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烈士村，是一

座远近闻名的红色村庄。

“这里原来不叫‘烈士村’，叫‘塌港

村’。”谈起烈士村的红色历史，烈士村党

总支书记万亚洲如数家珍。1944 年夏

天，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新四军某部 30

余名官兵在塌港村伏击敌人，在腹背受

敌的情况下顽强战斗，毙敌 40余人，19名

官兵英勇牺牲。战斗结束后，乡亲们流

着眼泪，将牺牲官兵集体安葬。新中国

成立后，当地政府在这里建起一座纪念

碑，将塌港村命名为“烈士大队”，1983年

更名为“烈士村”。遗憾的是，19 位烈士

均没有留下姓名，村民们多年来几番寻

找，始终没有获知他们的姓名、籍贯、所

属部队等相关信息。

“为 19 位烈士找到亲人，不仅是烈

士 村 村 民 的 牵 挂 ，也 是 社 会 各 界 共 同

的 责 任 。”射 阳 县 人 武 部 领 导 介 绍 ，

2023 年 ，县 人 武 部 、县 委 宣 传 部 、退 役

军人事务局等军地有关部门联合成立

寻 亲 小 组 ，集 中 力 量 为 烈 士 村 无 名 烈

士寻亲。

2023 年 3 月初，新四军后代彭辰阳

提 供 的 一 条 信 息 ，引 起 寻 亲 小 组 的 注

意。“我老家所在的村庄与塌港村相邻，

父亲彭立富曾参与掩埋烈士遗体。受

烈士精神鼓舞，父亲参加了新四军。”据

彭辰阳回忆，父亲生前多次提起一位叫

路曰恒的民兵中队长。当年，乡亲们正

是在路曰恒的带领下掩埋烈士遗体，两

名负伤的新四军战士还在路曰恒家养

过伤。

寻亲小组成员辗转联系到路曰恒

的儿女，从他们手中获得路曰恒生前珍

藏的一本编纂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射阳

革命史料》，其中有一篇题为《塌港伏击

战》的战地报道。

“报道转载自 1944 年 7 月 9 日的《盐

阜大众》，那是当时中共盐阜区党委、华中

五分区的机关报，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寻

亲小组成员胡志海说，他们立即联系射阳

县委党史办工作人员比对确认，证实了报

道的权威性。

更令寻亲小组成员兴奋的是，这篇

报道不仅记载了当时部队的番号“新四

军三师七旅二十团三营十连”，还写下战

斗的详细经过，由此得知其中 3位烈士的

姓名和他们的英勇事迹——

“机枪手史方壮的枪打不响，便带

上两只手榴弹冲上去，打（炸）死 8 个敌

人，自己牺牲了。”

“另一名机枪手孙龙祥，负了重伤，

在临死前，对排长说：‘排长，我牺牲了，

枪要带回去！’”

“一班只剩下徐盘友一个人，他还

紧握手榴弹，喊道：‘同志们，冲啊！和

敌人血战到底啊！’”

这支英雄连队如今隶属哪支部队？

为帮助烈士“归队”，寻亲小组再次踏上寻

访之路。经过军地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几

经周折，确定烈士的老部队，正是第 83集

团军某旅“英勇冲杀连”的前身部队。这

支英雄连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

礼，出色完成抢险救灾、国际维和等重大

任务，两次被授予荣誉称号。

烈士渴望“归队”，部队追寻英雄。几

天后，“英勇冲杀连”第 36 任指导员张斌

和几名官兵代表来到烈士村。站在烈士

纪念碑前，面对闻讯赶来的村民，张斌充

满感情地说：“19位烈士留下的宝贵精神

财富，连队的一代代官兵将永远传承。”

5月21日，寻亲小组成员应邀回访“英

勇冲杀连”。连队荣誉室里，《射阳革命史

料》等与19位烈士相关的史料摆放在展柜

里，烈士事迹展板已张贴上墙。据了解，

塌港伏击战烈士“归队”后，连队通过编

排情景剧、开设微课堂等形式，深入开

展学习教育活动。去年执行一项抢险

救灾任务时，连队成立“十九烈士党员

突击队”，冲锋在救援一线，以实际行动

赓续英雄血脉。

“19 位烈士终于‘归队’，这对我们

是无声的鼓舞。寻亲工作仍在继续，我

们将继续挖掘线索，追寻其他 16 位烈士

的姓名，帮他们找到亲人。”射阳县人武

部领导说。

图①：寻亲小组成员与“英勇冲杀

连”官兵交流。 刘 晨摄

图②：孩子们在烈士纪念碑前聆听

英烈故事。 骆 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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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射阳县军地联合帮助 19 位烈士找到老部队——

烈士“有名” 英雄“归队”
■张学法 陈 阳 张光辉

从 1956 年担任八连指导员，到 1980

年离休，我一直从事政治工作。这些年，

我多次回到老连队，向一代代官兵讲述

八连的老传统。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当年开展工

作时，一些印象比较深的事。这些事或

许今天听起来比较遥远，但当年连队正

是靠着这些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动，做到

了“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

治好，称第一”，享誉全军。

1949 年进驻上海后，连队在上海郊

区和最繁华的南京路上担任勤务。当

时，回到人民手中的上海，尽管经过一系

列社会主义改造，各方面都发生根本性

变化，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

期统治，对社会还存在影响。

我担任连队指导员后，发现连队出现

一些反常现象：有人不惜花 5毛钱到高级

理发厅开“洋荤”；有人过去一贯抽老烟叶

子，却豁出 1 元钱买一包雪茄烟；有人花

光津贴，还要借钱逛“大世界”……

察觉到这些苗头，我的内心难以平

静。这不是一般的生活琐事，官兵能不

能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是关系到连队

能不能在南京路站稳脚跟的大问题。

作为连队党支部书记，我很快集中

全连官兵，开展拒腐防变教育。我严肃

地对大家说：“解放军在战场上是英雄，

这是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的。可

敌人并不甘心于战场上的失败，依然想

尽办法，企图将战场上的英雄打败。我

们难道真像敌人说的，‘红着进来黑着

出去’？”

这番话引起大家的警觉。我趁热打

铁开展集中教育，组织官兵参观上海工

人阶级英勇斗争历史展览，引导大家发

扬战争年代那股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劲

头，站稳立场不动摇，灯红酒绿不动心，

艰苦朴素不变色，深刻认识到作为革命

战士，应该做到“看待问题的眼光和视角

不一样，认识问题的层次和高度不一样，

处理问题的胸怀和境界不一样”。

利用好“活教材”，用正面教育激发

动力，是我当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另

一条经验。有一天我到伙房检查连队伙

食改善情况，看到给养员刘云彦脚上穿

着一双参军时从山东老家带来的粗布袜

子，吸的是旱烟丝，用的是土烟斗，就有

意问了一句：“到了上海南京路，何必这

样艰苦？”他回答：“到南京路也不是为了

自己享受，只要全连同志能吃得好、身体

壮，顺利完成任务，咱心里就踏实。”第二

天，我在全连官兵面前表扬了刘云彦，引

导大家向他学习。

大家熟悉的“一分钱”故事，也发生

在 那 个 时 候 。 那 天 ，我 带 队 在 外 滩 训

练。休息时，战士徐淑潮突然发现路边

有一分钱，捡起来很郑重地交给了我。

当天晚上，我在军人大会上表扬了徐淑

潮，对大家说：“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

有余。一分钱虽然微不足道，交了公是

革命战士的本色。如果你留下它，它就

会在你的心里染上污点……”

表扬什么，就是提倡什么，连队的风

气就这样上来了。全连在各项工作中广

泛建立标兵选树机制，让大家在各个方

面都有学习的榜样，形成“行行树标兵、

个个争先进”的氛围。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面对比

较繁重的执勤和训练任务，为增强连队

凝聚力，我力求以日常的一举一动、一言

一行感染官兵，当好表率。

一次战术演练，我和官兵一起冲锋，

因生病虚弱半路昏倒，醒来后打算坚持

与大家一起步行返回 50 多公里外的驻

地。战士们个个不依，一定要我坐车。

我认为，越是艰苦的时候，越不能离开官

兵、离开连队，最后还是摇摇晃晃地坚持

着，和大家一起走了回去。还有一次夜

间查哨遇到暴雨，我跑了几里路给每个

哨位送去雨衣。

这些都是发生在八连的真实故事。

时代虽然不同，但这些年从连队一茬又

一茬官兵身上，我依然能够感受到大家

还是和当年一样纯朴，能咬牙坚持、会艰

苦奋斗，特别是新时代从“霓虹哨兵”转

型成为“特战尖兵”后，官兵本领越来越

过硬，连队战斗力越来越强。

2022 年春节，时任“为民服务班”班

长王伟到家里看望，告诉我他夺得陆军

“金牌勇士”荣誉。我至今还记得王伟那

双粗糙厚实的手，手掌、手背上都是茧

子，手指被枪油腐蚀得掉皮。我当时情

不 自 禁 地 拉 起 他 的 手 ，心 疼 得 贴 在 脸

上。王伟真是好样的，他既是“为民服务

班”班长，也是训练尖子，这说明什么？

说 明 咱 们 好 八 连 与 当 年 一 样 ，也 不 一

样了。

近些年和老连队官兵接触，我发现

好八连的“王伟”还有许多。二级上士戴

飞超参加陆军某项比武，近 40 摄氏度高

温下负重潜伏 4 小时，两度出现脱水情

况仍坚持完赛，所在小组被评为“金牌狙

击小组”；战士袁家平代表连队参加陆军

“特战奇兵”考核比武，赛前训练时打坏

6 个沙袋、减重 12 公斤，在 70 公斤格斗

课目较量中一路过关斩将，拿下连队参

加陆军级别比赛的第一枚金牌……

我为大家点赞！艰苦奋斗是咱们连

的根。过去我们是甘过苦日子，现在要

善过好日子；过去是生活上吃苦，现在要

在训练上刻苦。把艰苦奋斗这个传统继

承好、发扬好，“南京路上好八连”这面旗

帜将永远鲜艳如新！

（曾宪昌整理）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在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英雄连队。命名 61 年来，时代在变，环境
在变，任务在变，但“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代代官兵艰苦奋斗的精神从未改变。

前不久，“南京路上好八连”第 27 任指导员薄佳旺率官兵与连队原指导员、93 岁老兵刘仁福视频连线，交
流新时代如何更好继承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让我们一起聆听刘仁福的讲述，从他对往事的回忆中，感受人民
军队优良传统的蓬勃生命力。

艰苦奋斗是咱们连的根
■刘仁福

一个夏日，湖北省随县厉山镇东

方村卫生室，村医王文艮刚刚巡诊归

来，还没来得及擦去头上的汗，手机又

响了。

电 话 是 村 民 姜 洪 启 的 孙 女 打 来

的。92 岁的姜洪启因中风长期卧床，

这天忽然感到心脏不太舒服，孙女赶

紧打电话请王文艮去瞧瞧。

王文艮抹了把头上的汗，和卫生

室其他医生说了一声，就挎着医药箱，

向姜洪启家赶去。

微风迎面拂过，吹起王文艮的右

衣袖，空荡荡的。

王文艮曾是一名军人，18 岁入伍

到原沈阳军区某部。由于爱学习、肯

吃苦，他被选送到卫训队和部队医院

接受系统的医务培训，成为连队卫生

员。

1988 年 ，王 文 艮 复 员 返 乡 。 那

时，村里仅有一名村医，由于缺医少

药，村民看病非常不便。

穿上军装能战斗，脱下军装能奉

献 。“ 我 在 部 队 学 了 一 点 医 术 ，回 来

能帮帮乡亲们。”王文艮回村当了一

名 村 医 ，“ 当 过 兵 的 人 ，哪 里 更 需 要

就 在 哪 里 干 。”为 了 提 高 医 术 ，他 自

费 赴 随 州 卫 生 学 校 学 习 ，成 为 一 名

全科医生。

王 文 艮 的 家 乡 位 于 鄂 北 丘 陵 地

带，当地人称“九里岗”，意思是走完村

子，要翻过九道山梁。为了方便出诊，

王文艮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到一户村

民家看病，听到车铃铛响，村民就知道

“王医生来了”。

一次出诊，正逢盛夏天气炎热，王

文艮翻越一道山梁时，突然眼前一黑，

连人带车歪倒在路边。过了好一会

儿，他才醒过来，喝了一支葡萄糖，稍

微缓了缓神，推起自行车继续往村民

家里赶。

1995 年 3 月，王文艮出诊途中，在

山路上连人带车坠入田沟，右胳膊一

阵阵钻心的痛。后来，他被确诊患了

骨肉瘤。当时的医疗条件只能进行截

肢手术，他失去了右臂。

医生没了右手，还怎么行医？正

值壮年的王文艮一度消沉。但看到乡

亲们仍纷纷请他上门去“瞧病”，他意

识到肩头的责任。

“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不能让

他 们 失 望 。”王 文 艮 开 始 练 习 用 左

手 骑 车 、“ 瞧 病 ”—— 为 了 练 习 单 手

骑 车 ，他 一 次 次 摔 倒 ，直 到 上 山 下

坡 稳 稳 当 当 ；为 了 能 单 手 输 液 、扎

针 ，他 的 左 手 指 一 次 次 被 药 瓶 割

破 ；为 了 用 左 手 写 好 病 历 ，他 从 横

竖撇捺开始练起……靠着不懈的努

力，王文艮重新回到村医岗位。

东 方 村 由 3 个 村 子 合 并 而 来 ，

是 厉 山 镇 较 为 偏 远 落 后 的 村 庄 ，许

多 青 壮 年 外 出 打 工 ，村 里 多 是 老 人

和小孩留守。“有的乡亲生病后就在

家撑着、拖着，舍不得花钱去医院。”

王 文 艮 了 解 乡 亲 们 的 难 处 ，尽 管 自

己 生 活 也 不 宽 裕 ，还 是 尽 量“ 用 便

宜 、实 用 的 药 为 村 民 瞧 病 ”，坚 持 只

收 基 本 医 药 费 ，并 且“ 能 免 则 免 ，能

减 则 减 ”。

4 月 29 日，村民甘良俊给王文艮

送来一面写有“医者仁心”的锦旗。他

的父亲甘清海 90 岁，患有多种基础性

疾病，还中过风。“是王医生经常骑车

上门巡诊，父亲的身体才能一直维持

到现在。”甘良俊的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

东方村党支部书记肖代容说，全

村 60 岁以上的老人有近 800 人，现在

进城看病方便了，但碰到急病，村民还

是习惯找“王医生”，称他是“村里的

120”。

“王医生是个好人，啥时候打电

话都是随叫随到”“我们生病时第一

个 想 到 的 不 是 儿 女 ，而 是 给 王 医 生

打电话”……金杯银杯，不如乡亲们

的口碑。十里八乡找王文艮看病的

人 越 来 越 多 ，他 手 机 里 存 了 1400 多

个 电 话 号 码 ，大 多 是 找 他 看 过 病 的

村民。

今年春节期间，随县遭遇大雪，道

路结冰无法正常通行。接到邻村 78

岁村民熊道兰打来的求医电话，王文

艮顶着大雪，骑着电动车出了门。尽

管一路慢行，在一个拐弯处，车子还是

打滑，滑下了田埂。王文艮给儿子打

电话，让他把电动车推回家，自己步行

1 个多小时赶到熊道兰的家。

“爸爸心里只有病人。”女儿王泉

荃提起父亲时说道。2016 年，王文艮

患有高血压的妻子不小心摔倒晕了过

去，接到电话时王文艮正在接诊。等

他赶去时，妻子已被救护车送到县医

院，被诊断为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

至今走路还不稳当。

然而，从小的耳濡目染，还是让王

泉荃在高考填报志愿时遵从父亲的意

愿，现在已是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

一名医生。

“乡村医生，就是要做乡亲们的健

康守护者。”随着年纪增大，王文艮希

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乡村医生

的行列，让更多的“乡村 120”守护在

乡亲们身边。

上图：王文艮（左）为村民输液。

刘 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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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干干、记 者杨明月报

道：“不仅可以学习理论文章，看老电

影、传统戏剧也方便多了……”最近一

段时间，甘肃省军区兰州退休干部休养

所老干部张臣刚，常常利用干休所安装

的“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个人终端

进行学习娱乐。

去年以来，甘肃省军区持续推进所

属干休所规范化建设，结合老干部进入

深度“两高期”的实际，优化服务保障内

容，建设“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就是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厨房安装烟雾报警器，床头安装

一键呼叫器，通过电子设备实时监测

健康数据，接引家政、家电维修等社会

服务……据介绍，“智慧养老综合服务

平台”集成 6 类 28 项个性化服务模块，

为老干部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保障。

“ 干 休 所 工 作 涉 及 面 广 、法 规 政

策 性 强 ，加 强 规 范 化 建 设 ，是 做 好 老

干 部 服 务 保 障 工 作 的 题 中 应 有 之

义。”甘肃省军区领导介绍，他们在打

牢规范化服务基础、建立标准化服务

体系、拓展社会化服务模式等方面持

续用力，对标政策法规梳理相关工作

清 单 ，规 范 老 干 部 政 治 学 习 、走 访 慰

问 、治 丧 抚 恤 等 38 项 服 务 流 程 ，形 成

《 甘 肃 省 军 区 干 休 所 工 作 规 范 手

册》。 记 者 翻 看 手 册 发 现 ，其 中 梳 理

了 独 居 老 干 部 安 全 风 险 隐 患 4 类 26

条 ，制 定 完 善 应 急 处 置 预 案 19 项 ，让

服 务 更 加 贴 心 细 致 ，做 到 有 章 可 循 、

有规可依。

据了解，该省军区还将积极借鉴地

方养老的成熟经验和先进理念，运用

“网络+”“科技+”等手段探索为老服务

新举措，不断提高干休所规范化建设水

平。

甘肃省军区加强干休所规范化建设—

建设有章可循 服务有规可依

图①：2015年，刘仁福（前左）

在位于南京路的“南京路上好八

连”浮雕前为官兵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 作者供图

图②：上世纪 60 年代，好八

连老兵教新兵修补脸盆。

图③：上世纪 60 年代，好八

连官兵在南京路巡逻执勤。

资料图片

①①

③③②②

①①

②②

7 老 兵 天 地老 兵 天 地 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５日 星期六责任编辑/柴华 张培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