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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潘旺、记者李弘非报道：

3 月中旬，江苏省江阴市新兵起运仪式

现场，新兵陈忻宇向前来送行的亲人深

情道别。这个即将奔赴边防的热血青

年，用17载时光完成一段追光之旅。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发生 8.0 级

特大地震，陕西省汉中市也受灾严重，

陈忻宇家的房子严重损毁，年仅两岁

的他被子弟兵从废墟救出。

自他懂事起，父亲就告诉他当年

解放军如何挺进灾区，从废墟中救出

他和爷爷的故事。

“发生地震时我还太小，被救的记

忆已经模糊，但午夜梦回，我脑海里总

会出现一个个迷彩身影。”陈忻宇说。

举家迁至江苏江阴定居后，江防要

塞的军事文化浇灌着少年的英雄梦。

2023 年夏天，陈忻宇在公园散步

时，发现一名孩童被一块石墩压住，血

流不止。见此情景，陈忻宇毫不犹豫

上前施救，事后才发现手指受伤变形。

面对被救孩子母亲的感谢，陈忻

宇说：“我要像当年地震中帮助过我的

那些解放军叔叔一样，尽我所能帮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

今年上半年征兵开始后，19 岁的

陈忻宇了解到自己符合应征条件，便

毫不犹豫报了名。经过体检、政考等

环节，陈忻宇成为一名预定新兵。

役前教育阶段，陈忻宇表现突出，

成绩名列前茅。当工作人员询问他的

意向服役地时，他郑重地说：“请求分

配到最艰苦边远的地方，我要循着榜

样的脚步守护万家灯火。”

出发前夜，江阴市集中组织新兵观

看电影《汶川·重生》，银幕内外迷彩身影

交叠。当镜头扫过 17 年前震区飘扬的

军旗，陈忻宇挺直脊背，泪光闪烁。带

兵骨干感叹：“他追逐的不只是当年的

救命恩人，更是所有负重前行的背影。”

列 车 鸣 笛 ，载 着 陈 忻 宇 驶 向 边

疆。他说，他将在边防部队挥洒青春

和热血，争取早日建功军营。

左上图：陈忻宇在江阴市民兵训

练基地国防教育展板前敬军礼。

万 赟摄

追光 17 载，地震幸存者圆梦军营

循着榜样脚步守护万家灯火

本报讯 苑彬、特约记者张军报

道：3 月 17 日 清 晨 ，云 南 省 昆 明 火 车

站 ，数 百 名 胸 佩 红 花 、肩 披 绶 带 的 新

兵 整 齐 列 队 ，等 候 高 铁 进 站 。 忽 然 ，

站 台 远 处 传 来 激 动 的 声 音 ：“排 雷 英

雄来了！”

当戴着墨镜、身着深蓝夹克的杜

富国被引导至新兵面前，原本喧闹的

站台突然陷入短暂的寂静，继而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新兵们的目光追随

着这位“八一勋章”获得者，有的下意

识挺直腰板，有的不自觉整理起本就

整齐的军装。

“15 年前，我也像你们一样怀揣梦

想奔赴军营。”杜富国微微侧头，讲述

起 2010 年冬，一个农家少年在遵义市

湄潭县红九军团司令部旧址旁，穿上

绿军装，戴上大红花，踏上从军路的故

事。当说到在雷场第一次完整拆解反

步兵地雷的情景，他的右手残肢不自

觉地做出拆解动作，细微的肢体语言

让前排的新兵红了眼眶。

站台广播响起登车提示，杜富国

提高声调说：“我有一句座右铭送给大

家 ：浴 火 淬 炼 成 大 器 ，愿 得 此 生 永 报

国。”说罢，他抬起残缺的右臂行了个

军礼。数百名新兵齐刷刷举手还礼。

为新兵送行的英雄，转身登上了

开往遵义的列车。列车员和不少乘客

认 出 了 这 位 特 殊 乘 客 ，开 始 现 场“追

星”。列车员还为不熟悉的乘客介绍

了 杜 富 国 的 英 雄 事 迹 ，并 献 上 鲜 花 。

杜富国表示：“很高兴在列车上和大家

见面，我是一名普通的扫雷兵，只是做

了自己该做的事，真正的英雄是那些

永远留在雷场的战友。”

站台聆听英雄嘱托，又看到英雄

在列车上被“追星”的视频，新兵们深

受触动，纷纷表示，他们要刻苦训练，

努 力 学 习 ，像 杜 富 国 一 样 勇 于 担 当 ，

在军营这个大熔炉中淬炼成钢。

左上图：排雷英雄杜富国在昆明

火车站站台寄语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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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台，候车新兵偶遇杜富国

排雷英雄深情寄语入伍新兵

“我们背着 80 多斤物资穿越封锁

线，整整走了 17 个小时……”近日，一

场“ 致 敬 英 雄 ”专 题 教 育 活 动 在 河 北

省邢台军分区举行，“钢铁战士”刘庄

动 情 讲 述 战 斗 故 事 ，令 民 兵 深 受 触

动。

“英雄模范的事迹是学习教育的

生动教材，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邢台军分区领导介绍，为了营造以比

促训、以比聚力、以比抓建浓厚氛围，

该军分区把战斗英雄、功臣模范请到

训练场讲述战斗故事，激发参训民兵

兴武热情。

一等功臣彭江林讲述黄继光生前

所 在 连 队 连 续 72 年 保 持 先 进 的 奋 斗

故事，黄继光侄子黄拥军讲述黄继光

在 上 甘 岭 战 役 中 用 胸 膛 抵 住 敌 人 枪

口的英雄事迹……鲜活的故事、铿锵

的 话 语 ，如 催 征 战 鼓 ，敲 响 在 民 兵 们

的心头。

“我要向英雄老兵学习，不能因一

次挫折就一蹶不振。”因不适应临时变

更考场，比武发挥失常的民兵郝丰说，

“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要

在下一次比武竞赛中把失去的荣誉夺

回来。”

活动中，军分区还围绕“越是环境

艰苦，越能历练人”等话题展开讨论，

引导民兵树立“两不怕”精神，争做有

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

代民兵。

“全连注意！依托有利地形，迅速

疏散隐蔽。”笔者来到民兵训练基地，

看到一派火热的练兵景象。指挥员一

声令下，民兵队员立即成疏散队形，快

速隐蔽于道路两侧树林。

民兵杨帅听到口令迅速卧倒，由

于地形高低起伏，他的右手在卧倒时

不慎被石子划伤，鲜血直流。“这点小

伤不算啥！”杨帅简单处理伤口，又投

入新的训练中。

邢台军分区领导告诉笔者，他们

还将通过开展红色故事演讲、参观红

色教育基地等活动，引导激励民兵传

承英雄志、岗位建新功，持续激发民兵

训练热情。

河北省邢台军分区组织民兵开展专题教育活动——

英雄故事激发兴武热情
■樊海维 刘立国

本报讯 戴伟国报道：“你好，我想

咨询社保缴纳方面的问题……”3 月 5 日

晚，福建省漳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值班

负责人李全常刚落座，就接到龙海区优抚

对象王某的电话。李全常耐心答复的同

时，中心工作人员林碧云同步进行记录。

“有难事，请致电 2192781。”2023 年

11月，漳州市开通优抚对象专属服务热线

“2192781”。工作人员介绍，“192781”代

表人民军队诞生日，前面加上市区首位

号“2”方便优抚对象记忆，推出以来广

受好评。今年 3 月，漳州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经过前期广泛调研和摸排，决定升

级热线功能，将每月 5 日和 20 日 19 时至

21 时 作 为 夜 间 服 务 时 间 ，面 向 现 役 军

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包

括就业创业、抚恤优待、权益维护等方

向的服务。

当晚，李全常共接到 6 个电话，涵盖

优待证办理、情感交流、政策咨询等方面

问题。

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

热线服务团队由业务骨干、心理咨询师

和就业指导师组成，其中退役军人占 6

成。值班制度实行“首接负责+专业转

办”，如遇跨领域问题，值班人员将生成

电子工单，次日由对口科室负责人完成

对接。

拨打服务热线的退役军人反馈，这项

措施暖心周到，帮助解决了很多烦心事。

据介绍，漳州市计划利用大数据分

析等技术手段，对优抚对象来电咨询的

问题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给出高效解

决方案。他们还将定期邀请相关政策专

家、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等与优抚对象互

动交流，设置意见反馈二维码，方便他们

随时提出意见建议。

福建省漳州市升级优抚对象服务热线

“有难事，请致电2192781”

杨柳依依道春意，又是一年清明

时。

山东省荣成市宁津街道南港头村

的祠堂内，84岁义务守祠人、村民周大

友站在烈士谱旁，43 个烈士名字在他

沙哑的讲述中鲜活起来。

“周厚刚，1924 年出生，1946 年入

伍 ，曾 任 第 20 军 59 师 176 团 5 连 连

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领全连

坚守 8 昼夜，击退敌人 40 多次进攻，牺

牲后被追记特等功、追授为‘志愿军一

级战斗英雄’……”

南港头村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历

史底蕴。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战

争，一批批村民积极参军入伍，43 名

南港头村好儿郎献出了宝贵生命。

“保家卫国牺牲的人，什么时候也

不能忘！”南港头村党支部副书记周世

超介绍，1988 年 12 月，村里决定重建

周氏祠堂，重修族谱过程中，村民们一

致认为：和平安稳的日子，是烈士们用

生命换来的，作为后人要永远铭记他

们的牺牲。

于是，重新规划祠堂时，村民专门

制作一面烈士谱，悬挂在祠堂右侧，将

南港头村 43 位牺牲烈士的名字、入伍

时间、牺牲地点等信息一一写明，还请

专人书写“英灵流芳千古 忠魂与世长

存”挽联，悬挂在烈士谱两侧。每逢春

节、清明节等节日，南港头村都会在祠

堂举行祭祖活动并祭拜烈士，纪念这

些英勇牺牲的周氏子孙。

翻看周氏家谱，感慨家风的延续；

瞻仰烈士谱，感怀牺牲之壮烈——周

大仁，1942 年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年

仅 18 岁；周之岱，1947 年在解放莱阳

战 斗 中 牺 牲 ，年 仅 19 岁 ；周 厚 刚 ，

1951 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年仅

29 岁……烈士谱上的这些烈士，牺牲

时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

“叔叔没有留下后代，不知道他的

遗骸安葬在哪里，逢年过节，我们就

到这里给他上炷香。”周厚刚烈士的侄

子周建强说。

当祠堂的灯火照亮 43 位烈士生

平，那些模糊的家族记忆终于有了具

象的载体。自村里将烈士谱挂进祠堂

后，每逢清明，周家全家老小都会在此

开展特殊的“家祭”，提醒后代子孙不

忘家族烈士事迹，把英烈精神一代代

传承下去。

豆面捏的生肖灯在供桌上投下摇

曳光影，周大友轻抚着烈士谱上细密的

裂纹，告诉笔者，自悬挂烈士谱以来，他

义务守祠至今已 30 余载，每次村民带

领子孙后代来祭拜英烈，他都会站在烈

士谱前为大家讲讲烈士们的故事。

“这些故事一直是村民口口相传，

以前没有文字记录。”周大友说，祖辈

讲给父辈听，父辈讲给孙辈听，如今南

港头村的村民，无论男女老少，都能讲

几个烈士故事。这些零散的口述史被

一代代传颂，经过岁月沉淀，编织成村

庄的精神经纬。

红 色 基 因 在 代 际 传 递 中 愈 发 鲜

亮。祠堂内，总有稚嫩童声复述着周

大友口中的故事；祠堂外，南港头村 70

余个年轻背影循着烈士精神的指引走

进军营，用拼搏收获 30余枚军功章。

烛泪顺着铜灯台蜿蜒而下，映照

着烈士谱上不褪色的名字。84 岁的

守祠人身子挺直，如同他守护的 43 座

精神丰碑——

在这里，历史从未尘封，英雄永远

年轻。

山
东
省
荣
成
市
南
港
头
村
在
祠
堂
设
烈
士
谱—

四
十
三
个
英
名
刻
进
村
史

三
十
余
载
烛
火
映
照
忠
魂

■
管
水
锁

陈
晓
君

江西省龙南市

民兵助力春耕备耕

本报讯 廖宇航报道：日前，江西

省龙南市人武部成立 15 支民兵助农小

分队，走进田间地头宣传春耕知识和惠

农强农政策，帮助年老体弱群众、优抚

对象等开展修整水利、整地育苗等工

作，助力春耕备耕。

海南省万宁市

举办军地联谊活动

本报讯 胡开元报道：近日，海南

省万宁市军地多部门联合举办军地联

谊活动，来自驻军部队和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 70 名单身青年共赴浪漫之约。活

动中，青年们在游戏互动中拉近距离，

15 对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清明节前夕，安徽省肥西县紫蓬镇武装部组织民兵和小学生到县烈士陵

园缅怀革命先烈。 徐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