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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爷爷，您身体还好吗？我们来

看望您了！”“老咯！腿脚不利索了，不

能再为国家作贡献了。”“您别这么说。

这次过来是想告诉您，之前我们在您这

里采录的回忆录出版了，特意来说一

声。”深秋时节，秀美黔中，贵州省安顺

市军地相关工作人员带着慰问品走进

抗美援朝老兵陈应达家中，将一本散发

墨香的《安顺抗美援朝实录》交到他的

手上。

年近百岁的陈应达，1951 年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先后参加多次战斗。如

今，他虽头发雪白，但腰板挺直，精神头

很足。工作人员带来的好消息，让老人

十分高兴，接过书籍，爱不释手。

忆峥嵘岁月，沐英雄荣光。安顺市

委党史研究室领导介绍，为进一步传承

和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铭记“最可

爱的人”，他们联合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等多家单位启动抗美援朝老兵故事采

访收集和论证编写工作。历时 1 年多，

《安顺抗美援朝实录》在军地的共同推

动下完成出版发行。

笔者了解到，该书共 26 万余字，主

要分为老兵影像、安顺及各县区抗美援

朝运动、安顺籍部分烈士传记、烈士牺

牲人员名录 4 个部分，是工作人员根据

目前仍健在的 245 名安顺籍抗美援朝

老兵的口述，结合历史资料论证后编撰

而成的。

翻开书本，一张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的黑白行军大图映入眼帘，而后是安顺

籍抗美援朝老兵在战场上的照片集，以

及各类军功章、奖章、复原证件照等。

“敌人到射程内，我们就集中射击，击退

过敌人多次冲锋，具体击毙击伤多少，

已记不清”“当时正处于上甘岭战役中

后期，战斗十分惨烈，敌机日夜封锁轰

炸，部队白天根本无法活动”……一段

段鲜活的口述资料，诉说着残酷的战斗

场景。

“回忆录编撰工作的难点不仅在

于 寻 访 老 兵 的 过 程 以 及 对 老 兵 口 述

的搜集整理，还在于需要从海量的资

料 中 查 询 、筛 选 、核 实 ，最 终 留 存 权

威 、准 确 的 内 容 。”《安 顺 抗 美 援 朝 实

录》的 主 编 金 涛 介 绍 ，1951 年 的 安 顺

地区刚刚完成剿匪运动，各项事业百

废待兴，各族人民以极高的政治热情

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捐款捐物。同年

3 月 ，安 顺 地 区 共 8717 名 青 年 第 一 批

参 加 了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组 成 2 个 补

充团，开赴抗美援朝战场前线。据不

完全统计，安顺地区共完成抗美援朝

征兵 10573 人，涌现出二级战斗英雄、

特等功臣杨德才，多次立功的烈士刘

永忠等一大批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

革命先辈……

“出版《安顺抗美援朝实录》，不仅

补齐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安顺党史、军

史的空白，还进一步深化大家对抗美援

朝战争的认识。”安顺军分区领导告诉

笔者，目前，该书已发至市直各部门、驻

军部队，下一步，还将发至全市各大中

小学校、企业等，为全市开展全民国防

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左上图：抗美援朝老兵向采访人员

讲述战斗经历。 殷 定摄

贵州省安顺市整理出版200余名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录—

忆峥嵘岁月 沐英雄荣光
■刘海波

“当时连队基础设施薄弱，没有照

明设备。一名藏族群众为了感恩连队

官兵曾在风雪夜拯救了他们一家人和

羊群，特地为连队送来了家中仅有的一

盏煤油灯。”前不久，西藏阿里军分区某

团邀请“特级战斗英雄”彭青云的妻子

李彦青老人，与官兵开展视频连线，通

过“云课堂”的方式为官兵们讲述连队

往事。该团借机以“煤油灯下话传统”

为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普兰边防连前身为进藏先遣连，70

多年前，该连官兵以牺牲 63 人的代价，

第一次将五星红旗插上阿里高原。后

来，部分官兵奉命驻守普兰，这其中就

有彭青云。李彦青说，当年，官兵就是

在那盏煤油灯摇曳的灯光下挖地窝子、

垒石头屋，在马厩里写下“对党负责、对

人民负责、对集体负责、对个人负责”的

铿锵誓言。

随着发电机普及，这盏煤油灯早已

被连队官兵珍藏起来。走进先遣连旧

址，二级上士白玛扎西指着存放煤油灯

的地方告诉记者，当年那位赠送煤油灯

的藏族群众正是他的爷爷。每次看见

这盏煤油灯，他都会想起爷爷的话：“解

放军给咱们送来幸福，我们要把他们当

作亲人。”

“一个个营房旧址、一条条巡逻路，

都记录着高原官兵奋斗拼搏的足迹。”

该团领导介绍，今年以来，他们积极整

合驻地红色资源，创新教育方式，把奋

斗的课堂延伸到任务中、哨位里、巡逻

线上，从风雪边关的发展变化里感悟奋

斗，形成了“一连一特色”系列课堂，引

导官兵在不懈奋斗中成为戍边钢钉。

看着被岁月浸染的煤油灯，记者与

官兵分享前不久的一次巡逻经历——

什布奇边防连前往一处巡逻点位的路

途中，需要走过一条简易砂石路，这条

路的两侧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深谷，砂

石路像带子一样从山脚绕到山顶。

“这条路是先辈们用双脚一趟趟走

出来的。21 公里，122 道弯，我第一次走

这条路时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这两

年，我们通过自己动手拓宽加固，走起

来才有了一些保障……”该连连长曾佑

钢接过话茬。

官兵们你一言，我一语，争相畅谈

自 己 在 雪 域 高 原 的 亲 身 经 历 与 感 悟 。

每一处遗迹旧址，都是连队一茬茬官兵

“艰苦奋斗、忠诚守边”的见证。

在团部，记者看到该团创排的以驻

地红色资源为素材的文艺情景课。其

中，既有先遣连党代表李狄三以顽强的

毅力和病魔作斗争，在病情恶化、生命

垂危的最后时刻，也坚决不肯使用全连

仅有的一盒盘尼西林的故事，也有“新

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感人事迹，

更有发生在官兵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

该团领导介绍，接下来，他们将通

过红色文艺情景课，教育引导官兵争做

“政治可靠、能力过硬、扎根边防”的高

原戍边卫士，激励边防官兵书写好新时

代的“铁马秋风”和“边关冷月”。

煤油灯下话传统
——西藏阿里军分区某团用活红色资源开展思想教育侧记

■本报记者 王雁翔 特约记者 刘晓东

安徽省阜南县人武部

邀请老民兵讲传统
本报讯 姜建嗣报道：10 月底，安

徽省阜南县人武部邀请老民兵代表为

新入队民兵讲传统。他们通过播放红色

电影、请老兵讲战斗故事等方式，引导民

兵在回顾革命历程中感受革命先辈不怕

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坚定他们的理

想信念。

山东省军区潍坊第三离休所

开展送医下乡活动
本报讯 赵清沦报道：连日来，山东

省军区潍坊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医护人

员走进结对帮扶的安丘市辉渠镇黄石板

坡村，开展送医下乡活动。他们为乡亲

们免费送医送药、提供健康咨询服务、开

展健康知识宣讲等，真正把优质医疗送

到群众家门口。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

组织对口教育帮扶
本报讯 武卫同报道：近日，河北省

张家口市崇礼区军地相关部门前往高家

营镇西甸子村组织教育帮扶活动。他们

按照助困与奖优相结合的原则，突出资

助脱贫监测户、低保户学生，突出奖励成

绩优秀学生，切实把关心关怀送到乡村

学子心坎上。

新疆军区某团

开通线上法治课堂
本报讯 孙安全报道：深秋时节，新

疆军区某团邀请法律专家通过线上法治

课堂，深入解答官兵关注的热点问题。

同时，该团通过定期举办法律知识竞赛、

法律知识讲堂等活动，切实增强官兵依

法办事、依法维权意识，让法治观念在官

兵心中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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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清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泸定县的一处半山腰，村民史国秀挎着

包走出家门，步行 2 个多小时，来到驻

军某部营区。今天，她要将亲手缝制的

几十双鞋垫交到官兵手中。这是史国

秀 送 拥 军 鞋 垫 的 第 45 个 年 头 。 这 条

“拥军路”，她也走了 40 多年。

78 岁的史国秀是革命老区泸定县

岚安乡人，先后担任过女子民兵排长、

妇女队长、村妇联主任。小时候，曾是

游击队员的父亲经常向史国秀讲述红

军途经岚安乡时留下的故事。

当时，一名 12 岁江西籍红军小战

士跟随大部队到达岚安。史国秀的母

亲看到这名小红军面黄肌瘦、衣衫褴

褛，就从家里拿出不多的余粮为他烙

了一些饼子，还送了新鞋、为他缝补了

衣服。在父母的影响下，“解放军就是

自家亲人”的思想在史国秀幼小的心

灵扎下了根。

1979 年，泸定县烂柴湾发生山体

滑坡。得知解放军前来救灾的消息后，

史国秀发动同村妇女赶制百余双手工

鞋垫送往灾区。自此，定期到部队看望

慰问官兵，送上一双鞋垫或是自家土特

产成为她的习惯。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发生

后，史国秀卖掉自家喂养的鸡鸭，买来

制作鞋垫的原料，连夜和同村妇女赶制

300 多双鞋垫，并在每双鞋垫上都绣上

“一路平安”4 个字。5 月 17 日一早，史

国秀独自乘车赶往成都，几经辗转来到

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部，将鞋垫交到救

灾官兵手中。在与救灾战士聊天时，史

国秀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反复叮嘱

“一定要注意安全，每个人都要平平安

安的”。

“史大娘平时生活节俭，舍不得花

钱给自己添置新衣、买好东西吃，儿女

也都在外地打工，生活并不宽裕。”泸定

县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但是史国秀对

拥军的事从不吝惜。

老人的家中陈设简朴，最醒目的

就是那厚厚的一摞荣誉证书，有四川

省“三八红旗手”“甘孜州拥军优属先

进个人”“甘孜好人”等。随着年龄增

大，如今年近八旬的史国秀视力和手

脚大不如从前，但她仍在坚持缝制，一

针一线间把真挚的情感缝进一双双拥

军鞋垫。

“能以这样的方式为孩子们做一点

实事，我非常高兴。只要我还走得动，

这件事我就会一直做下去。”史大娘说。

上图：史国秀正在缝制鞋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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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志俊报道：“下面有人

群，再等等，马上到无人区。”“跳伞、跳

伞、跳伞！”10 月底，山西省太原市委宣

传部联合市教育局、太原警备区在古交

市第四中学举办“国防在我心 共筑强

国梦”国防教育主题宣讲进校园活动，

现场播放了“人民英雄”张超生前影像

资料，师生们听后深受感动。

“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

础，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

础。我们必须紧盯青少年群体，注入时

代元素，才能让国防教育更走心。”太原

警备区领导介绍，此次国防教育系列活

动一直持续到年底，他们将陆续走进

10 余所中小学校，通过原声原物呈现、

亲身亲历讲述、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

讲好国防故事。

笔者在现场看到，会场大屏幕上，

百岁老红军胡正先通过视频连线的方

式，为师生朗读他写给战友的信，质朴

的话语、真挚的情感，将听众带入战火

纷飞的年代。随后，太原警备区原创卡

通人偶“小晋”作为特邀嘉宾走进会场，

与学生们进行国防知识互动问答，亲切

的方言、可爱的外表，赚足了眼球。此

外，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

吸引众多网友参与。

“屏幕上的英雄，似乎很遥远，实际

上就在我们身边。”讨论交流环节，现场学

生纷纷吐露心声，“退役军人齐潇莹姐姐

为我们讲述了她在一次特战训练中膝盖

受伤，仍在战友的帮助下坚持完成训练的

故事。她是我们的榜样，长大后，我也要

像她一样，进入军营书写青春篇章。”

少年有志，强我国防。“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活动

尾声，一首《歌唱祖国》唱出学生们对祖

国的殷殷祝福。

山西省太原市结合受众特点深化学校国防教育

原声原物呈现 线上线下联动

安徽省肥东县人武部以帮助结对帮扶的包公镇棋盘石社区基础设施改

造为契机，推出双拥主题墙绘。图为 10 月 28 日军地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前来

参观。 邢单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