍水河超警戒水位、多地突发险情为背景开展防汛抗洪训练，包含水情侦察、水

面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等课目。图为民兵防汛抗洪应急分队驾驶冲锋舟搜寻目标。 胡 南摄

陕西省汉中军分区

开展结对帮带活动
本报讯 杨义国报道：连日来，陕

西省汉中军分区针对部分单位自主抓

建 能 力 弱 的 实 际 ，在 各 单 位 之 间 开 展

“四互”结对帮带活动。他们指导所属

单 位 聚 焦 互 查 找 问 题 、立 足 互 帮 促 规

范、突出互学补短板、结合互促抓提升，

着力提高自主抓建能力，推动单位全面

建设上台阶。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

国防教育送进校园
本报讯 李宁、李甫明报道：近日，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人武部选拔 28

名优秀退役军人、基层专武干部担任国

防教育辅导员，积极开展国防教育进校

园活动。他们以战史战例、英雄事迹、红

色故事为主要内容，通过带领师生现地

参观、组织演讲比赛等方式，普及国防知

识，让校园国防教育“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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