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得知湖南革命军事馆在征

集红色文物，湖南省东安县红军村 62

岁村民谢红军决定，捐赠一家三代珍藏

90 年的红军烈士遗物。闻讯，笔者随

东安县人武部工作人员一同前往谢红

军家，了解红军遗物背后的故事。

时值霜降时节，湘南地区平添丝丝

寒意。笔者一行人从东安县出发，一路

向西，到达位于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管

理 局 老 山 界 景 区 的 红 军 村（原 大 坳

村）。这里是谢红军祖辈生活的地方。

村子坐落在高山之上一块狭小的

坪 地 中 ，一 条 山 涧 将 村 子 分 为 两 侧 ，

一边顺着山坡开垦成几亩田地，另一

边 则 分 布 着 数 座 高 矮 不 一 的 老 旧 木

屋，漆痕斑驳。“以前村子里有 20 多户

人家，百来口人。”村民谢红军告诉笔

者，现在，村民陆续外迁，只剩下他一

人了。

见到谢红军时，他正收拾扫帚、镰

刀等工具和祭祀用品。

“ 这 个 水 壶 和 梭 镖 ，是 一 名 牺 牲

红军战士留给我爷爷的，我们一直当

作传家宝珍藏。捐赠前，我想带它们

到烈士墓前再祭拜一次……”见到笔

者 一 行 人 ，谢 红 军 放 下 工 具 ，进 屋 从

长 木 柜 里 取 出 两 层 红 布 包 裹 的 红 军

烈士遗物。这两个物件的由来，还得

从 90 年 前 红 军 长 征 途 经 大 坳 村 时 发

生的事说起。

1934 年 12 月的一天，一支红军队

伍走进大坳村休整。队伍中有一名红

军战士受伤严重，不能随部队行军，于

是带队领导便将受伤战士留在村内，托

付给谢红军的爷爷谢忠芝照看。

由于治疗条件有限，谢忠芝只能用

一些土方子，给红军战士疗伤。不幸的

是，这名战士 5 天后去世了，他甚至还

未来得及透露自己叫什么名字，多大年

纪，来自哪里。

“爷爷觉得是自己没有照顾好他，

一直心怀愧疚。”谢红军告诉笔者，无名

红军战士死后，谢忠芝将他安葬在家对

面的山头，隔三岔五去扫墓，并交代儿

子谢臣明，他和后代一定要守好红军烈

士墓。

讲到这里，谢红军收拾好工具和红

军烈士遗物，带着笔者一行人前往无名

红军烈士墓。

无名红军烈士墓距离谢红军家直

线距离不到 300 米，但山路蜿蜒，每次

都 要 走 大 半 个 小 时 。 去 往 墓 地 的 山

路两侧布满荆棘，谢红军便取出随身

携 带 的 布 条 ，把 镰 刀 绑 在 手 臂 上 ，边

走边清理。

墓地被一圈石头包围，旁边有一块

石碑，上面刻有“无名红军烈士墓”几个

字，是 2015 年清明节，东安县人民政府

修缮墓地时所立。

1962 年，谢忠芝去世后，谢臣明接

过了守墓的担子。谢红军回忆，他四五

岁时，便开始随着父亲上山为无名红军

烈士扫墓。特别是每年清明节前，父亲

都会带着祭祀用品去祭拜，并清理坟头

上的杂草。

谢臣明一直谨记着父亲的嘱托，经

常到墓地除草、培土。“当年红军走的时

候，我父亲是想跟着红军队伍去参军

的，可由于年纪小，被劝回来了。”谢红

军告诉笔者，参军的想法一直深埋父亲

心里，谢臣明将大儿子取名“红军”，小

儿子取名“满军”。

1995 年 ，谢 臣 明 去 世 ，临 终 前 ，

他 一 直 念 叨“ 红 军 烈 士 墓 不 能 没 人

守……”

清扫落叶、擦拭墓碑、摆放祭祀用

品……谢红军细心地整理烈士墓周围

的枯枝落叶，失去双掌的双臂丝毫不影

响他的速度。看出笔者的疑惑，谢红军

告诉笔者，17 岁那年，他因意外事故，

失去了两只手掌。

双 手 残 疾 的 谢 红 军 至 今 没 有 结

婚，他在 1991 年与 1992 年从县医院收

养了两个被遗弃的女童。“现在，她们

都在外务工，每年过年回家一次，也很

孝顺，经常给我买衣服和生活用品。”

谢红军说。

不一会工夫，墓地打扫得干干净

净，谢红军把红军遗物从红布里取出。

他说，“红军爷爷，这水壶和梭镖，我替

您把它交给湖南革命军事馆，有了更好

的归宿。您放心，我会在这里一直陪着

您、守着您！”谢红军眼含热泪，在墓前

拜了拜，然后，郑重地把水壶和梭镖交

到军事馆工作人员手中。

“我们一定会保存好红军战士留下

的遗物，激励更多的青年后代永远铭记

红军前辈，继承他们的遗志，续写新的

荣光。”墓碑前，接过谢红军捐赠的红军

烈士遗物，工作人员也被谢红军的纯朴

与善良所感动。

一句承诺，世代坚守。自谢红军一

家三代的义举传开后，无名红军烈士墓

已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场所，每年烈士纪念日和清明节，该县

都会组织中小学生前来接受红色教育，

谢红军还会为前来祭扫的群众，义务讲

解红军事迹。

近年来，谢红军先后获评诚实守信

类“湖南好人”，上榜 2019 年 1 月诚实守

信类“中国好人榜”，获湖南省 2023 年

度“最美拥军人物”荣誉称号。

左上图：谢红军为无名红军烈士扫

墓。 唐 莹供图

村民谢红军一家三代为无名红军烈士守墓90年—

“红军烈士墓不能没人守”
■王希明 徐 红

“重温这段历史，再一次深刻感

悟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礼赞英雄、勇

担使命”……近日，电影《志愿军：存

亡之战》上映，许多观众看后在社交

平台上纷纷留言致敬“最可爱的人”。

10 月 25 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4 周年纪念日。

74 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

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

略的正义旗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

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

利。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

安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让

全世界对新中国刮目相看。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写道：“朝

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

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

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

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

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

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伟大的抗美

援朝战争，不仅是新中国的“立国之

战”，也是中华民族“换了人间”的崛

起之战，更是世界进步力量“保卫和

平”的殊死之战。

为 有 牺 牲 多 壮 志 ，敢 教 日 月 换

新天。从毅然抱起炸药包、与敌人

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到用胸膛堵住

枪眼、为战友冲锋开辟道路的黄继

光，再到严守潜伏纪律、忍受烈火烧

身直至壮烈牺牲的邱少云……志愿

军 将 士 一 不 怕 苦 、二 不 怕 死 ，浴 血

奋 战 。 据 统 计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中 ，

共 有 197653 名 中 华 儿 女 在 开 满 金

达莱花的土地上献出了宝贵生命。

没有从天而降的胜利，也没有无

缘无故的牺牲。这种敢于胜利的豪

气，这种一往无前的血性，被对手称

之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只源于

“保家卫国”这个最朴素的情感。志

愿军飞行员韩德彩曾深情回忆：“保

家卫国是我们坚定的信念，也是战斗

中不畏强敌、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

力量源泉！”

每 思 祖 国 金 汤 固 ，便 忆 英 雄 铁

甲寒。战争硝烟虽已散去，但志愿

军将士保家卫国的功绩彪炳史册，

那首“舍生忘死保和平”的《英雄赞

歌》代代传唱，在战争中锻造形成的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更是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

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

民族风骨，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

的民族力量，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

生的民族血性，激发守正创新、奋勇

向前的民族智慧。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抗美

援朝战争爆发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

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观

念深入人心，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

前高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始终

站稳人民立场，把根脉深扎在人民的

沃土之中，始终牢记为人民扛枪、为

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永远做人民利

益的捍卫者，永远做人民信赖、人民

拥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永远做人

民心中“最可爱的人”。

永
远
做
人
民
心
中
﹃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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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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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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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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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光报 道 ：“ 孩 子 刚 入

伍，我们作为军属就感受到了满满的

尊 崇 感 。 我 们 一 定 让 孩 子 扎 根 军 营

安 心 服 役 ……”近 日 ，大 学 生 新 兵 马

鹤洋的父亲马威，紧紧握住到家里慰

问 帮 困 的 辽 宁 省 台 安 县 人 武 部 领 导

的手说。

新兵入伍后，因生活环境发生变

化等原因，部分新兵容易出现思想波

动。为确保新兵安心服役，台安县人

武部坚持全时关注新兵思想动态，建

立兵役机关、新兵家庭和新训部队“三

位一体”联系机制，动态掌握新兵思想

波动，适时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与新

兵谈心，有针对性做好新兵入伍“下篇

文章”。

该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针对大

多数大学生新兵涉及办理学费补偿，

及其家长“不明白、不会办”等问题，该

部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组织专人

通过电话指导、登门服务、现场答疑，

对新兵或其家长进行指导。同时，该

部还及时联系新兵所在院校学籍、学

费管理部门，确保新兵学费补偿等问

题少费周折、少走冤枉路，让新兵和家

长放心。

除此之外，为防止新兵入伍后因

家中难事牵扯自身精力，该人武部积

极 做 实 帮 困 解 难 工 作 。 他 们 第 一 时

间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电话

问询，或委托新兵所在镇（街道）武装

部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站 、村 委 会（社 区）

等有关单位采取上门慰问的方式，对

每 名 新 兵 家 庭 进 行 排 查 ，秉 承“ 小 事

属地负责、大事共同解决”的原则，将

每名新兵家庭提出的困难，明确到具

体单位和部门，并将较为困难的新兵

家庭列为重点帮助对象，动态掌握其

需求。

截至目前，台安县人武部已协调

有关部门为 4 名新兵家庭及时办理了

大病救助等事项。

辽宁省台安县人武部

做好新兵入伍“下篇文章”

新疆军区某新兵营扎实做好 2024 年下半年入伍新兵基础课目训练。图为 10 月 25 日新兵班长为新兵纠正队列动

作。 强矗新摄

本报讯 殷超报道：“真给力！入

住家乡的‘军人驿站’，凭退役军人优

待证可以享受五折优惠。”近日，安徽

省郎溪籍退役军人陈志刚返乡入住酒

店时，酒店提供的拥军优惠和服务令

他十分惊喜。

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

2021 年，该局在上级单位指导下成立

“崇军企业联盟”，针对退役军人出台优

待政策，并细化优待目录。起初，由于

退役军人优待证尚未推广，当地加入

“崇军企业联盟”的商户积极性不高，收

效不佳。

今年初，该局着眼持续扩大崇军拥

军“服务半径”、提升崇军拥军服务质

量，依托该省“皖事通”政务平台客户

端，发动更多领域的社会组织，加入社

会化拥军协会，为优抚对象提供多元优

惠便利服务。

“ 大 家 参 与 热 情 非 常 高 ，截 至 目

前，已有医疗、旅游、商超等 10 个行业

60 余家企业加入。”县双拥办工作人员

告诉笔者，他们统计了优抚对象比较

关注的行业领域，对当地头部企业发

出邀请，并严格对报名者进行资质筛

选，最终选定 60 余家企业商户加入社

会 化 拥 军 协 会 ，并 颁 授“ 双 拥 共 建 单

位”牌匾。

“加入社会化拥军协会，是我们的

荣幸。今年，我们医院全面实现了电子

免费医疗保障卡的使用，让驻军部队官

兵就医更快捷。”谈及加入社会化拥军

协会的初衷，郎溪县中医院负责人表

示，尽管这些优惠举措的落地需要新

增、更新大量电子设备，提高了运营成

本，但是能为双拥工作尽绵薄之力，这

笔账怎么算都值。

此外，郎溪县探索建立“双项服务+

动态管理”工作机制，将拥军企业商户

的商品列入军地集中采购名单，调动商

家拥军积极性。同时，在社会化拥军协

会成员单位实行动态管理机制，每年由

有意向的企业提出申请，经县双拥办审

核，符合条件的方可挂牌，并建立年审

制度，对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取消其资

格，大幅提升拥军质效。

下一步，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在

拥军商户推行定制刷卡器，优抚对象凭

优待证即可刷卡享受优待，通过优化优

待程序，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心国

防、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安徽省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扩大崇军拥军“服务半径”

陕西省兴平市人武部

组织军事训练考核
本报讯 高继原报道：10 月中旬，

陕西省兴平市人武部组织现役干部、文

职人员和专武干部进行年度军事训练

考核。此次考核按照统一组织、分类实

施、连贯作业的方式，采取“笔试+口试”

“考核+考评”“技能+指挥”的方法，重

点突出军事体育、基本理论、业务技能

等方面的内容，进一步提升参考人员能

力素质。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常态保护国防工程
本报讯 王涛报道：近 日 ，山 东 省

青岛市市南区人武部结合召开军地协

调会时机，将国防工程保护工作纳入基

层常态管理机制，抓好常态保护。他们

采取定期组织专业人员核查国防工程

数 据 的 方 式 ，准 确 掌 握 工 程 情 况 。 同

时，针对已丢失数据，采取现地核查、走

访了解等方式，紧前推进问题整改，切

实提高工作质效。

近日，武警贵州总队六盘水支队组织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 150 余

名当地中小学生代表走进部队，体验军营生活。图为小学生体验武器装备。

何 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