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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嘀嗒，嘀嘀嗒，嘀嘀……”初冬

清晨，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城东的东岗

山上，几名民兵昂首挺立，吹响手中的

军号，阳光洒在烈士纪念塔高耸的塔身

上，映衬着塔顶上的金色号兵铜像更加

庄严肃穆。

陵川县位于太行山南麓，是当年八

路军 129 师的太南抗日根据地。1943

年 10 月至 1949 年，陵川共举办 40 多期

号 兵 训 练 班 ，培 养 出 1700 余 名 号 兵 。

山西省军区“2023 感动山西国防动员

新闻人物”、“陵川号兵”历史研究者焦

书文老先生介绍，这些人中有 700 多名

政治坚定、技术过硬的号兵进入正规部

队，担任连以上部队的司号员，其余分

配到周边地区地方武装。他们的足迹

遍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在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战斗的硝烟虽已远去，冲锋的号

声却从未停歇。2019 年全军施行新的

司号制度后，“陵川号兵”这一红色品牌

再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2023 年，陵

川县军地联合成立“陵川号兵”品牌培

塑工作专班，着力挖掘红色资源，弘扬

号兵精神。县人武部以编辑出版一本

陵川号兵史料汇编、创作打造一堂以

陵川号兵为主要内容的精品党课、编排

一支以陵川号兵为题材的舞蹈、建立建

强一支陵川号兵民兵班、打造一所以陵

川号兵为主题的教育示范小学的“五个

一”工程的工作思路，持续开展“千名号

兵砺壮志，太行精神永传续”教育实践

活动和“陵川号兵”红色基因传承系列

工作。

2023 年八一建军节当天，陵川县

委、县政府隆重举办“陵川号兵”民兵班

成立仪式，民兵马浩杰从县委书记手中

接过旗帜。马浩杰是县邮政储蓄银行

的一名业务经理，在看到县人武部发布

招募“陵川号兵”的通知后，第一时间报

了名。他说：“我从小就希望参军，但因

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如今能加入民兵队

伍，也算圆了我的从军梦。”成为号兵班

的一员后，马浩杰勤学苦练，在县人武

部组织的首期军号培训中表现突出，被

评为一级军号教练员，承担今后新兵役

前训练中的军号培训任务。

“要当一名优秀的号兵，远没有想

象中那样简单。”谈及自己学吹军号的

经历，马浩杰说道，革命战争时期，号谱

共有 100 多种，如起床号、开饭号、集合

号、冲锋号、熄灯号等，必须反复练习，

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错误。还有些号谱

为临战时制定，更考验号兵的随机应变

和记忆能力。2019 年全军施行新的司

号制度后，号谱精简到 21 种，但向战为

战的作用没有改变。为了适应不同的

作战条件，学员们不但要在雨雪天练

习，而且常常在搏击、长跑后紧急练习

吹号，有时教员会带着他们到山高之

处，特意面对大风练习吹号。

今年以来，陵川县进一步加强弘

扬“陵川号兵”红色文化力度，充分发

挥“陵川号兵”品牌培塑专班作用，推

进各项工作开展。专班成立至今，工

作人员走访晋豫两省相关单位 20 个，

查询档案资料 2 万余份，收集到 700 多

名老号兵事迹，开发试讲《陵川号兵品

牌培塑的实践探索与启示》案例教学

党课，首演陵川号兵舞蹈，揭牌创立陵

川号兵国防教育宣传阵地，录播讲授

案例访谈党课《永不消失的军号》，创

建启动陵川号兵教育示范学校、开展

军号培训等。

近年来，陵川县人武部立足主责主

业，按照精准征兵的思路，在每年征兵

工作中，把号兵培训机制引入新兵役前

教育活动中，让新兵在学习号兵精神中

坚定参军报国的决心，在磨炼技艺中夯

实争当号兵传人的责任担当。

“我的二爷爷就是‘陵川号兵’的

一员，之前我对号兵只是有个模糊的

概念。在役前教育中，我系统学习了

军号的历史知识和吹奏技巧，这为我

在部队争取到司号员的培训机会起了

很大作用，非常感谢家乡人武部！”从

陵川入伍的战士张子行告诉记者，他

是陵川县人武部培养输送到部队的第

一位司号员，也是首位参加全军司号

教练员培训的陵川籍司号员，现已成

为集团军司号教学的骨干力量。今年

探亲休假时，他专程来到人武部汇报

自己担任司号教员的情况，并与正在

县人武部开展军号培训的新一期学员

进行了沟通交流。

截至目前，陵川县已累计为 150 名

新兵进行军号基本训练，其中有 15 名

新兵到部队后成长为司号员和教练员

骨干。由县城各单位人员组成的“陵川

号兵”民兵班积极参与地方森林防火、

抗击冰雪灾害等行动，发挥着鼓舞士

气、振奋精神的独特作用。县人武部领

导说：“我们要以实际行动传承好红色

记忆，大力培塑‘陵川号兵’这一红色品

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贡献力量。”

左上图：陵川民兵在县烈士陵园吹

响军号，致敬先烈。 郝 浩摄

山西省陵川县人武部大力开展红色品牌培塑工作—

号声砺壮志 精神永传续
■韩宏宇 陈宏光 本报记者 李浩然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当地红色影像志愿服务队，启

动“为老兵拍照，为时代留影”志愿服务活动，为辖区内登记在册的参战老兵拍摄军

装照。

上图：志愿者为老兵和家人拍摄。

右图：老战友相互整理着装。 舒 威摄

初冬暖阳下，山东省胶州市后寨村

的村委大院围墙上，“英雄后寨”四个大

字熠熠生辉。

这份殊荣从何而来？从村头到巷

尾，村民们口口相传的历史往事给出了

答案。

“ 我 们 村 有 个 叫 孙 华 街 的 进 步 青

年。1923 年，他在青岛四方机车厂参加

工人运动。回到村子后，他利用晚上时

间，以传授传统技艺为掩护，点着煤油

灯给村民传播革命思想。小小的火苗

下，一颗颗年轻的心被点燃。”后寨村老

支书王云山介绍，据不完全统计，从抗

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这个不足

80 户人家的小村庄，陆续走出 40 多名

革命战士。

那个时候，谁家的新婚妻子送丈夫

参军，谁家的母亲送儿子上战场，谁家的

亲兄弟一同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乡亲们

都如数家珍。

为了延续后寨村的红色血脉，2020

年的一天，村委班子成员围坐在一起，商

议提出将红色文化融入美丽乡村建设计

划。随后，他们跨越 6 个省份，行程一千

多公里，寻访从后寨村走出的仍健在的

抗战老兵、抗美援朝老兵及家属，收集资

料近百份，建起村级党史馆，着力留住村

子的英雄记忆。

“这是我的叔叔刘同江，我从小听着

他的革命故事长大。”“这是我大伯王建

喜，是个侦察兵，参加过百余场战斗。”村

民谈论着党史馆中老一辈后寨村人的光

辉事迹，言谈中充满敬意和自豪。

走访过程中，现任村支书陈桂莲讲

述了这样一件事：“我们村的王连分老人

长期患有哮喘病，直到前几年我才知道

他这病是怎么得的。解放战争期间的一

个冬天，游击队在村东边的沽河伏击国

民党军，王连分和战友们趴在冰雪地上

埋伏了整整一夜，最终战斗胜利，王连分

却落下了病根。”

王连分的故事，正是后寨人不畏牺

牲、甘于奉献的精神体现。后寨村的青

年们从小听英雄故事，内心最渴望的也

是循着英雄足迹，追赶英雄、成为英雄。

今年上半年新兵启运期间，后寨村

热闹非凡，村民们自发聚到一起，敲锣打

鼓欢送本村青年光荣入伍。新兵王天宇

身 穿 崭 新 军 装 ，脸 上 洋 溢 着 坚 定 与 自

豪。70 多年前，在解放战争前夕，同样

年纪的后寨青年王子祥主动报名参军，

为新中国的成立浴血奋战。王子祥正是

王天宇的曾祖父。

近年来，后寨村党史馆已成为胶州

市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场所，一批批青

年学生来到这里，开展“上好开学第一

课、传承红色基因”等活动。在这里，他

们接受红色教育，感受红色氛围，潜移默

化间，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植根在青年

学生心中。

红色基因一脉相承，时代使命薪火

相传。今年，后寨村所属的胶北街道有

22 人参军，10 年间，整个胶北街道有 255

人踏入军营。从那个战火硝烟的岁月一

步步走到今天，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在

红色精神的指引下投身国防事业。

如今的后寨，村民们见证着红色血

脉传承生生不息。从后寨村到胶北街道

乃至胶州市，一批批热血青年在红色文

化的引领和红色精神的感染下，投身大

漠戈壁，投身边防海岛，在火热的练兵场

上唱响青春之歌，续写新时代新的英雄

故事。

红色血脉在“英雄后寨”流淌
■冷航天 姬青松 本报记者 宋子洵

园区内 80%以上商户由退役军人

或军属参与经营；90%以上商户为军人

军属提供专属优惠折扣……初冬时节，

走进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56 军创园，

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充满军旅元素的迷

彩墙，一项项拥军政策罗列其上，温暖

着军人军属的心。

这座军创园是由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江苏省最美拥军人物张志光投资打

造的。1978 年，18 岁的张志光参军入

伍，第二年，他因成绩优异被选送到军

校学习无线电修理技术，毕业后被分配

到通信修理所，先后获得 5 次嘉奖。

“我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军人，当兵

是我从小的梦想，如果不是生病，我一

定会坚持留在军营。”1982 年，张志光

因确诊血管瘤，在经历两次手术治疗未

果后，无奈告别军营，回到地方工作。

35 岁那年，张志光又经历两次手术仍

未能痊愈，只好病退回家。“那段时间，

在全国各地寻医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

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病情却始终得

不到根治。”张志光说，看着极度颓废的

自己和濒临崩溃的家人，他决定与自己

“和解”。

艰难的时候，要想办法让自己发

光。凭借在部队学到的过硬技术，张志

光到当地电子市场里的家用电器修理

铺租了张桌子，因为他修理家电又快又

好，加上收费便宜、热心助人，很快就成

了市场里的热门摊位。几个月后，张志

光把整个铺子盘了下来。

接下来几年，张志光在当地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的政策帮扶下，办农庄、开

工厂，事业逐步走上正轨的同时，他的

病情也得到一定程度缓和。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

把伞。2012 年夏天，张志光了解到一

家涂料厂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厂里有

数名退役军人和 11 个残疾人，不忍心

看战友失业的张志光投资涂料厂，为他

们提供一定的保障。随后，张志光主动

加入志愿队伍，一边做着自己的事业，

一边积极帮助困难群体。

有一分光，便发一分热。自 2015

年起，张志光先后捐资在市慈善总会名

下设立“南通爱国拥军基金”，用来帮扶

生活困难的参战老兵、军烈属等优抚对

象家庭；成立南通爱国拥军爱心驿站，

下设爱国拥军老兵驿站、退役军人服务

大队、教育服务大队，组织开展爱国拥

军志愿服务活动，为军人军属家庭提供

专属服务等。此外，张志光还开设多家

爱心粥店、社区拥军食堂，为参战老兵、

退役军人、军人家属以及孤寡老人等困

难群体提供免费餐食。

爱心粥店、老兵之家、真爱食堂、兵

星展馆……看着办公室墙上挂着的项

目进展图，有近百处项目分布在多个省

市，年过六旬的张志光露出欣慰的笑

容。“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光’字，我希望

散发自己的光和热，做退伍创业群体的

一束微光。”张志光说，“我的事业离不

开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离不开党和政

府的好政策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

我要感谢部队培养的职业技能和意志

品质。今后，我将继续用实际行动帮助

战友、回馈社会。”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张志光——

“愿做退伍创业群体的一束微光”
■张 磊

本报讯 刘坚、伊旭报道：“风华正

茂之际，携笔从戎之时”“志存高远砺青

春，建功立业赴军营”……12 月上旬的

一天，恰逢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十八塘

乡的“赶圩日”。街头一角，几名身穿迷

彩服的基层专武干部，拿着大喇叭向过

往的赶集群众宣传征兵政策，吸引人们

驻足围观、现场咨询。

“2025 年网上征兵报名通道全面

开启后，为确保‘一年两征’宣传不断

线 ，我 们 与 区 征 兵 办 联 合 ，在 认 真 梳

理往年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及时研究

出台《南康区征兵宣传实施方案》，细

化明确了征兵宣传有关阵地载体、手

段 措 施 等 方 面 的 内 容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人 武 部 领 导 介 绍 说 。 他 们 指 派 经

验 丰 富 的 工 作 人 员 划 片 包 干 进 行 督

查指导，把征兵宣传的触角常态化延

伸到当地人流量大的公园街区、传统

集市。

笔者在集市现场看到，征兵宣传点

在集市的众多摊位中十分醒目，专武干

部和工作人员忙前忙后，招呼着前来咨

询的适龄青年及家长。“我的孩子眼睛

有点近视，能不能当兵”“现在针对大学

生入伍有哪些优待政策”……现场咨询

征兵政策的人越来越多，专武干部和工

作人员逐一耐心解答。

“在此处设立宣传点可以充分利

用大集人流量大的优势，让更多的群

众和适龄青年了解征兵政策。”专武干

部伊旭介绍，“赶圩”是赣州农村流行

的一项传统集会，由于早年间农村村

落面积广、村民居住分散，加之交通不

便 ，距 离 县 城 较 远 ，平 时 村 民 忙 于 农

活，不可能天天上街采购，需要买生活

日用品或者销售自家农产品的村民，

便会在约定俗成的“赶圩日”，集中到

乡镇街道采买或推销。如今，虽然各

方面条件飞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当地依旧保留了这一传统，每年还

会 吸 引 十 多 万 来 自 各 地 的 游 客 慕 名

“赶圩”。

“我们要充分发挥好阵地优势，把

国家的征兵政策宣传好、宣传到位，动

员更多优秀适龄青年走进火热军营，投

身国防建设。”南康区征兵办领导说，据

统计，征兵宣传点设置当天，共接待现

场咨询 300 余人次，征兵网上报名人数

新增 16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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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上旬，四川省乐山市老军医义诊队在乐山新广场组织为市民义诊活

动，弘扬志愿精神。 李华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