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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天 的 闽 西 ，满 目 苍 翠 ，山 花 烂

漫。层层叠叠的森林在云雾中若隐若

现 ，仿 佛 一 片 绿 色 海 洋 。 当 地 人 告 诉

我，许多参天大树，都是当年红军栽种

的。仰望它们遮天蔽日的树冠，抚摸粗

糙的树皮，我不禁心潮起伏，想起到闽

西后听到的故事。

1930 年夏日的一天，一个高大的身

影行走在才溪河畔的田间小路上。他便

是正在乡间作调查的毛泽东。走进一户

贫农家中，毛泽东与一位正在劈柴的老

大爷聊起家常。他问：你们天天砍柴烧，

有没有栽树？老大爷摇头表示：这里满

山是树，还用得着栽树？毛泽东语重心

长地说：树再多，只砍不栽，总会被砍光

的 。 你 们 烧 柴 要 节 约 ，砍 柴 也 要 有 计

划。最要紧的是年年都要植树造林。这

样，才能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子孙后代

都有柴烧。

这段朴实的对话，在中共龙岩市委

有关部门编撰的《闽西红色故事》中留下

了珍贵记录。

当年，红军在闽西时，虽然战事频

繁、环境艰苦，但将士们仍不忘带领群众

植 树 造 林 ，许 多 村 落 因 此 有 了“ 红 军

林”。在上杭才溪乡发坑水口的一面山

坡上，至今仍有两棵几人围抱粗的松树，

诉说着这段红色往事。

1932 年 3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在第十次常委会

上通过了《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这

份决议案主要内容有：由各级政府向群

众作植树运动宣传，发动群众种植各种

树木；对于适宜种树之荒山，尽可能种树

以发展森林；由各乡区政府考察某地某

山适合种植的树种，并通告群众选择种

子；在春夏之时，禁止随意采伐，免伤树

木之发育；这一运动最好用竞赛来鼓动

群众，以后要注意培养树木种子，在每年

春天来进行此种活动。

这份文件把植树的意义、植树的范

围、植树的方法等说得畅晓明了。时隔 90

多年，我们依然能从中有所启示。《对于植

树运动的决议案》的颁布实施，极大调动

了人民群众植树造林积极性。据统计，随

后几年间，苏区人民种下了各类树木 21

万余株。闽西的山更绿，水更清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红色土地上成长

起来的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虽政务

繁忙，仍不忘关心家乡生态建设。1961

年初，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

鼎丞回家乡视察工作，看到有的山上树

木被砍光，连叹“可惜”。他说：“在闽西

打游击时，就因为树多，国民党军队对我

们没有办法。现在树木一样造福人民，

要重视绿化工作。”他提醒家乡的领导，

及时制止滥砍滥伐的错误做法，大力开

展封山育林、防火防虫措施，尽快把荒山

绿化起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闽

西儿女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曾经的

光秃山岭披上了绿装，结出了硕果，既保

护了生态环境，美化了山川田野，又让群

众走上了致富路，书写了新时代绿色发

展新篇章。

在 开 国 上 将 杨 成 武 的 老 家—— 长

汀县宣成乡，我拾级而上，登上一座山

坡。放眼望去，一片军民共同栽下的红

豆杉已蔚然成林。微风拂过，树叶沙沙

作响，和着春雨声，奏出美妙动人的生

态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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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火箭军某部医院创排“九秩医

路、生命华章”主题情景教育课，将一代

代医护官兵的战斗故事搬上舞台。教育

课采用兵演兵、兵唱兵的形式，分为《烽

火岁月·初心启航》《薪火相传·生命之

航》《奋楫扬帆·逐梦远航》3 个篇章。

伴随着《救死扶伤排头兵》的歌声，

情景教育课拉开帷幕。不同年代的军医

故事，如澎湃浪潮中一朵朵飞溅的浪花，

激荡着官兵心灵。

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里，医院官兵

参与了延安保卫战等战役，用实际行动

践行“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伤员”的

誓言。情景表演《向前，向前》，再现当年

医护官兵跟随部队征战西北、在战火中

抢救伤员的场景。舞台上，医护人员忙

碌地穿梭于伤员之间，背景音里不时传

来阵阵炮火声，浓厚的战场氛围将观众

思绪带回峥嵘岁月。

一台高品质情景教育课的关键，在于

主旨的精准选取与生动诠释。编创人员

介绍：该医院拥有厚重历史，历经风雨沧

桑，如何用红色历史激励今天的医护官

兵，是他们思考的问题。最终，他们从承

载着荣光的医院史馆里找到灵感，通过精

心选择的战斗故事展现医院发展历程。

第二篇章《薪火相传·生命之航》开

篇以情景表演的方式，展现新中国成立

后医院官兵为战出征的英勇事迹。台

上，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地为伤员止血、包

扎、手术，神情专注、动作敏捷，再现当时

紧张而感人的救治场景。“使命，是勇气

与牺牲的印记……”灯光变暗，后幕徐

展，情景朗诵《使命在肩·与和平相伴》讲

述该院作为经验丰富的战地医疗力量，

多次参与国际维和的经历。

“一声令下，刀山火海也要闯！”台

上，医护人员辞别亲人，踏上抗震救灾的

战场。余震不断，落石滚滚，他们冒着危

险抢救受伤人民群众，谱写人民军医为

人民的赞歌。

“梦 想 与 未 来 在 这 一 刻 澎 湃 ……”

情景歌舞《这一刻》抒发改革调整后，该

医院官兵内心的激情与豪迈。情景朗

诵《铸就荣光辉煌》展现该医院开展战

略导弹部队特色医学建设的历程。近

年来，该医院不断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提高备战打仗贡献率。去年在某次比

武中，该医院取得单兵技能、综合演练、

综合排名 3 项第一。“我们用忠诚的信

仰，守护万里山河……”情景教育课在

大合唱中结束。

火箭军某部医院——

精心编创情景教育课
■岳小林 本报记者 马嘉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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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78 集团军某旅“白老虎连”，

有一件传家宝。这是一面荣誉战旗，

红布面上绣着“死打硬拼”4 个字。

“白老虎连”前身，是诞生于 1940

年的五龙山抗日大刀队。在 1948 年解

放锦州外围战斗中，“白老虎连”与敌

连续激战 16 小时，全连 183 人战至仅

剩 37 人，仍坚守阵地，直至任务胜利完

成。战后，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授予

他们“白老虎连”荣誉称号，并颁发“死

打硬拼”战旗一面。

几十年来，在这面战旗的鼓舞下，

一代代“白老虎连”官兵接续书写奋斗

故 事 。 光 辉 历 史 经 过 岁 月 沉 淀 与 洗

礼，汇聚成强大的精神磁场，激励新时

代“白老虎连”官兵争做英雄传人。

这是一种身份象征——

“进了虎连门，就是虎
连人”

2023 年 5 月，94 岁的老战士梁才，

平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他曾是“白

老虎连”解放锦州外围战斗中生还的

37 名勇士之一，也是 37 人中最后一位

离世的。

2017 年，该连官兵和梁才取得联

系，并决定前去看望老前辈。得知消息

后，梁老早早地穿上旧式军装，在门口

翘首以盼。当他见到一个个朝气蓬勃

的官兵时，眼中涌动着千言万语。所有

的情感，都凝结成两句话：“战旗带来了

吗？连队如今怎么样？”

待情绪稍作平复，梁老打开了话

匣子。听着梁老讲述的战斗故事，该

连官兵感觉荣誉室里那些原本静态的

文字，仿佛被赋予生命，化作一个个鲜

活的战斗场景……

辽沈战役打响前，“白老虎连”16

岁的战士李杉，曾向党组织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但组织认为时机还不够成

熟，暂时没有批准。

战斗打响后，李杉看到战友们在

敌人坦克前接连倒下，眼中燃起愤怒

的火焰。他毫不犹豫地扛起爆破筒，

钻进敌坦克下。随着一声巨响，坦克

被 成 功 炸 毁 ，李 杉 却 再 也 没 能 站 起

来。战友杨森不顾一切将他背回，在

他的胸口，发现了一封沾满血迹的入

党申请书。

“战友们，过去我打仗不行，不够

资格入党，这次你们看我表现，到底够

不够条件……”这份入党申请书，成了

李杉的绝笔。

梁才在世时，连队多次邀请他与

新战士对话。梁才的讲述，让刚到“白

老虎连”的新兵很受震撼。

该连荣誉室里，还陈列着历年新

兵入伍仪式照片。这些照片后面，一

条写着“进了虎连门，就是虎连人”的

横幅引人注目。

“进”与“是”之间，蕴含着该连多

年坚持的传统：新兵入连，先要参观连

队荣誉室，上光荣传统教育课，学唱连

歌，与战旗合影。

“只有深入了解‘白老虎连’的过

去和现在，才能知道未来应该怎样当

好‘虎连人’。”该连郭指导员说，“新同

志们完成这 4件事后，眼里有光。”

四川籍战士卢布呷表示：“那种热

血沸腾的感受，让我觉得青春就应该

是这个样子。我庆幸自己来到这个英

雄连队。”

简单的话语，反映出官兵对连队

的深厚情感，也折射出英雄连队传人

的自信自豪。

去年，在“白老虎连”授称 76 周年

之际，曾在连队工作过 16 年的退伍老

兵杨勇，给连队官兵送去钢笔，上面刻

上了早已融进他们血脉的“白老虎连”

精 神 内 涵 的 字 样 ：铁 心 向 党 、死 打 硬

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

这是他们永葆先进的精神密码，

是他们热血奋斗的生动写照。

这是一种荣誉守护——

“只能给连队争光，不能
给连队抹黑”

一级上士李飞乐不曾忘记，在刚

到连队时，班长徐琴就和他语重心长

地说过：“我们只能给连队争光，不能

给连队抹黑。”当时的李飞乐，对此并

没有太多感触，直到徐琴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告诉他这句话沉甸甸的分量。

一次比武前，徐琴发起烧来。为

了不影响大家士气，作为班长骨干的

他隐瞒了病情。正式比武那天，徐琴

咬着牙跑完 400 米障碍。冲过终点线

的 那 一 刻 ，他 体 力 不 支 ，栽 倒 在 地 。

战友们见状飞奔过去，背着他去医院

治疗。

在连队 16 年的时光里，李飞乐见

过太多类似的故事。他感慨地对记者

说：“几乎所有人都在挑战极限、拼尽

全力，只为给连队争夺更多荣誉。在

这样的氛围里，你想不上进都难。”

2019 年国庆阅兵前夕，李飞乐凭

借过硬素质，历经层层严格选拔，成功

入选战旗方队，成为“死打硬拼”战旗

的擎旗手。

受阅方队采取全程淘汰制，考核

不合格便会成为替补队员。李飞乐感

受 到 如 山 的 压 力 ：“如 果 在 这 里 被 淘

汰，我怎么对得起先辈们，怎么对得起

连队战友们！”

没 有 别 的 办 法 ，只 有“ 死 打 硬

拼”。李飞乐全身心投入训练，最终被

评 为 训 练 标 兵 ，也 如 愿 擎 着“死 打 硬

拼”战旗，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 只 要 代 表‘ 白 老 虎 连 ’出 战 ，不

全 力 拼 搏 是 抬 不 起 头 的 。”这 不 是 某

一个人的豪言壮语，而是该连全体官

兵的共识。在“白老虎连”采访的日子

里，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动萦绕在记者

心头。这种感动，来自他们对荣誉的

炽热追求、对集体的无限热爱。记者

不禁又想起梁才老前辈。

当年战争结束后，梁才回到家乡，

成为一名农民。他深藏功与名，从未向

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而是将带领乡亲

们脱贫致富当作“第二战场”，不辞辛劳

地上山种核桃。他也多次对子女说：

“我能从战场活着回来就已经很幸运

了，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他用一生的

坚守，诠释了一名老兵对部队的深厚感

情和对荣誉的极度珍视。

这是一种精神传承——

“虎连面前无困难，困难
面前有虎连”

战旗无言，却似一部鲜活的史书，

承载着历史记忆。当我们静静地凝视

战旗，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耳畔是

炮弹炸裂的轰鸣，是先烈们气壮山河

的呐喊……

“ 死 打 硬 拼 ”中 的“ 硬 ”字 ，是 对

1948 年那场惨烈战斗的凝练描述。“白

老虎连”在武器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

下，誓死阻击敌人 1 个团还多的兵力在

重火力掩护下的 15 次进攻……

新 时 代 的“ 白 老 虎 连 ”官 兵 在 一

次次回顾战旗背后的故事中，深深懂

得 一 个 道 理 ：守 护 战 旗 ，关 键 的 是 要

继 承 先 辈 们 的 钢 铁 意 志 ，让“死 打 硬

拼”的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永不

磨灭。

去年的一次对抗训练中，“白老虎

连 ”面 临 挑 战 ：攻 打 高 地 的 路 仅 有 一

条，被“敌”方重兵把守，布满重重障

碍。该连派出两组兵力均未能攻破成

功，“伤亡”惨重。

“攻不下这个阵地，我们就不配当

‘白老虎连’的兵！”人群中，一声呐喊

点燃了官兵斗志。“拼了！”他们向目标

高地发起一轮轮冲锋，终于成功冲破

阻拦，在预定时间占领高地。

“ 虎 连 面 前 无 困 难 ，困 难 面 前 有

虎 连 ！”这 是 每 次 大 项 任 务 动 员 时 ，

“ 白 老 虎 连 ”官 兵 齐 声 叫 响 的 一 句

话 。 英 雄 的 精 神 给 英 雄 传 人 注 入 无

坚 不 摧 的 力 量 ，塑 造 他 们 的 灵 魂 ，淬

炼他们的筋骨。战旗飘扬，英雄传人

跨越艰难险阻，不断向着更高荣誉奋

勇前行。

（采访得到张光轩、张一玉的支

持，一并致谢）

第78集团军某旅“白老虎连”传承英雄精神—

热血青春为战旗添彩
■本报记者 奉云鹤

兵学撷珍

“白老虎连”注重利用仪式文化教育引导官兵自觉传承英雄精神。图为他们在连队组建纪念日重温入连誓词。

王 韩供图

《筹海图编》是一部集明代海防史料

之大成的兵书，作者郑若曾为明代抗倭

名将胡宗宪的幕客。该书共分 13 卷，涉

及沿海地理、海防战略、水师战术、船只

装备、火器使用等内容，是我国古代一部

系统性、综合性较强的航海图集和沿海

防御专著，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军事

意义。

该书针对明代倭寇侵扰严重的形

势，提出了“守险”与“机动”相结合的海

防战略，即在关键口岸设防的同时，也要

注重机动兵力的部署，灵活应对敌情变

化，强调沿海卫所的布局和相互支援的

重要性，形成多层次防御体系。该书提

出了详细的水师战术，讨论了水战的基

本原则，如充分利用风向、潮汐等自然条

件，并且强调火器在水战中的作用等，提

出了“火攻”战术的具体实施方法，包括

使用火炮、火船等武器。

作为一部海防专著，书中以图表加图

注的形式，对沿海地理和船只武器作了介

绍。书中绘制的沿海地图，涵盖从辽东到

广东的漫长海岸线，标注了重要港口、岛

屿、山川等地形地貌。地图比例尺精确，

方位清晰，是明代航海和海防的重要参

考，反映了明代海洋测绘技术的进步。

此外，该书针对当时的倭寇问题，详

细分析了倭寇活动的特点及其对沿海地

区的威胁，提出了综合治理倭患的策略。

“良吏优于良将，善政优于善战”，该

书认为剿除倭患，除了武力剿灭，还要实

行善政、安抚百姓。该书《叙寇原》篇，探

讨了倭寇起源、入侵原因及应对策略，提

出对待倭寇及其羽翼应采取不同的政策

和措施，“当一面督兵截杀，以治其流；一

面重抚百姓，以治其本”，即对倭寇和勾

结倭寇的汉奸，要采取军事手段，用兵剿

杀；对百姓则要实行善政，进行安抚。

对于安抚百姓的措施，该书认为首先

是择吏。要选择诚心诚意为百姓着想、廉

洁奉公、有办事能力的人做地方官，“去奢

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

馀，则自不为盗”。另一措施是瓦解倭寇

的队伍。该书《散贼党》篇分析了如何“攻

心之谋，伐交之计”，以“招徕拨乱”。此

外，《慎招抚》篇指出，“已招者不杀，再叛

者不招，新起者必扑灭于微”，要求归降的

人，从此不再依附倭寇；如果再次依附，定

不赦免。这些政策使入侵的倭寇陷于孤

立，以便于用军事手段剿除。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措施是将百姓

严密组织起来并进行训练——稽察户

口，将青壮男子以团、甲、保等编制组织

起来，各备器械，平时练武，倭来抗御。

这样一来，沿海地区的每一乡、每一村都

有了战力，便能有效抵御倭寇侵略。

《筹海图编》是明代海洋文化和航海

精神的体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海洋的

认识和探索精神。它总结和汇集了明代

建设海防和保卫海防的经验，开辟了海

洋防御这一新领域，是存世兵书中最早、

最完备的海防专著，其战略思想和战术

原则对我们仍有参考意义。

链 接

《筹海图编》的版本较多，明有嘉靖

本、隆庆本、天启本和胡灯重校本，清有康

熙本和《四库全书》本以及翻刻的天启

本。这些版本中，署名郑若曾辑的有嘉

靖、隆庆、康熙 3个版本。其中，嘉靖本是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 1562年）胡宗宪在杭

州主持完成的初刻本，书前有茅坤、唐枢、

范惟一、胡松、胡宗宪序文五篇，郑若曾自

序一篇；隆庆本是隆庆六年（公元 1572

年）东泉邬公等人主持在杭州完成的对初

本的翻刻本，书前有吴鹏序一篇。嘉靖、

隆庆本没有经过后人的任意增删，是研究

我国海防思想的理想版本。当代对《筹海

图编》的研究著作有范中义的《〈筹海图

编〉浅说》、李新贵的《〈筹海图编〉译注》，

点校本有李致忠《〈筹海图编〉点校》等。

《筹海图编》的海防战略
■陈 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