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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点滴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的重要内容之一。1934 年，在江西瑞

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战争

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

行 战 争 ，只 有 依 靠 群 众 才 能 进 行 战

争。”1938 年，他在《论持久战》中精辟

地论述道：“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

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不仅在这些

重要论述中反复提及，而且在毛泽东

诗词中也多有体现，形成独特的文学

表达。

1930 年 2 月，毛泽东在江西吉安

境内的陂头主持召开了“二七会议”，

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并确定了

当时行动的总目标——攻取吉安。会

后，红四军在漫天大雪的广昌路上向

赣江流域的吉水方向推进。在进军吉

安的途中，毛泽东写下《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词中的结句“十万工农下

吉安”，就是当时湘鄂赣边区的工农群

众追随红军踊跃参战的真实写照。

1930 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率领红

一军团由福建汀州向湖南长沙进军途

中，写下《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

中的“百万工农齐踊跃”生动地反映了

红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动员广大群

众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宏大阵势。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

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产生了极度恐慌。

1930 年 10 月，蒋介石纠集 10 万兵力，

由北向南“分进合击，长驱直入”，大举

进犯赣西革命根据地。当时红一方面

军只有 4 万余人，形势十分严峻。根

据力量对比，针对敌人的进攻策略，

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聚歼敌军

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红一方面

军主力渡过赣江，退到革命根据地内

作战，将敌主力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

诱至龙冈、源头一带，集中兵力加以歼

灭。战斗过程中，我军于 12 月 30 日活

捉敌军总指挥张辉瓒，胜利地粉碎了

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次年春，

毛泽东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

剿”》。其中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

干”，就是毛泽东对战争动员高度重

视、组织起千百万武装起来的工农群

众投身于中国革命洪流之中的真实写

照。

以上 3 首词中，从“十万”“百万”

到“千百万”，这些数量词的逐层递进，

绝非诗词创作中简单的数据表达，而

是人民革命力量不断成长、迅速壮大

历史进程的生动写照，雄辩地证明了

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的战争

动员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广大

群众支持革命、拥护红军的政治觉悟

不断提高。这从根本上夯实了中国共

产党夺取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社会基

础和群众基础。

不 甘 心 第 一 次“ 围 剿 ”的 失 败 ，

1931 年 4 月 ，蒋 介 石 发 动 第 二 次“ 围

剿”。此次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

为营”的战术，企图在 3 个月内肃清中

央苏区的红军。中共苏区中央局经过

反复讨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仍

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毛泽东率红

军 3 万余人，在进犯之敌的必经之路

上布置好“口袋”。当敌人进入伏击圈

后，红军抓住有利战机，居高临下，痛

歼敌人，势不可当。之后半个月，红军

胜利进军 700 里，连打 5 个大胜仗，歼

敌 3 万余人，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队

的第二次“围剿”。

1931 年夏，毛泽东有感于第二次

反“围剿”的胜利，挥笔写下《渔家傲·

反第二次大“围剿”》。其中的“枯木朽

株齐努力”创造性地引用改造了一句

古语，以拟人化的修辞手法把根据地

军民团结一致奋勇杀敌的人民战争

场景，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这正如

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真正的铜墙铁

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

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

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

不破的……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

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

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

夺取全中国。”

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贯彻和成功

实践，极大地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

进程。尤其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人民

群众支前参战的热情空前高涨，留下

了许许多多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

佳话。习主席曾感慨地说：“淮海战役

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

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

出来的。”人民战争思想过去是、现在

是、将来永远是我们克敌制胜的重要

法宝。

进入和平年代，毛泽东诗词一以

贯之强调了人民战争思想。创作于

1961 年 2 月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何尝不是“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思想

的诗意表达。《杂言诗·八连颂》的结句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振聋发聩，力敌千钧，既是对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深

刻历史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继续坚

持和贯彻人民战争思想的进一步强

调。

面对未来战场，无论战争样式、形

态和武器装备怎样变化，始终坚持人

民战争思想是我们制胜疆场的重要法

宝。有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与支

持，面对任何强敌，我们都将无所畏

惧、无往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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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95 岁老兵李瀛洲 1948 年入伍，1988

年离休，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一直在

部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用笔和照相机、

摄像机记录下许多典型人物的形象。他

说：“更多普通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形象是

印刻在心里的。那些温暖的面孔、高大

的身影随处可见，是路标和方向。在革

命 道 路 上 ，是 他 们 引 领 和 鼓 舞 我 前 进

的。”

一

李瀛洲原名李万之，老家在辽宁省

庄河市。他从记事起，看到的是街上四

处插着日本“膏药旗”。后来，日寇被赶

走了，又来了国民党兵，与土匪一起欺压

老百姓。正在读书的李万之，感到书包

里装满屈辱和苦难。

1946 年夏，学校放暑假，李万之和

一位炊事员爷爷负责看护学校。一天，

学校来了 5 个身着黄军装的士兵，打着

绑腿，威武朴实。领队的王班长对炊事

员爷爷先敬礼后说话：“我们是东北民主

联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现在学生

放 假 了 ，我 们 想 在 这 里 借 住 一 下 可 以

吗？”炊事员爷爷从未见过当兵的说话这

样客气，便愉快答应：“这些房子你们随

便住。”

战士们放下背包，立刻打扫校园。

他们在一间教室打了地铺，把随身带的

武器和其他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到了

吃饭时间，每人从干粮袋倒些豆子出来，

喝白水，嚼炒黄豆。对此，李万之感到惊

讶，炊事员爷爷也十分感慨。当地老百

姓有一段顺口溜：“日本鬼子下乡，人畜

一起遭殃；国民党兵进屯，鸡鸭猪狗丢

魂。”可眼前的这些战士知道学校有厨房

能做饭，却不打扰。

炊事员爷爷对王班长说：“吃饭咋能

光嚼黄豆哩，这东西吃多了胀肚。”李万

之说：“我们有粮，给你们做饭！”王班长

感动地说：“谢谢！那我们吃饭先记账，

最后一起交伙食费。”

由于粮食紧张，炊事员爷爷和李万

之把高粱米饭、苞米面粥计划着做。每

次开饭时，王班长总说有事处理，让其

他 战 士 先 吃 ，自 己 最 后 才 端 碗 。 李 万

之 看 出 来 ，这 是 班 长 先 让 战 士 们 吃 饱

吃好……

王班长带战士在学校住了一段时间

后，要转移到另一个村执行任务。李万

之主动联系，让他们住到村里的二姑家。

李万之与战士们结下深厚感情，经

常跑到二姑家看望他们。王班长对他

讲：“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人民革命

的。让老百姓过好日子，革命战士就要

打仗时不畏强敌、迎着困难向前冲。”从

王班长的话语中，李万之明白了许多革

命道理。

天冷了，二姑为战士们烧了火炕。

那时，王班长带着 10 多个战士，一铺火

炕睡不下，有几个人需要打地铺。战士

们都抢着睡地铺，让战友上热炕头。王

班长说：“听我分配，新战士都到炕上睡，

老兵轮流和我睡地铺。”班里有一个“解

放战士”，王班长对他说：“你虽然是老

兵，但身体弱，必须上炕。”李万之悄悄观

察几个晚上，每天夜里王班长睡得最晚，

一直躺在离门口最近的草铺上……

经王班长介绍，李万之认识了宋连

长。这时，有一股土匪 20 多人，对东北

民主联军干部战士威胁很大。李万之熟

悉当地情况，主动到各村侦察，了解这股

土匪的人员、武器情况和活动规律，向宋

连长汇报。宋连长带战士一举消灭了这

股土匪。

王班长在剿匪战斗中冲锋在前、作

战勇敢，受到上级表扬。一天，他找李万

之谈话：“你想不想加入我们的队伍，和

我们一起战斗？”

这是多少天来李万之心中早就萌发

的一个愿望！他立即表态：“想，你看我

行吗？”

“行！你一定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战

士。”王班长边说边递给李万之一杆枪，

“你背上试试。”

李万之背起枪，兴高采烈地跑到二

姑面前喊道：“我要跟着王班长走喽，我

要参军！”

二

“我绝不同意你去当兵。”父亲把李

万之带回家，大发雷霆。父亲和家人紧

盯李万之，不让他再与部队的人来往。

从军之路被父亲堵死，却拦不住李

万之心中的美好向往。王班长和宋连长

常常出现在李万之的梦里。王班长在饭

桌前让战士先吃饱、休息时让战士睡热

炕、打土匪时英勇作战的情景，宋连长为

穷苦农民分田地的情景，使他一次次醒

来难以入睡。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

产生：在家无法加入革命队伍，那就到别

的地方找共产党。

母亲去世早，李万之从小与大哥李

聘之关系最好。大哥在长春谋生，李万

之决定：“偷偷找大哥去，他一定会支持

我参军。”

1947 年端午节，李万之离家出走。

他知道长春在北方，坐火车可以到，但

他身无分文，没法乘坐任何交通工具。

于 是 ，他 沿 着 铁 路 线 一 直 往 前 走 。 饿

了，就到附近村落要口饭吃，或到田野

里找野菜野果充饥；困了，就蹲在屋檐

下睡一会儿，或钻进桥洞里躺一晚。他

挨过打，遭过野狗袭击，鞋子磨烂了就

光着脚走，蹚河流、钻隧道、穿丛林，不

停向前……他觉得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就在前方。

艰难行走 3 个多月，李万之终于到

达长春，累饿交加，昏倒在一家挂着“瀛

洲旅店”招牌的店门前。旅店店主是一

位慈祥的大叔，给破衣烂衫的李万之喂

了水和饭，李万之醒了过来。

历经艰辛的李万之睁开眼睛，看到

一张和蔼的面孔，像见到亲人一样。他

把在家的经历和来长春找大哥参军的愿

望，向店主大叔一股脑儿倾诉出来。

店主大叔听后说：“你是个有志气的

青年，想参加共产党的队伍好啊，我们旅

店就让国民党兵给害苦了，眼看就开不

下去了。你奔的是一条光明大道。”

李万之只晓得大哥在这座城市当裁

缝，其他一概不知，这可怎么找？店主大

叔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安排他夜晚住在

旅店，白天带上干粮先找到大哥，再去参

军。

在店主大叔的帮助下，李万之走街

串巷，四处寻亲。经过 10 多天寻找，他

终于眼含热泪地与大哥拥抱在一起……

1948 年 10 月，长春解放。大哥送 19

岁的李万之到东北野战军当兵。这时，

李 万 之 想 起 那 位 可 亲 可 敬 的 店 主 大

叔。与大哥一起生活后，他曾去“瀛洲

旅店”看望好心人，可是那块招牌已经

不见了……为了记住店主大叔，李万之

在入伍登记表的姓名一栏，郑重写下自

己的“新名字”：李瀛洲。

三

“打仗时不畏强敌、迎着困难向前

冲。”李瀛洲记住了王班长的话。入伍

后，他把王班长和宋连长作为行进的榜

样，处处向他们看齐。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李瀛洲在辽

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工作。文工团所在

地安东（今丹东）市，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出国作战的重要集结地，李瀛洲和战友

们经常到各部队慰问演出和教唱歌曲，

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们送走一批批志

愿军官兵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川流不

息的队伍里，李瀛洲几次看到有的背影

像 王 班 长 、宋 连 长 ，可 走 近 一 看 ，又 不

是。哦，他忽然感悟：在这支被誉为人民

子弟兵的队伍里，有无数像王班长、宋连

长那样的人。

望着英姿勃发、壮志满怀的战友跨

过鸭绿江，李瀛洲非常羡慕，多次询问文

工团领导：“我们啥时候也过江上战场？”

1952 年 5 月，李瀛洲所在部队接到

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命令。这时，李瀛洲

在东北军区坦克 3 师 6 团运输队任文化

教员。他听到消息后非常兴奋，可运输

队宣布参战人员名单时，却没有他的名

字。他被定为留守人员。

李瀛洲急了，决定争取这次参战机

会 。 他 把 军 装 穿 戴 整 齐 ，迈 着 坚 定 步

伐，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走进指

导员办公室：“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

绿江……”

指导员笑了：“你这个文化教员真

行，请战都唱着歌来。”

李瀛洲说：“我不光会唱歌、做宣传

文化工作，还会开坦克、开汽车，到战场

上能完成各种任务，请批准我上前线！”

指导员说：“我们知道你的决心。这

次 名 单 没 报 你 ，主 要 考 虑 你 身 体 太 瘦

弱。”

“我是瘦，但没病，身体棒棒的。为

了参军，我曾经从辽宁庄河走到吉林长

春。”李瀛洲动情地说，“如果不让我去，

我会像当时参军一样，在后边追你们。”

指导员显然被李瀛洲的精神打动

了，说：“我们再向上级请示一下，争取满

足你的愿望。”

李瀛洲终于如愿随部队跨过鸭绿

江。运输队主要担负为一线部队运送武

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任务。由于我军缺

少制空权，敌机的轰炸对运输队的行动

构成极大威胁。李瀛洲协助运输队领导

对官兵搞好防空教育，把执行任务中遇

有险情的处置措施和注意事项编成快

板，说给大家听；写在黑板报上，让大家

掌握。

一天，运输队接到上级命令：向前沿

阵地紧急运送一车炮弹。这时，运输队

大部分车辆和驾驶员都在外执行任务。

就在指导员思量派谁去完成这一重任

时，李瀛洲站了出来：“我去！”

指导员满意地说：“好！我们的文化

教员能请战，能应战，也一定能胜战。我

再派一名副驾驶员协助你。”

李瀛洲驾驶装满炮弹的卡车飞奔上

公路。行驶一段路程后，突然传来飞机

的轰鸣声。副驾驶员说：“不好，敌机来

了！”李瀛洲脚下紧踩油门。

敌机发现地面目标后，开始低空飞

行，投掷炸弹。

李瀛洲一边驾驶车辆一边琢磨：“车

开得再快，也没有飞机快，必须甩掉它。”

他 观 察 公 路 前 方 ，有 一 条 小 道 通 往 山

坳。虽然路窄也得闯，他猛打方向盘，将

卡车驶离公路。敌机无法这样急转弯，

急速向前飞去，投下的炸弹使公路尘烟

滚滚。

汽车颠簸着沿小道冲下公路，和敌

机玩“捉迷藏”。由于李瀛洲驾驶技术过

硬，车辆安全停在山坳里。副驾驶员望

着公路上的浓烟说：“太危险了！李教

员，你真是能文能武。刚才如果不这样

紧急处置，咱们就和这一车炮弹一起‘报

销’了。”李瀛洲说：“我们光荣了是小事

儿，但我们不能不完成任务！”

李瀛洲继续驾车，及时把炮弹送到

了一线官兵手中。听着战友们向敌人打

出的隆隆炮声，李瀛洲的脸上露出了笑

容。

由于李瀛洲的突出表现，上级为他

记三等功一次。

在抗美援朝战场，望着军功章，李

瀛洲想起了家乡，想起了大哥和店主大

叔，仿佛又看到了王班长和宋连长。他

们 就 在 路 的 前 方 ，他 一 直 在 与 他 们 同

行……

一路同行
■焦凡洪

位于大兴安岭深处的北红哨所，仿

佛是冬天的“宠儿”，一年中有 7 个月被

大雪笼罩。

清晨，通往哨所的路上白茫茫一片，

列兵王春肖无比兴奋。从南方入伍的他

第一次踩着这么厚的积雪上哨，禁不住

好奇地问这问那。一旁的上等兵文章涛

边走边嘀咕：“不争气的自行车轮胎昨天

被冻爆了。”王春肖宽慰的话还没说出

口，文章涛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冬天

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接近哨所，一路处于兴奋状态的王

春肖全身像被抽了筋一样无力：“这西北

风刮起来怎么像刀子一样。”文章涛淡定

地说：“到了一二月份，这里的西北风会

更狠更尖锐，穿透你的层层衣服，足以刺

骨。”

哨所的铁皮大门上也在一夜之间绽

满冰花，形状各异，若涂抹上颜色，定是

万紫千红的图景。但它的“花期”太短

了，经不起太阳的“关照”。两旁的树木

挂满雾凇，如同身着盛装。他们走进哨

所，整理好着装，微红的太阳悄悄爬上树

梢，阳光洒在“卫国戍边”4 个大字上，格

外耀眼……

中士史福进是连队驾驶员。看着

积雪铺满巡逻车顶，2023 年冬天驾车巡

逻的情景在他脑海里一帧帧回放。

当时，气温接近零下 40 摄氏度，西

北风夹杂着冰碴儿肆意咆哮，史福进驾

驶巡逻车逆风挺进。“哐当”一声，右前轮

在急弯处陷入雪坑，巡逻车很快熄了火，

彻底“趴窝”。史福进迅即走下车检查故

障。车身倾斜，在无垠的雪原中显得那

样脆弱和渺小。巡逻的战士们也从车上

下来，按照先前演练的方法排除故障。

然而，铲掉车轮周围一锹冰雪，西北风很

快又刮来两锹。眼看太阳西斜，大家面

罩上、棉帽上挂满冰霜，握着铁锹的手也

在微微颤抖。防寒靴首先败下阵来，张

志家感觉双脚已经不太冷了，脚尖开始

微微发热。这不是好的征兆——他的脚

冻伤了。

正当战士们替张志家担心时，远处

的雪原冒出来一抹红色，随后听到拖拉

机的轰鸣。“是老乡，老乡过来了！”原来，

在附近搬运农具的村民看到战士们陷入

困境，自发地开着拖拉机前来救援。在

拖拉机的牵引下，巡逻车从雪坑里爬了

出来。返程路上，大家觉得西北风的呼

啸不再刺耳，浓浓的鱼水深情温暖了寒

冷的冬天。

戍守极地不只有寒冷和坚冰，更有

温情无限。司炉工盛玉龙就是给连队带

来温暖的“贴心人”。入伍 8 年，任司炉

工 7 年，以前每年冬天都是他的“魔鬼健

身期”。当时连队供暖主要靠烧煤，大锅

炉“ 食 量 ”惊 人 ，一 晚 上 能“ 吃 ”好 几 车

煤。盛玉龙费力地砸煤、运煤、烧煤，看

到战友们一摸暖气片被烫得一哆嗦的样

子，他特别有成就感。

寒冬，煤堆冻得比石头还硬。每天

下午挥锹砸煤是盛玉龙的工作，他身上

冒着腾腾热气，铁锹火星四溅。砸煤之

后，盛玉龙把运煤小推车装得满满的。

运煤时就怕薄雪，煤堆到锅炉房有一条

长长的上坡路，在铺满薄雪的路面上往

往走一步退三步，有时候脚底打滑连人

带车能翻回煤堆去。一个冬天过去，盛

玉龙练就了强壮的身材。

现在条件好了，大锅炉换成了数字

化的电热锅炉，盛玉龙再也不用撸着袖

子叮叮当当地砸煤了。但在寂静的夜

里，他仍然伴着落雪仔细检修每一处管

道，细心观察每一项参数，用心守护战友

们冬夜的温暖。

最近，中士宋俊伟很开心。他是北

红小学的“兵教师”，这次考试，孩子们成

绩不错。19 年前，偏僻、极寒、贫穷的驻

地不通电、不通邮、不通车。学校留不住

英 语 老 师 ，学 生 们 的 英 语 学 习 成 了 难

题。再苦不能苦孩子，连队党支部积极

向上级党委请示，拟选派学历较高的官

兵到驻地小学担任英语老师。在各方努

力下，连队开启了暖心的教育帮扶。现

在，学校条件越来越好，有了先进智能的

教具，有了温暖明亮的校舍，连队官兵接

力支教至今。

风餐露宿、爬冰卧雪，不论戍守的地

方多么偏僻寒冷，这群极地卫士的心中

始终牢记一句话：我与太阳最近，我与祖

国最亲。

极地哨兵
■向 勇 鹿文浩

前 行

（水印木刻）

刘石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