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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盐 城 ，新 四 军 重 建 军 部 所 在

地。这是一座浸润着新四军革命文化的

英雄之城，也是“独臂团长”郭猛战斗牺

牲的地方。

梨花盛开的 4 月，当我来到盐城市

盐都区郭猛镇，一下子就被当地崇尚英

雄、学习英雄的浓厚氛围所感染。郭猛

烈士纪念广场、郭猛烈士陵园、郭猛小

学、郭猛中学、郭猛路……处处彰显着浓

郁的英雄情结。

漫步在郭猛路上，一直向南，就是

郭猛烈士的安葬地，这是当地政府为方

便群众凭吊英雄而修建的一条路。平

坦的路面，洁白的汉白玉栏杆，使掩映

在梨树林中的郭猛烈士墓显得更加庄

严肃穆。我伫立在纪念碑前，心中涌动

着敬仰和哀思。洁白如雪的梨花随风

舞动，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那个烽火连天

的抗战岁月。

1941 年 12 月 ，苏 北 的 天 气 异 常 寒

冷，盘踞在盐城的日伪军又要出城抢粮，

新四军决定给予痛击。当时新四军盐城

县总队派了 3 个连在冈沟河的黄八、刘

庄一线打伏击，时任团政委兼政治处主

任的郭猛同团长刘别生率部兵分两路直

袭敌阵。经过 4 个多小时激战，歼灭了

伪军警卫营。部分残敌溃败逃窜，郭猛

率部乘胜追击，在唐刘河畔地区，与龙冈

增援的敌人展开战斗。战斗中，郭猛不

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 28 岁。

郭猛，原名郭光昭，1913 年出生于

江西吉水，17 岁参加工农红军。1933 年

在永新县石灰桥战斗中，他右臂重伤致

残，后以“独臂团长”的英姿继续奋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郭猛所在部队改编为

新四军。他先后参加了新塘伏击战、夜

袭句容、攻占姜堰、盐阜反“扫荡”等多次

战斗，为创建茅山、苏中和苏北抗日根据

地作出了突出贡献。

郭猛牺牲后，战友们和当地群众含

泪把他埋葬在一片梨树林里。为了纪念

他，1946 年 4 月，盐城县委决定将当时的

永 福 乡 改 名 为“ 郭 猛 乡 ”，1958 年 设 立

“郭猛人民公社”。1997 年撤乡建镇，又

更名为郭猛镇。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人们对英雄的

敬仰始终没变。66 岁的陈高松，是郭猛

烈士陵园的“编外管理员”。1999 年，他

的父亲病重，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让

他守好郭猛烈士墓。当年，父亲陈贵芝

到果林场垦荒，了解到郭猛烈士的事迹

后，深受感动，义务当起陵园守墓人，一

守就是一辈子。此后，父亲的遗愿也成

了陈高松的庄严承诺。

午后的烈士陵园显得很安静，周围

是苍翠挺拔的松柏，还有一行行花开如

雪的梨树，犹如忠诚卫士一般守护着英

雄的英灵。在陈高松心里，郭猛烈士就

像自己的亲人，一天不来这里，心里都会

空落落的。现在纪念活动多了，陈高松

也比以前更忙碌了，除了守好墓还要讲

好烈士故事，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把英雄

的事迹讲给更多人听，把红色的种子播

撒在下一代人心中。

风雨 84 年，盐阜人民对英雄的敬爱

已经融入血脉。有好多次，烈士生前的

战友建议将郭猛的墓迁至南京雨花台烈

士公墓或他老家，盐阜人民舍不得，郭猛

镇的父老乡亲更舍不得。他们说：“郭猛

虽不是盐城的水乳养大的，但他把生命

献 给 了 这 块 土 地 ，他 是 盐 阜 大 地 的 儿

子。”后来，江西吉水富滩镇与盐城郭猛

镇结成友好乡镇，一个是烈士出生地，一

个是烈士牺牲的地方。因为郭猛，两个

相隔千里的乡镇凝聚在一起，一起学习

英雄精神，一起传承红色基因。

如今，英雄的精神已经成为当地红

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把学

习传承郭猛烈士精神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郭猛志》《郭猛诗词》《郭猛英烈传》

《郭猛烈士寻踪》等一系列成果就是例

证。他们还精心编排了《永远的雕像》

《郭猛烈士》等红色题材文艺作品，结合

重要时间节点、纪念日进行展演。毫不

夸张地说，走在当地，到处都能听到英雄

的名字，看到英雄的印记。

在英雄精神的鼓舞下，新一代英雄

也在涌现。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

范、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孙益海，是郭

猛镇派出所的一级警长，也是一名退伍

老兵。他是听着英烈故事长大，又是在

郭猛的精神感召下入伍、从警。一次执

行任务中，他的左腿被炸，高位截肢。经

过 5 次大手术，他的腹中还留着 36 颗钢

珠。但他没有倒下，更没有躺在“功劳

簿”上，而是重返岗位，用实际行动传承

着英雄的精神。

“戎耀郭猛”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也是盐阜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112 名

退役军人，都是英雄的传人。他们义务

当好“红色文化宣讲员、帮扶解困勤务

员、创文创卫保洁员”。在抗击台风现

场、在抢险救灾队伍里……到处都有他

们的身影。2023 年 8 月，这支服务队被

盐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盐城市志愿服

务联合会表彰为“最美退役军人志愿服

务组织”。

离开郭猛烈士纪念广场时，我再次

来到郭猛雕像前。望着烈士高大的雕

像，先前沉重的心情又多了几分欣慰和

感动。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对英雄的尊

重，体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历史

的尊重。致敬英雄，传承英雄精神，需要

的不仅是言语，更是坚定的信念、有力的

行动。

梨
花
飞
扬
颂
英
雄

■
孙
现
富

“戒”的甲骨文字形是 ，属于会

意字。它的上半部分是“戈”。“戈”是

商周时期流行的一种青铜兵器。古人

所谓的“金戈”，就是这个东西。下半部

分是“廾”，为左右两手的象形。“戒”的

字形是双手持戈，所以其本义为“警

戒”，正如《说文解字》所说：“戒，警也。”

在 古 代“ 戒 ”也 通“ 界 ”，因 为 加

强 戒 备 的 重 点 在 边 界 地 区 。 魏 源

《登 太 行 绝 顶》诗 曰 ：“ 上 党 天 下 脊 ，

河 山 制 两 戒 ”，意 思 是 上 党（山 西 东

南部一个古地名）如天下屋脊，河山

是它的两处边界。为了防止敌人越

界 ，就 要 在 边 界 地 区 加 强 武 装 警

戒 。 这 个“ 戒 ”字 真 是 构 思 巧 妙 ，反

映了古人的智慧。

不 仅 领 土 有 边 界 ，人 心 也 有 边

界。如果人心的边界不加强戒备，人

心就会沦陷；人心一旦沦陷，就会寡廉

鲜耻、目无法纪，最终使人坠入万劫不

复的深渊。

《西游记》里面的唐僧师徒到天竺

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中途有事

离开时，孙悟空把唐僧放在那，用金箍

棒划一个圈，妖魔鬼怪就进不来了；而

孙悟空一旦犯了戒条，唐僧就会念动

咒语，对其进行惩罚。“二师兄”凡心未

泯，所以唐三藏赐名“八戒”，加以约

束。《西游记》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人

们时时处处都需要有“戒”。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

是出现了军队、城池、监狱，还诞生了

无 形 的 戒 条 与 法 律 —— 这 些 都 是

“戒”的表现形式。从某种角度上说，

文明就是对放纵的约束。世界上每

一种文明，都有经典，都会有自己的

戒条。

以中华文明为例，我们试举若干

戒条，看一看祖先对我们的谆谆告诫：

《易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礼记》：“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

不可满，乐不可极。”

《诗经》：“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

履薄冰。”

《论语》：“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

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

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

之在得。”

正是这些古老的戒条，为中华民

族夯实了文明的基础。同时，我们还

要看到：社会的进步不会停止，随着文

明的发展，现代社会的“戒条”更是无

处不在。例如，国家有法律，党内有党

规，家庭有家训，单位有守则，社会合

作有合同等，人类的自由越发展，就越

要限定在“边界”之内。

国 家 之 间 不 越 界 ，天 下 才 会 太

平 。 人 际 交 往 不 越 界 ，社 会 才 会 和

谐。对个人来说，言行举止不越界，

生活才会心安理得。总之，这些都可

以用《易经》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文

明以止，人文也。”

心中有“戒” 人生有“界”
■王志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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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幅 作 品 拍 摄

的是第 80 集团军某

旅 开 展 人 机 协 同 融

合 训 练 的 场 景 。 拍

摄者采用低速快门、

动 静 结 合 的 拍 摄 手

法，定格了官兵悬停

索降、交替掩护的瞬

间 。 作 者 通 过 由 近

及远的表现方式，使

画面富有层次感，生

动 展 现 了 官 兵 敢 打

敢拼的战斗风采。

（点评：刘泽华）

空地协同

张德煜摄

1991 年 7 月中旬，一场惊心动魄的

抗洪抢险鏖战，让我经受了一份直达心

灵的震撼，也促使我走进一方神奇而美

丽的文学天地——报告文学。

当 时 ，我 在 驻 南 京 某 部 任 宣 传 干

事。7 月 15 日夜晚，我突然接到紧急出

动去扬州抗洪的通知，拎起黄挎包就奔

向集结点。那时，一只黄挎包装着采访

本、钢笔和一叠稿纸、两根蜡烛，就是宣

传干事的常备“武器”。

当夜 10 时许，我跟随师前指抵达

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扬州交叉口，只见

在临时架起的数盏照明灯照射下，滔滔

洪流正肆意涌向城区。两股洪流交汇

形成的巨大压力，造成扬州城东闸整体

坍塌，奔涌的洪水以每秒 4 米的流速，

通过 40 多米宽、7 米多深的决口破堤而

下，古老美丽的扬州城危在旦夕。

这个夜晚，一场人与自然的博弈在这

里展开。决口两侧大堤上车水马龙，一台

台卡车运来的片石、水泥和木桩堆积如

山。800多名官兵手抬肩扛投掷片石，阻

止决口蔓延。大堤一侧的抗洪抢险指挥

部里，一套险段地形图、堤坝剖面图、江流

水势图等平铺在行军床上，水利专家回答

专业咨询，军地领导会商抢险方案。

黎明时分，以沉船截流实现封堵决

口的抢险方案正式敲定：第一步是打桩

投石、缩小决口；第二步是沉船截流、封

堵 决 口 ；第 三 步 是 填 石 堵 隙 、合 龙 固

堤。惊心动魄的封堵决口战斗展开后，

我在喧嚣和泥浆里来回穿梭，时而记录

决策要点和鏖战场景，时而加入传递沙

包、抬运伤员的行列。

经过 20 个小时激战，7 月 16 日 20

时 30 分，扬州城东闸决口位置上，耸起

一座长 40 米、底宽 22 米、顶宽 9 米、高

10.5 米的拦洪大坝。巍峨堤坝如巨龙

横卧，洪魔肆虐的大运河又恢复了往常

的驯服，缓缓地流向长江。

决战决胜的节点，与接到出征命令

的时间恰好时隔一整天。当夜，我趴在

临时医务站的医疗器械箱上，写出一篇

800字的现场见闻，天一亮就搭乘运输车

赶回南京，裹着一身泥浆送到当时的军

区《人民前线》报社。不料，却被告知抗

洪抢险稿子很多，只能压缩成 300字。我

顿时感觉一股莫大的委屈冲撞着胸腔。

当晚，我搭乘运输车赶回扬州抗洪

前线。夜晚月朗星稀，江面凉风习习，

完成堵截决口的部队被安排入城宿营，

仍留两个连队在大堤上值班。看到战

友们怀抱铁锹背靠背而坐，年轻的脸庞

上闪烁着警惕的目光，那一刻，我不禁

双眼浸湿：一天两夜的鏖战只值寥寥

300 字？不行，这样太对不起战友们！

这晚，我彻夜未眠。仍然是那只医

疗器械箱，仍旧是一叠稿纸，我一气呵

成，把整个堵截决口战斗的主要细节完

整记录下来。回营不久，上级工作组来

到师里巡视，我作为宣传干事参加了汇

报会。当听到总部领导给出“奇兵奇策，

骁勇善战”的评价时，我的心头一动，很

快完成了《决口沉舟》报告文学的谋篇布

局。这件作品在《人民前线》副刊整版刊

出后，又被《解放军文艺》刊发。

这年 11月，解放军出版社抽调我赴

京，承担撰写反映全军部队投身兴修水

利工程全景式报告文学的任务。当时，

大灾之后抓大建，冬季兴修水利在全国

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全军部队在驻区

重点项目中勇挑重担，大显身手。我独

自奔波于东北、华东、华南等地区的水利

工程战场，白天跑工地，晚上做笔记，创

作出报告文学《向冻土宣战》，被《解放军

生活》杂志在 1992年第 1期头条刊出。

两场重大任务的采写，带给我的不

仅是收获两件作品，更多的是对报告文

学体裁的写作感悟。那就是不仅要有较

高的站位，更要倾注真情，注重将思维触

角扎入事件本质和人物内心，真正达到

俯瞰全貌，找准事件或人物的“内核”。

如此，才能写出矛盾碰撞和真情实感，才

能赋予作品独特的纵深感和感染力。

后 来 的 时 间 里 ，我 又 曾 多 次 投 身

重大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我深深感

到，新时代军旅报告文学创作面临着

难得的机遇。强军事业的广阔天地与

成 就 ，为 作 家 提 供 了 巨 大 的 创 作 空

间。我们有责任用心倾听时代回响，

真诚记录战斗风采，用文学之笔回馈

火热的生活。

想起那年“堵决口”
■章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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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军旅作家沉石书画艺术

展在北京同观众见面。展览展示了近年

来沉石创作的 70 余幅书画作品，包括大

写意花鸟、人物山水、书法等，展现了他

在书画艺术领域的创作实力。

沉石曾出版长篇小说《黑色马六甲》

《绝密较量》等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文

学创作之余，他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自

幼接受的传统美术教育，对书画艺术执

着追求。近年来，他专注大写意花鸟创

作，力求在笔墨之间展现自然之美与生

命之韵。他的大写意花鸟画，以简洁灵

动的笔触，勾勒出花鸟的形态与神韵，色

彩明快而又不失典雅，展现了对自然万

物的独特理解和热爱。在他笔下，花鸟

不仅是自然的象征，更是内心世界的寄

托，传递出一种宁静、和谐的美。

笔墨描绘自然之韵
■宋占杰

书 画 廊

1950 年，海军司令员肖

劲 光 前 去 视 察 刘 公 岛 海 防

建设，由于当时海军还没有

一条像样的军舰可以用，只

好 租 用 了 当 地 渔 民 的 渔

船 。 渔 民 困 惑 地 问 ：“ 海 军

司 令 还 坐 我 的 渔 船 ？”渔 民

的 话 深 深 刺 痛 了 肖 劲 光 的

心。他没有作答，转身对随

行人员说：“记下来，1950 年

3 月 17 日，海军司令员肖劲

光乘渔船视察刘公岛。”

第一幅剪纸正是展现了

这个历史瞬间。渔舟的背景

上 是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1953 年

登 临 第 一 代 南 昌 舰 时 的 题

词：“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

海军。”这幅剪纸映照出中国

海军起步时的艰辛与矢志图

强的决心。

第二幅剪纸展现了我国

科研人员为核潜艇研制而鞠

躬尽瘁的情景。海平面上，

核潜艇傲然挺立，象征其在

国防领域的坚实力量；海平

面下，核潜艇结构图象征着

研究过程的艰巨漫长。左下

角，科研人员专注于研制工

作 。 他 们 就 如 深 海 中 的 潜

艇 ，在 不 为 人 知 处 积 蓄 力

量。右侧文字是毛泽东同志

当年提出的“核潜艇一万年

也要搞出来”。作品彰显了

我国发展核潜艇事业坚定不

移 的 决 心 与 坚 韧 不 拔 的 精

神，也是对中国海军不断奋

进、走向强大的生动诠释。

（点评：黄雅娜）

向海图强
（剪纸）

■袁可馨

致敬我们的英雄

我的文学处女作

②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