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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雄 惜 英 雄 ”“ 愿 功 臣 多 寿 ，看

山河万里”……最近，两位年过九旬、

身 着 老 式 军 装 的 老 兵 在 淮 海 战 役 陈

官庄烈士陵园相遇的一幕，被镜头定

格 。 老 兵 饱 经 沧 桑 的 面 孔 、胸 前 熠

熠 生 辉 的 纪 念 章 和 紧 紧 握 住 的 双

手 ，让 见 证 这 一 场 景 的 参 观 者 不 禁

动容。

身穿新四军军装的老兵名叫窦保

轩，他 1928 年出生于安徽省萧县张庄

寨镇白楼村，15 岁参军，先后参加了抗

日 战 争 、解 放 战 争 及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

因多年征战，腰部、胳膊等多处负伤，

左眼失明。随着年龄增长，窦保轩愈

加思念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趁我还

能 走 得 动 ，我 得 抓 紧 时 间 去 看 看 他

们。”在家人的陪同下，窦保轩先后到

江 苏 泗 洪 、河 南 八 里 庄 等 多 地 祭 奠 。

淮海战役陈官庄烈士陵园，便是他行

程中的一站。

巧合的是，当天，家住河南省永城

市陈官庄乡胡庄村的老兵乔忠灵也来

到陈官庄烈士陵园。1931 年出生的乔

忠灵，16 岁参加革命。决战淮海、南下

渡江、解放上海、参加抗美援朝……乔

忠灵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荣立三等

功 4 次。乔忠灵家人告诉记者：“老爷

子年纪大了，有时会梦到当年战斗的

场景。第二天醒来，便让我们陪他去

附近的烈士陵园待上一会儿，陪牺牲

的战友说说话。”这天，乔忠灵又一次

叫上一家老小四代人，来到烈士陵园

祭扫。

“在烈士陵园，姥爷远远地看到了

那 位 老 兵 爷 爷 ，他 刚 从 纪 念 碑 前 下

来。两位老人之前不认识，但一见面

就特别亲，握着对方的手就不松开了，

还聊了许多以前从军打仗的事。”窦保

轩的外孙女朱文靖介绍。

当被问及左眼的情况，窦保轩乐

观讲道：“18 岁时就伤了，被敌人的手

榴弹炸的。但不影响，只要右眼在，我

就还能瞄准敌人。”解放战争时，窦保

轩 左 眼 被 弹 片 所 伤 ，永 远 失 去 了 光

明。后来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他靠着

仅有的右眼顽强战斗。“我肩膀被子弹

打了个洞，比起你来，这都不算伤了。”

17 岁的乔忠灵在萧县青龙集一带的战

斗中肩膀中枪，伤还未完全养好便归

队投入战斗。

相似的经历，相同的愿望，两位老

兵的话匣子一经打开便合不上了。

“爷爷，打仗时你们害怕吗？”两位

老人的聊天，吸引了许多祭扫的群众

驻足围观，其中一名小学生问道。“怕

啥，不能怕！”窦保轩讲起了自己的战

斗故事。一次战斗，十六七岁的他面

对敌人的刺刀，用力一拨，一个箭步上

去 刺 中 对 方 胸 膛 ，胳 膊 因 此 被 刺 伤 。

“穿上了军装就啥也不能怕，只能有一

个目标，把仗打赢。我们打赢了，下辈

人就不用打了，就能享福了……”乔忠

灵接过了话茬。

随着围观者增多，不少人拿出手

机，记录下这动人的一刻，并向老兵表

达敬意。两位老兵表示：“牺牲的烈士

是真正的英雄。现在革命胜利了，百

姓生活好了，国家越来越强大了，真希

望他们也能看到……”

相聚短暂，两位老兵相约明年再

一起来。与乔忠灵话别，窦保轩和家

人 继 续 向 烈 士 纪 念 碑 前 行 。 行 至 台

阶处，窦保轩颤颤巍巍地从轮椅上站

起来，努力站直佝偻的身躯。他抚了

抚衣服上的褶皱，理好胸前的绶带和

勋 章 ，摘 下 军 帽 ，向 着 烈 士 纪 念 碑 深

深 鞠 躬 ，随 后 戴 上 军 帽 ，庄 重 地 敬 了

一个军礼。

缓慢离开的乔忠灵转身回望，只

见 松 柏 苍 翠 ，清 菊 朵 朵 ，纪 念 碑 巍 然

耸立。

左上图：烈士纪念碑前，窦保轩

（左）、乔忠灵两位老兵握手。

受访者供图

日前，淮海战役陈官庄烈士陵园发生动人一幕—

纪念碑前，耄耋老兵相遇话当年
■本报特约记者 段艳梅

本报讯 王永介、吴玉枝报道：“亲

爱的父老乡亲、同学们，欢迎大家收听今

天的‘老兵双语话国防’栏目……”初夏

的一个中午，贵州省天柱县注溪乡小学

和村里的广播站准时开播，播音员以苗

语和侗语向当地群众和学生宣讲国防教

育知识。

这是该县人武部利用苗侗双语开展

国防教育的一个缩影。天柱县是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少数民族地区之一，当地

群众大多讲苗语和侗语。很多年龄较大

的群众不会说普通话，加之居住分散，大

家接收信息的渠道相对有限。针对这一

现实情况，该县人武部邀请老兵录制苗侗

双语广播，创作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宣传

词，用接地气的方式开展国防教育。

“想不到这个年纪了还能为国家作

贡 献 ，我 一 定 尽 我 所 能 把 国 防 故 事 讲

好，让后生们热爱国防、建设国防。”年近

80 岁的杨文彦是该县凤城街道的一名

参战老兵，也是“老兵双语话国防”栏目

的第一批播音员。接受人武部工作人员

邀请后，杨文彦内心十分激动。

据天柱县人武部领导介绍，自去年

8 月“老兵双语话国防”栏目开讲以来，

陆续有 20 余名老兵走进广播站，宣讲国

防教育知识，累计辐射受众万余人。

“老兵用侗语苗话宣讲国防知识，亲

切又明了，不光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能

听懂，孩子们也爱听。”社学街道居民、80

岁老人陈卫国说。“我毕业返乡后，经常

收听‘老兵双语话国防’栏目，对几位老

兵的故事经历非常熟悉，这也坚定了我

参军报国的念头。”前不久，注溪村大学

毕业生欧阳崇森报名应征，并如愿走进

军营。

近年来，该县军地充分发挥人熟、

地熟、语言通的优势，把国防教育知识

翻译成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剪辑成带有

民 族 特 色 的 国 防 教 育 宣 传 视 频 ，依 托

“村村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

推 出 。 他 们 采 取“ 专 武 干 部 + 退 役 军

人+民兵+村两委”四级联动的模式，组

织双语宣讲小分队在村里召开“小院说

事”、院坝会等，用亲切的乡音与当地群

众和学生开展交流互动，推进国防教育

进村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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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赵江维同志挺身而出，保护

了 村 民 的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初 夏 ，武 警

青海总队海北支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

荣誉——由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石梯

镇 政 府 、镇 武 装 部 送 上 的 锦 旗 。“ 为 百

姓 不 惧 艰 险 ，扑 烈 火 奋 勇 争 先 ”，是 对

该支队下士赵江维火场英勇逆行事迹

的概括。

不久前，赵江维休假返乡。一天中

午，门外传来急促的呼喊声：“着火了，着

火了！”赵江维闻声迅速冲到门外，只见

村子不远处的山头上已是浓烟滚滚。

赵江维立即转身回屋，一边告诉家

人拨打火警电话，一边抄起灭火工具。

此时，隔壁邻居已发动汽车，赵江维迅

速跳上去，赶往起火地点。到达现场，

火势凶猛，并有蔓延之势。赵江维迅速

作出判断：“得赶紧开辟隔离带，防止火

势蔓延到村子。”在他的指挥下，周围村

民纷纷加入灭火队伍，分工合作，奋力

扑火。

眼睛被浓烟熏得无法睁开，身上的

衣服被汗水浸湿，但赵江维毫不退缩。

在赵江维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明火

逐渐得到控制，火势趋于缓和。赵江维

并未放松警惕，他号召村民们利用手中

工具，将过火之处全部打湿。消除复燃

隐患后，赵江维松了一口气，疲惫地坐在

地上。

直到支队收到锦旗，赵江维英勇逆

行的事迹才被大家知晓。“如果不是他带

领村民及时控制火势，后果不堪设想，小

伙子好样的！”电话里，石梯镇场周社区

领导说起赵江维，赞不绝口。

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下士赵江维——

火势汹汹无畏逆行
■马寅翔 朱 琛

“紧急求助，旅客朋友们，5号车厢有

一位旅客出现胸闷等症状，情况危急，如

果您是医务工作者，请到 5 号车厢协助

救治。”5月 10日凌晨 4时许，由喀什开往

乌鲁木齐的 T9522 次列车即将到站，新

疆军区某师军考考生正收拾行李准备下

车，突然听到一则求助广播。上等兵高

歌、李师标立刻起身，来到 5号车厢。

见到患者后，两人先是疏散乘客，确

保空气流通，而后分工合作，一人询问患

者 情 况 ，另 一 人 给 患 者 测 量 血 压 和 体

温。通过询问得知，这名男性旅客有高

血压病史，登车前曾饮酒。登车后，由于

车厢内人员较多，空气流通不畅，该旅客

出现头晕胸闷等症状。二人初步判断，

这名旅客是呼吸性碱中毒，必须立即处

理。他们一边安抚患者，为他罩住口鼻，

让患者平静呼吸，一边帮他按摩已经麻

木的身体。数分钟后，男子有了明显的

好转，高歌取来温水嘱咐他要少量多次

饮用。

列车继续前行，准备转弯进站。这

时，高歌、李师标的额头都冒出了汗水。

看到患者稳定下来，二人匆匆离开。

待火车到站，这名旅客也下了车，特

意找到两名战士表达感谢。据了解，高

歌、李师标在各自连队担任卫生员，受过

系统的护理培训。“当时情况紧急，只想

着用我所学尽快施救。”回想起救人经

历，高歌说。

新疆军区某师战士高歌、李师标——

危急时刻救援旅客
■许文健 梁 晨

本报讯 于瑞民、田焱报道：“除了

用量角器读取磁方位角外，我们还可以

借助指北针直接在地图上读出答案，明

确目标点方位。”初夏时节，陕西省商洛

军分区组织新年度文职参谋业务集训，

陆军边海防学院教授受邀为参训文职

人员讲授军事地形学。

“开展业务集训，目的是让文职人

员熟练掌握军事技能，尽快胜任本职岗

位。”该军分区领导介绍，他们严格按照

军事训练有关规定，突出参谋“六会”技

能，外聘专家教授辅导、内选骨干任教

陪练。培训采用“连队化管理、封闭式

训练”模式，围绕基础理论、指挥技能、

装备操作、队列指挥、军事体能等方面

内容展开专攻强训。教员受领任务后

精心准备试讲、录制教学课程，经反复

修改打磨，形成教学精品示范课并纳入

全区教学资源库。

“报告考官，操作完毕。”训练场上，

额头沁满汗珠的参训人员南景明迅速

起立报告。他接受考核的课目是 20W

短波电台操作。输入参数、调试主用信

道和备用信道、与配合台取得通联、发

送信息……南景明的操作动作娴熟，一

气呵成。“通联通畅，用时 4 分 42 秒，考

核合格！”随着指挥员宣布成绩，南景明

长舒了一口气。

“通过学习基础理论、指挥技能、装

备操作等课程，我对参谋岗位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认识，对下一步组织民兵军事

训练教学更有信心了。”丹凤县人武部

文职人员张鑫说。

陕西省商洛军分区组织新年度文职参谋业务集训

为“孔雀蓝”加钢又淬火

本报讯 肖传金、王国新报道：前

不 久 ，在 甘 肃 省 定 西 市 安 定 区 一 座 小

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军地领导为荣

立二等功的现役军人吕斌胜家属送去

立功喜报。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和小

区群众，一同见证了吕斌胜一家的光荣

时刻。

近年来，该区出台了《安定区为立

功受奖现役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实施

细则》，对送喜报的程序、形式、时限、有

关部门的职责、不同等级表彰奖励标准

和经费来源作出规范，明确了送喜报责

任部门以及参与人员，确保送喜报工作

规范有序。

在此基础上，安定区连续两年在双

拥广场、许铁堂演艺馆为立功受奖现役

军人家庭举行集中送喜报仪式，组织党

政机关工作人员、教师、学生、应征青

年等现场参与，地方媒体现场直播。该

区还通过组织立功受奖现役军人家属

观看文艺演出、邀请“最美退役军人”作

事迹报告等形式，营造了“一人立功、全

家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此外，该区

将走访慰问与送喜报工作结合起来，在

春节等重要节日期间，走访慰问立功受

奖现役军人家庭，建 立 常 态 化 联 系 档

案台账，提供精准服务。

“扎实做好为立功受奖现役军人家

庭送喜报工作，不仅增强了军人军属的

荣誉感，也激发了适龄青年参军热情。”

区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近年来，安定

区适龄青年参军入伍热情持续高涨，大

学毕业生应征率逐年增长。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持续完善立功受奖喜报送达机制

让“光荣之家”倍感光荣

5月 17日，西藏拉萨警备区当雄县人武部骑兵排基干民兵在纳木湖乡扎西岛巡逻。 杨 晶摄

5月 10日，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武部举行民兵组织整顿点验大会，检验

民兵编组成果。 安小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