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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纪事

短笛新韵

红色记忆

窗外的雨丝斜斜地飘着，像一根根

银线，把天地缝合在一起。一阵风吹过，

花儿轻轻摇曳，竹叶沙沙作响。远处的

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空气中弥漫着

思念，一张清晰的面庞浮现在我眼前，那

是我报道过的一名年轻烈士。像放电影

一 样 ，英 雄 的 事 迹 一 幕 幕 在 我 脑 海 闪

过。我轻声呢喃：“林雨，战友们想你。”

2022 年 7 月，武警湖北总队随州支

队下士李林雨，在外出巡逻途中勇救落

水群众壮烈牺牲，年仅 22 岁。初闻李林

雨烈士的事迹，是在 2023 年 2 月底，我入

职武警湖北总队的第一天。那天中午，

总队食堂电视里正播放着有关他的新

闻，画面中，李林雨的战友略带哽咽，指

着水库说：“这是一个山体漏斗型水库，

看似平静‘见底’，实则边坡斜滑，十分危

险。当时他就站这儿，作战靴底还沾着

黄泥。”我低头看看自己脚上新发的作战

靴，鞋带系得不够紧实，脸上隐隐有点发

烫。

那时，我正准备去天津参加为期两

个月的文职初任培训，背包里塞满报道

烈士事迹的报刊。李林雨的故事在倒春

寒中为我的心间铺满暖意，带我开启伴

随至今的精神跋涉。

培训的日子紧张而充实。晚上熄灯

后，我睡不着，带有山东口音的李林雨的

模 样 ，随 着 斑 驳 的 月 光 在 脑 海 忽 隐 忽

现。我急切地想从他那里得知一个答

案：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奋不顾身

跃入水库，直面死神时依旧选择拼尽最

后一丝力气，换取被救者生的希望。到

底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从普通一兵成

长为令人敬仰的英雄？

课堂上，战术教员用红蓝铅笔圈画

国际形势图时，我想起李林雨几个月前

也在上战斗精神教育课。讨论到“上与

不上”的生死抉择时，他在笔记本上重重

写下“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

生”。“初心越久，芳华越长”“在部队带着

初心来，不留遗憾地走”……这是李林雨

2022 年 7 月 7 日在理想信念教育课上的

笔记。我心头猛然一亮：原来，那些坚定

的理想、执着的信念早已在他心底深深

扎根，并且伴随他成长的每一步。

回到工作岗位，我学着李林雨的样

子，开启“也不多说，就是干活”的工作模

式，业务渐渐小有起色。2023 年 8 月，我

来到李林雨生前所在中队，见到了一群

从千里之外赶来的特殊客人：李林雨的

父母和家乡山东省新泰市红色宣讲团。

两位老人鞋帮上还沾着老家的泥土，憨

厚朴实，令人心疼。宣讲团通过讲述英

雄故里的红色故事，在烈士家乡与第二

故乡之间架起一座精神桥梁。

中队荣誉墙的玻璃柜里新添 11 枚

奖章。锦旗前，两名年轻的战士给李林

雨的父母剥着橘子。指导员高强两眼湿

润，轻声说：“英雄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

母，我们得替林雨为爸爸妈妈把橘子剥

得甜些。”窗外的菜园里，战友马士杰摘

了把薄荷放进搪瓷杯，感慨道：“林雨总

说种菜和当兵一个理，根扎深了才经得

起风雨。”

座谈时，中队文书说，有一次演讲比

赛，战友们讨论“什么是以队为家”，李林

雨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干活扎实才叫

以 队 为 家 。”他 还 常 说“ 汗 水 浇 开 向 阳

花”。给父亲的短信中，李林雨写道：“刚

给菜地浇完肥，很脏很累，但也很锻炼

人。”战友们回忆说，李林雨从不挑三拣

四，苦活脏活抢着干，重活累活争着干。

战友的鞋子被他刷得像新的一样，机房

电脑里存着他帮战友设计制作的小程

序。正是在他的激励下，堂妹李一丹考

取军队文职岗位，现在正坐在我对面，笔

记本上还夹着李林雨送的写有“坚持”二

字的书签。她说：“吃苦是哥哥教会我的

必修课。”

作为烈士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李

一丹多次用真挚的情感讲述哥哥的故

事。她告诉我，在家乡新泰市举行的那

场报告会是最难忘的。那天，台下挤满

家乡的父老乡亲，她一走到台上，还没

发言就看到许多人用手抹眼泪。她还

说，那年，在哥哥的母校威海职业学院，

320 余 名 学 子 受 感 召 纷 纷 提 交 入 伍 申

请。

座谈后，李林雨的母亲被搀扶着走

向“林雨走廊”。在李林雨画像前，母亲

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儿子的面庞，突

然将脸贴在儿子鲜艳的肩章处，久久不

愿离去。

李林雨生前所在中队官兵，主动当

起烈士父母的“兵儿子”。平时除了与

两位老人分享优异的训练成绩，时时刻

刻不忘嘘寒问暖。春节，他们早早准备

好暖心的礼物，派官兵代表到李林雨家

陪“爸妈”过年，和“爸妈”一起包饺子；

清明，中队派人去李林雨家乡，陪着“爸

妈”到陵园扫墓；中队也会邀请“爸妈”

过来看看，向“爸妈”汇报中队取得的成

绩……

李林雨的遗物中，有一本磨得有点

毛边的读书笔记，扉页上工工整整抄写

着“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往后翻，

是李林雨密密麻麻的训练记录。入伍半

年，他的 3000 米跑成绩从 12 分 30 秒提

升到 11 分 20 秒，集训结业考核 16 个课

目中获得 13 个优秀。笔记本中间一页

写着：“人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你走的

每一步都作数。在这场盛大的青春里，

大胆点吧，向前跑！”

深夜，整理采访素材，我从录音笔里

听到了流水声，那是战士们在给菜地浇

水。翻开档案册，李林雨种菜的照片从

中滑落。那个挑水种菜时衣服后襟沾着

草屑的背影，此刻正被月光温柔以待。

离开中队那天，我踩着满地泥泞，登

上李林雨救人牺牲的那座水库。打着旋

的落叶在水面漂浮，恍若当年被搅动的

旋涡。泪眼模糊中，我似乎看到永远定

格的一幕——那一刻，李林雨爆发出惊

人的力量，又一次将老人托出水面并成

功推上岸边，而自己最终因体力不支沉

了下去。

水 库 边 ，英 雄 牺 牲 的 地 方 摆 满 鲜

花。风轻轻掠过，送来远处巡逻队的脚

步声。带队干部俯身抓起一把泥土：“这

和当时沾在他鞋底的一模一样。”队伍末

尾的兵正在捆背包，绿色绑带在晨光里

一起一落，像群山连绵起伏的轮廓——

这是该中队第二个被总队评为“矢志强

军好班长”的好兵。返程列车穿出隧道，

车窗外山峦起伏，我看到年轻的战士们

正踏着英雄的足迹，践行自己的誓言。

2024 年清明，李林雨生前所在中队

的战友来到山东省新泰市。烈士陵园

里，素洁的杏花迎风绽放。中队长展开

签满名字的队旗，战士们宣誓的画面被

传回湖北随州。宣誓声响彻云霄，激荡

在齐鲁大地，久久回响在随州水库的崖

壁上。

战士们把从随州库区带来的泥土分

成两份，一份撒在英雄墓前，一份埋在墓

旁的树根处。那是一株从随州带来的刚

刚移栽在烈士身边的桃树，根须间缠着

半片磨白的鞋底胶皮。“这里有林雨最后

的脚印。”战友马士杰说这话时，视频连

线里的李一丹补充了一句：“哥哥总说，

泥土里能长出最结实的脚印。”

时 光 飞 逝 ，一 些 东 西 注 定 化 作 永

恒。李林雨烈士的精神品质，如一盏信

念的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烈士

的故事被改编成音乐短剧《我们永远记

得》，在武警湖北总队 2025 年春晚中演

出，原汁原味地再现烈士奋斗的故事。

细雨无声，诉说着我们对李林雨的

怀念。你留在群山间的足迹，我们走出

了 新 的 时 光 年 轮 ；你 定 格 在 22 岁 的 青

春，正在战士们强军的铿锵脚步里延伸。

足迹漫群山
■薛 葵

有人说，清明时节的雨是思念的泪，

是对祖先、已逝亲人的祭奠和怀念。经

过一场春雨洗礼，沉寂一个冬天的大青

山更加巍峨，更加壮观。

一

大青山位于山东省费县、沂南、蒙阴

三县交界处，海拔 686.2 米，山势险峻，重

峦叠嶂。84 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激烈

战斗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记忆。战斗

中，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

兼 秘 书 长 陈 明 及 爱 人 辛 锐 ，八 路 军 第

115 师敌工部部长王立人，德国友人、太

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抗大一分校第

2 大队政治委员刘慧东等 300 余人英勇

牺牲，500 余人负伤。其中，山东省委机

关报《大众日报》20 多名新闻工作者在

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山峦起伏，松涛阵阵，我怀着沉重的

心情缓缓登上山顶。望着不远处的“大

青山胜利突围纪念碑”，眼前仿佛浮现出

英勇壮烈的战斗场景。1941 年 11 月，大

雪飞扬，天寒地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

段，日军纠集重兵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

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所到之处实行

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我根据地军民

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对来犯之敌进行坚

决反击。

1941 年 11 月 29 日晚 ，抗大一分校

等单位相继转移到蒙山东部大青山一

带。狡猾的敌人连夜调集独立混成第十

旅团及岱崮、坦埠等地据点的日伪军，准

备对大青山地区分进合击，并于当晚占

据周围的山头，形成包围之势。

我军没有掌握这一新情况。是夜，

八路军第 115 师后勤机关、山东分局机

关、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等 3000 余名非

武装人员转移至大青山一带，误入敌人

包围圈。当时，抗大一分校第 2 大队学

员是山东各根据地县区乡干部，战斗经

验不足 ；第 5 大队是军事大队，学员由

115 师和山东纵队营连排职干部组成，

战斗经验丰富，但仅有一挺机枪和几百

条老旧步枪，弹药严重不足。

1941年 11月 30日，天刚蒙蒙亮，日军

凭借有利地形，集中向山东党政军机关轰

炸、扫射，瞬间大青山被战火吞噬。抗大

一分校校长周纯全下令：“全校紧急集合，

占领大青山制高点；立即向山东纵队和

115师发报，告知敌情，报告突围计划。”

这场突围战，打得异常艰难。面对

凶残的敌人，掩护非武装人员突围的抗

大学员没有一人退缩，勇敢抗击。子弹

打光了，用刺刀、石块、枪托甚至拳头与

敌人血拼；前面的倒下，后面的继续往前

冲，鲜血染红山路。据当时负伤突围的

抗大学员李进业回忆，大家一次次同冲

上来的敌人拼杀，为了保守党的秘密，负

伤的同志在面临牺牲的紧要关头，都把

党员登记表撕碎，埋在沙土中。

就是这样，被围军民与敌人拼死相

搏，终于杀出一条血路，进入蒙山深处。

二

“陈明、李子敬、何健、逯克……”气

壮山河的战斗中，一个个浴血奋战的英

雄身影，就像一座座不朽的丰碑，永远屹

立在人们心中。有些烈士甚至连名字都

没留下，但他们的英雄气概惊天地、泣鬼

神。在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一座座

雕像、一件件展品似乎在告诉我们，每一

名为国捐躯的先烈都会彪炳青史，他们

以身报国、视死如归的精神永远被后人

仰望。

突围中，陈明双腿负重伤，4 名随行

人员有 3 人牺牲，只剩下 19 岁的警卫员

吴开玉。围追的日军越来越近，吴开玉

要背着陈明突围。陈明不同意：“我负重

伤，不能走了，你赶快走。”吴开玉坚决不

肯。陈明严厉命令道：“这是战场，你要

服从命令！”吴开玉只好含泪离开。日军

一层层围了上来。陈明佯装伤势疼痛、

无力反击，待日军逼近，他连开 3 枪，毙

敌 3 人，用最后一颗子弹壮烈殉国。他

的妻子辛锐，也在这次战斗中拉响手榴

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程克，抗大一分校第 5 大队 2 中队指

导员，率领一个区队 40 余人，坚守在大

青山梧桐沟北的一个山头，阻击从北面

进攻的敌人。任务完成后，程克带着剩

下的十几个人边打边撤，最后退到李行

沟一个农家院内被敌人包围。子弹、手

榴弹全部打光，他们就用石块还击。面

对敌人明晃晃的刺刀，程克抱住一个日

本兵，狠狠咬掉其耳朵，被涌上来的日军

连刺数刀，英勇牺牲。

战斗中，抗大一分校 20 余名女学员

被敌人堵住去路，隐蔽在李行沟几间茅

屋。除了队长、指导员有手枪外，其他学

员每人仅有两枚手榴弹，硬是打退敌人

一次又一次进攻。最后，残暴的日军架

起机枪向门窗扫射，并向屋内扔手榴弹，

女学员全部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人

们在茅屋没有找到一具完整的遗体。

汉斯·希伯，波兰籍德国共产党员，

不远万里来到山东同中国人民并肩战

斗。冬季反“扫荡”开始后，部队首长多

次劝他离开山东，他坚决不肯。国务院

原副总理谷牧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

道，希伯一再表示，“现在正是最需要我

奋斗的时刻，我要和你们在一起。”大青

山突围战中，他在转移到五道沟时与敌

人遭遇，最后中弹牺牲。

抗大一分校校部司号员齐德，个子

不高，喜欢学习。大青山突围战中，为及

时把战斗命令用号声传递给指战员，他

不停变换吹号的位置，或爬到山坡上，或

躲到峭壁后。为消灭我军指挥中心，敌

人集中火力猛烈攻击发出号响的地方。

齐德的手掌、胳膊、头部常常负伤，依然

把军号吹得响亮。

在和敌人肉搏中，齐德腹部受伤，肠

子流了出来。他把肠子塞进肚子，继续

搏斗。正是部队突围的关键时刻，齐德

忍着剧痛，用力吹响战斗的号角。身负

重伤的齐德被战友抬下战场时，手里还

握着带有弹孔的军号。校长周纯全看望

他时说：“是你的号音引领大家赢得战斗

的胜利，一定要好好养伤。”令人心痛的

是，因为伤情恶化，齐德在转运途中牺

牲，年仅 19 岁。

三

历史的长河可以淹没时光的尘埃，

无法抹去动人的细节。这场悲壮而激烈

的突围战中，沂蒙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照

料八路军伤员，谱写了水乳交融的军民

鱼水赞歌。

突 围 战 斗 结 束 后 ，费 东 县 白 埠 区

中队接到命令，寻找隐藏在大山里的伤

病 员 。 这 次 任 务 需 要 翻 山 越 岭 ，穿 过

敌 人 的 封 锁 线 ，异 常 危 险 。 61 岁 的 孙

隆三自告奋勇，主动请战，带着两名游

击队员和沉重的药品、食物，冒着刺骨

的寒风，涉水攀崖，终于在几个山洞里

找 到 濒 临 绝 境 的 伤 病 员 。 此 后 ，他 连

续 3 次 把 伤 病 员 急 需 的 药 品 等 物 资 送

到隐藏地点。在一次转移伤员的战斗

中 ，孙 隆 三 壮 烈 牺 牲 。 人 们 在 山 顶 找

到他的遗体，发现他背插大刀，怒目圆

睁……

沂南县农民高乃贞的母亲，为隐藏

的 5 名伤病员站岗放哨时，发现搜山的

敌人上来了。她毅然上前，有意将自己

暴露在敌人眼前，并迅速远离洞口。她

心想，自己离洞口越远，伤员越安全。敌

人在后面追，她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

敌人开枪，她跑得更快。当枪声再一次

响起，高乃贞的母亲倒下了。5 名伤病

员在洞中安然无恙。看着母亲一路洒下

的鲜血，高乃贞强忍悲痛，继续为掩护八

路军伤员而忘我斗争。反“扫荡”期间，

高乃贞家先后掩护 18 名伤病员疗伤并

平安脱险。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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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

事，生动诠释了什么是鱼水情深、什么是

铜墙铁壁。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沂

蒙军民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用热血与生

命铸就的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精神财富。

青山埋忠骨，泪雨祭先烈。大青山

突围战，先烈们不顾个人生死，敢于向强

敌亮剑，顽强地拼死搏杀，用鲜血和生命

粉碎了侵略者妄图聚歼山东抗日根据地

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阴谋。那一刻，我仿

佛读懂了“大青山”的另外一层含义，烈

士的精神如松柏常青，激励我们继承遗

志，奋勇前进。

永远的怀念
■孙现富

1

娘，躺在床上

阳光像昨天的雨，一缕一缕

洒在我俩的身上

浮尘喧嚣

熙熙攘攘

就像她一生所遭遇的

那些沧桑

2

我守在娘的床前

就像 50 年前，娘守着的那个

盛我的摇篮

3

从明天开始，我就要

与一丛又一丛荒草结亲

教会它们每一句

您所能听懂的那些乡音

告诉每一缕风，以及每一粒尘土

让它们知晓

每次回家路过，都让您晕车的

那处崖壁

除了这些

我还要告诉每一滴雨水

专治哮喘的药片

还装在您大褂左襟下摆的

那个口袋里

4

父亲留给您的那根拐杖

我已告诉过漆匠，让他再上一层

奶黄色的油漆

父亲会沿着拐杖的行迹

与您相会……

5

填完了您坟头最后一锹土

为您服丧的假期

也就正式宣告结束

我要将孝衣尽数脱下

陪了儿子半生的戎装

已在冬日的寒风里

抖动着衣襟

辞母书
■赵 琼

融入山石的骨髓

雨水经过花蕊

点点猩红

便成了石头的记忆

那些被隐藏的刀枪剑戟

开始用血肉装饰

一块块燃烧的石碑

每一次清明

杜鹃花瓣冲出石壁

火一样的颜色

源自壮烈牺牲者

每一滴融入山石的骨髓

山石不语

故事和传奇不会孤寂

鲜花盛开的季节

游人如织

整个世界

流动着火一样的旌旗

先行者

清明的大别山

不会忽视任何一块墓碑

那些先行的人们

惊醒了沉睡的村庄

土壤隆起时

每一块刻下姓名的石头

都会惊天动地

当花朵举出果实

昔日的战场硝烟散尽

先行者知道

那些英勇无畏的山石

早已铺展大地

正以漫山草木的形式

生生不息

烈士陵园的石桌石椅

与列队的墓碑相望

散落在四处的石桌石椅

仿佛坚持战斗的游击队员

一些手执白菊的孩童

在石桌上

摆放了画满硝烟的书籍

无数生于石头的故事

正在安坐于石椅

都是大别山的一部分呀

每一块石头

都有不可磨灭的记忆

大别山石的记忆（组诗）

■温 青

秋山暮云（中国画） 邓睿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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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龙篆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