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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朵朵，碧波荡漾，香港维多利

亚港格外迷人。

阳光下，海军山东舰宛如气势恢

宏的钢铁巨龙，伏波静卧，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

7 月 5 日一大早，在香港中环 1 号

码头，热情的香港市民早早就排起长

队，争相一睹大国重器风采。

“哇！这艘航母真的像城堡一样

大！”9 时许，满载着香港市民的接驳

船，在海风中缓缓驶来。远眺山东舰

雄姿，人群中发出阵阵惊叹，大家纷纷

拍照留念。香港市民欧阳先生激动地

说：“登上山东舰，我更加理解了‘有国

才有家’的含义。”

因为票数有限，全家人只有他幸

运地抢到参观山东舰的票。他边参观

边用手机录制视频，发给家人朋友，让

他们一同感受这份自豪。

在机库轻武器展示区，与共和国

同龄的香港市民谭超雄兴致勃勃地端

起枪。在官兵指导下，他体验了据枪、

瞄准和击发过程。谭超雄激动地说：

“海军官兵的手臂很强壮，不知练了多

久才能如此有力，太帅了！”

谭超雄祖籍广东梅州，从小生活

在 香 港 。 退 休 后 ，他 一 直 坚 持 做 义

工，多次向参加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

体 验 营 的 学 生 们 宣 讲“ 国 安 家 好 ”的

道理。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之际，航

母 辽 宁 舰 首 次 驶 入 维 多 利 亚 港 。 那

次 ，他 未 能 登 上 辽 宁 舰 ，一 直 深 以 为

憾。这次，得知家人为他抢到山东舰

的参观票后，正在重庆旅游的他连夜

赶回香港。

参 观 市 民 乘 坐 山 东 舰 巨 型 升 降

机 前 往 甲 板 ，大 家 纷 纷 同 甲 板 上 的

官 兵 挥 手 互 动 。 随 后 ，官 兵 为 市 民

讲 解 战 机 性 能 。 甲 板 停 机 位 上 ，许

多 市 民 争 相 前 来 打 卡 ，与 战 机 和 官

兵合影留念。

“ 参 观 前 ，我 们 专 门 上 网 浏 览 了

军 舰 的 相 关 信 息 ，没 想 到 登 上 军 舰

参 观 更 震 撼 ！”在 香 港 工 作 的 施 先 生

夫 妇 ，一 边 兴 奋 地 与 战 机 合 影 ，一 边

聆 听 官 兵 的 讲 解 。 在 了 解 官 兵 训 练

和 生 活 情 况 后 ，施 先 生 感 慨 地 说 ：

“ 我 感 受 到 人 民 海 军 的 自 信 与 开

放 。 以 后 ，我 要 把 今 天 的 所 见 所 闻

讲给孩子听。”

看 着 造 型 威 武 、线 条 流 畅 的 战

机 ，在 香 港 工 作 的 武 女 士 赞 叹 不 已 ：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近 距 离 接 触 航 母 ，看

着 如 今 祖 国 有 强 大 的 海 军 和 先 进 的

武器装备，我想爸爸一定会无比骄傲

和自豪。”

因为父亲曾是一名军人，武女士

对 军 营 有 着 特 殊 的 感 情 。 这 一 次 ，

她 带 着 父 亲 的 心 愿 登 上 山 东 舰 。 她

说 ：“ 我 代 表 全 家 人 前 来 参 观 ，看 到

我 分 享 的 照 片 和 视 频 ，爸 爸 比 我 还

兴奋！”

甲板上，熙熙攘攘的参观人群中，

如 今 定 居 香 港 的 朱 稷 锴 和 儿 子 朱 效

瑾，展开自行设计的“祖国万岁”“香港

会更好”标语，深情向祖国表白，引来

不少观众围观。

“以后我也要当一名海军，驾驶战

舰驰骋大洋”“国安家才好。登上我们

自主建造的航母，心中的自豪感无以

言表”……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抒发着对祖

国和军队的感情。

“强大的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

后盾。”曾多次参加驻香港部队军营开

放活动的一位香港老人告诉记者，“山

东舰首次对公众开放选择在香港，是

祖国对香港特别的关心和厚爱。”

这两天，和山东舰一样，湛江舰和

运城舰上同样人流如织。前来参观的

市民兴致盎然地走进战舰内部，了解

水兵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战舰上，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博

士 生 史 灵 驰 ，正 通 过 手 机 和 外 公 视

频 连 线 。 她 的 外 公 戚 太 福 曾 在 军 舰

上 服 役 。 史 灵 驰 带 着 外 公 的 心 愿 ，

登 上 威 武 的 湛 江 舰 。 她 说 ，希 望 自

己 以 后 能 从 事 军 工 方 面 的 研 究 ，为

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在国外留学的吴子陶是个“军事

迷”，听到航母编队访问香港的消息，

他 专 程 赶 来 参 观 。 他 说 ：“ 等 我 回 校

后，一定要告诉身边的外国同学，我们

国家的军舰是多么的厉害！”

“ 每 当 听 到 国 歌 响 起 ，我 都 会 跟

着 旋 律 唱 起 来 。”头 发 花 白 的 李 先 生

和老伴凝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身子站得笔直。40 多年前，他从广东

阳 江 移 居 香 港 ，如 今 已 是 儿 孙 满 堂 ，

仍始终心系家乡。

“永远的紫荆花，在爱之下，茁壮

发芽，阳光中笑开花……”岁月静好，

歌声飞扬，大海、战舰和市民“同框”，

“国安家好”在此刻显得更加具象。

（本报香港7月 5日电）

上图：7 月 4 日，参观市民在山东

舰上打卡盖章。 葛瀚强摄

国 安 家 才 好
—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访港期间举行舰艇开放活动见闻

■孙玺轩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王小敏

晋绥抗日根据地，横亘晋西北、晋

西南和绥远大青山三大区域的一片红

色热土，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

贡献。如今这里已旧貌换新颜，散发

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从位于山西兴县蔡家崖村的晋绥

边区革命纪念馆到内蒙古大青山抗日

游击根据地展馆，记者一路探寻当年

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足迹，一

张张老照片已经泛黄，但透过玻璃仍

能感受到当年战斗的激烈。老照片中

的一排排低矮窑洞引起记者的注意。

昔日的晋绥边区，窑洞是当地人

的主要居所。如今，曾经居住在山沟

沟窑洞里的不少老百姓住进了楼房。

50 岁的牛俊清来自山西省静乐县

三家庄村，他回忆道，之前家里四五个

人一起住在两间窑洞里面，孩子们上

学都要翻山越岭。

牛俊清所在的小康苑小区是 2019

年整村移民搬迁而来。社区主任张文

光介绍，近年来，小区里不断进行改造，

不仅水、电、暖、气齐全，还配套了幼儿

园、小学和帮扶车间，各种健身器材也

很齐全，大大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居住条件变好了，曾经的荒山秃

岭也在渐渐变绿，公园成为革命老区

一道新风景线。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

公园负责人王旭珍说，现在有 300 多种

鸟类在这里栖息，鸟语花香，人们更有

幸福感。

从昔日低矮的土窑洞到排排高楼

平地起，从沟壑纵横的荒山到万木并

秀的绿洲，晋绥革命老区大不同。

地处黄土高原，晋绥抗日根据地

很 多 地 方 虽 沟 壑 纵 横 ，但 随 着 交 通

越 来 越 方 便 ，如 今 已 成 为 产 业 发 展

的热土。

从兴县蔡家崖一路向西北，沟壑

纵横的山间，元泰高导材料（山西）有

限公司车间里两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

转。铝液经过熔炼、铸造、热处理、锯

切等工艺，成为高强度铝合金铸棒、板

锭 ，最 终 将 变 身 品 牌 汽 车 的 车 身 、轮

毂，亦或是折叠屏手机的铰链。

兴县高家村，是作家马烽和西戎

写下《吕梁英雄传》的地方。如今，这

里正书写新的吕梁故事。祖辈以种谷

子为生的村民们种上了由中国农科院

研发的“中谷 19 号”等新品种，穗更粗

壮，出谷率更高，主要供应给种植大户

王旭邦创办的杂粮加工厂。

“我们已经开发了用开水冲泡的

杂粮粥、杂粮方便面等，更适合年轻人

的生活方式，杂粮面条还进入不少高

端火锅店，去年公司销售收入达 2000

万元。”王旭邦说。

在山西静乐县藜麦产业园，各种

藜麦产品令人眼花缭乱，一排排大棚

整齐排列。稼祺藜麦副总经理岳掌印

说：“这些大棚是用来育种的，一些品

种在这里加速迭代，一旦实现突破，将

大大提高我们藜麦产业在国际市场上

的竞争力。”

在兴县，蔡家崖去年接待游客 30

多万人次；在静乐，乡村采摘游、农业

观光游、红色革命游等多元旅游业态

融合发展……

李全林是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得

胜沟乡李齐沟村村民，他的家乡位于

大 青 山 抗 日 游 击 根 据 地 的 重 点 区 域

内。随着暑假来临，李全林家的农家

乐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香喷

喷的莜面、炸糕、土豆炖羊肉摆满桌，

欢声笑语在小院内回荡。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留下了很

多动人的故事。年近 60 岁的李全林，

至今还记得父母讲过的抗战故事。“我

父亲和其他村民一同为八路军送粮食、

传递情报，还将伤员接到家中养伤。”

依托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展馆

等红色资源，武川县打造出红色旅游

线路，并对沿途的农家乐、采摘园等进

行提档升级，丰富旅游体验。2024 年

武川县接待游客 80.6 万人次，旅游收

入 1.3 亿元，预计 2025 年游客量将突破

百万人次。

回望来路，红色血液始终在晋绥

这片土地上沸腾燃烧。立足当下，不

断传承的红色基因正孕育出更加鲜艳

的红色花朵。

（据新华社太原 7月 4日电 记者

柴婷、任军、魏婧宇）

红色热土 金色“收成”
—晋绥革命故土展新颜

盛夏时节，小雨淅沥，红石砬子山

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路边几株紫斑

风 铃 草 ，低 垂 着 白 色 花 冠 ，在 风 中 摇

曳。爬过一段石阶，一个土坑赫然映

入眼帘。“这是地窨子，当年抗联战士

们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红石砬子抗日

根据地遗址考古队队员谭晓明说。

从吉林省磐石市区出发，一路向

西约 20 公里，就是红石砬子抗日根据

地遗址。这里是东北抗日联军诞生与

成长的摇篮，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

地区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2年秋，杨靖宇被派往南满，组建

中国工农红军第 32军南满游击队，创建

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太爷爷的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

地。”杨靖宇的曾孙马铖明，大学毕业

后选择到吉林工作。“大四那年，我重

走抗联路的第一站就是磐石，一路上

听老爷爷讲抗联故事。”他感慨道，这

些年过去，磐石百姓对抗联的记忆不

但没有模糊，反而愈加清晰。

为走好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之路，近年来，磐石以“红色引领、绿色

赋能、高质量发展”为理念，不断推动

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磐石市位于沈吉高速沿线，与长春

市和吉林市呈百公里三角之势。独特的

区位条件，为当地发展旅游带来便利。

实施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本

体保护系统工程，开发以抗日斗争纪

念馆、漫红岭等为载体的红色研学线

路……近年来，磐石以“红”为脉，大力

发展全域旅游。

“构 建‘ 红 色 +’多 业 态 发 展 新 格

局。”磐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

长 张 红 秋 说 ，2024 年 ，磐 石 接 待 游 客

17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8.5 亿元，其中

红色旅游人数占比七成以上。

红 色 文 旅 传 扬 着 不 屈 的 革 命 精

神，黑色土地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在磐石南部的宝山乡，北锅盔村“因

果而兴、因果而名”。站在山坡望去，300

公顷的锦绣海棠林郁郁葱葱。村党支部

书记栾仁生说，村子因近水、环山的地理

条件，适合果树生长，在多年品种更迭

下，锦绣海棠成为大规模种植首选，村子

被誉为“关东红果第一村”。

近年来，磐石加快科技兴农、绿色

兴农步伐，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合作推出新产品，同时力

促成果转化，做好“三产融合”文章。

在 北 锅 盔 村 不 远 处 的 一 座 厂 房

里，“90 后”杨尚宾正在谋划着新上两

条生产线。2016 年返乡创业的他，在

政府支持下，建冷链、买设备、搞研发，

公司推出的果酒、果脯、果茶等产品，

上市后大受好评。

“今年收果规模要翻倍了。”杨尚

宾兴奋地说，“家乡天地广阔，创业大

有可为。”

走在磐石街头，街巷整洁、烟火升

腾，新风新貌令人振奋。2024 年，磐石

获得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

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等多项荣誉；连

续 13 年入选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推

进金属冶炼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培

育壮大碳纤维等新兴产业；完善城市

空间规划，建设绿水长廊 34 公里，持续

提升人居品质……

“让抗联精神成为激活城市发展

的内生动力。”磐石市委书记王萍萍表

示，未来将严把特色农产品品质关，深

入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努力实现“红

城黑土出好物、诚信优质在磐石”的目

标，谱写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新华社长春 7 月 4 日电 记 者

王帆）

烽 起“ 磐 石 ”传 薪 火
—东北抗联创建地的振兴新篇

新华社北京 7月 5 日电 （记者罗

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5 日发布

公告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于

2025 年 7 月 8 日起恢复开放。

根据公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实行免费免预约参观。周一闭馆，国

家法定节假日、重要抗战纪念日照常开

放。开放时间为 9:00-16:30，按规定时

间提供定时讲解，16:00 停止入馆。2025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31 日，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实行延时开放服务，开放时

间为每日 9:00-18:00，17:30停止入馆。

据介绍，因实施展陈改造，自去年9月

29日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闭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恢复开放
实行免费免预约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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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行车，一路赞歌。十八军当年

播撒的“严明纪律、秋毫无犯”的种子，已

在青藏高原生根发芽，绽放绚烂之花。

从“凿开皮康崖”到“死也
必须是在胜利后”——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精神历久弥新

6 月的高原，仍是冷风呼啸。海拔

4500 多米的驻训场上，陆军某旅“阳廷

安班”班长张王超带记者看他们刚修筑

的防御工事。

“战友们风雨无阻，平均每人用坏

6 把铁锹、镐头，双手多次磨出血泡……”

张王超告诉记者，受领任务后，全班连续

奋战，在冻土上“凿”出完备的防御工事，

提前完成任务。

困 难 面 前 不 怕 苦 ，危 险 面 前 敢 冲

锋。60 多年前的战斗中，英雄班长阳廷

安高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我来，打

进去”，带头冲锋，班长牺牲了、副班长指

挥，副班长牺牲了、老兵指挥，全班 8 名

战士 7 人牺牲，连续攻克 20 多个碉堡，被

国防部授予“阳廷安班”荣誉称号。

记者翻看“阳廷安班”班史，一股穿

越时光的血性虎气跃然纸上——

那次比武，时任班长肖攀在武装奔

袭中不慎摔倒，右小腿被尖石划出一道

长长的口子，仍坚持到最后；

一次演练，时任班长刘先川左脚陷入

淤泥挣脱不出。为顺利完成主攻任务，他

干脆甩掉作战靴，赤脚带领战友冲锋，身

后留下一串带血的足迹……

“现在武器装备精良了，思想作风的

武装也必须跟上……”训练之余，一场场

深化政治整训、弘扬优良传统的讨论辨

析火热进行。

“面对困难，咱绝不放弃，不能给前辈

丢人！”“阳廷安班”战士宋贵川的发言，将

记者思绪引向那座精神丰碑的源头。

敏拉山皮康崖，一面是峭壁，一面是

深渊。“那是牦牛也爬不上去的皮康崖”，

当地藏民曾这样提醒执行筑路任务的十

八军某部官兵。

“我们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

精神！”官兵的回答斩钉截铁。

极度严寒中，官兵徒手攀上刀砍斧

削般的陡崖，从崖顶用绳子吊着悬空打

眼 放 炮 。 山 风 吹 来 ，人 像 铃 铛 在 空 中

晃。经过两个月艰苦奋战，终于凿出一

条 3 米宽的公路。

进藏之路，山重水复。刚过悬崖，一

座大山又横亘面前。

海拔 6000 多米的雀儿山，三分之一

路段为永久冻土层，一镐下去只留下一

个白点。官兵毫不畏惧：“这里气温是零

下 30 摄氏度，开水沸点是 80 摄氏度，而

我们的斗志是 100 度！”

大家将树枝和木材放在地上烧，烤

化一层、挖掘一层，就这样一米一米推

进，凭借顽强毅力最终打通天险。

昔日的皮康崖、雀儿山已经攻克，强

军征程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见证

着英雄传人的奋勇冲锋。

某旅“红九连”排长陈航有一次出国

参赛，在第一天的定向越野课目中不慎脚

踝韧带撕裂。坚持完赛后，脚踝已肿得像

馒头。后面的比赛环节，裁判好几次问他

能不能坚持，他高喊：“I can do it！”

最终，我军参赛队团结拼搏获得佳

绩，陈航也获得“刚强性格奖”。

“冲锋早已成为我的肌肉记忆，就算

死也必须是在胜利后！”陈航的这句话，

正是新时代官兵担当奋进的生动写照。

从“一切听从党安排”到
“打起背包就出发”——

党指向哪，我们就把营
扎在哪

在岗拉哨点的荣誉室，记者看到一

份按有 50 多个红手印的请战书。

那一年，由于任务调整，西藏军区某

边防连需要临时换防，官兵争着抢着申

请上哨。经过讨论，连队党支部在党员

骨干中挑选出 10 余名先遣人员。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党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去！他们打起背包就出发，

奔赴风雪点位拓荒扎根，成为第一批守

哨人。

“ 接 受 与 完 成 党 所 给 予 的 最 艰 苦

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

人无上的光荣。”邓小平同志为十八军

撰 写 的 题 词 ，深 深 烙 印 在 一 代 代 十 八

军传人心中。

1950年 1月，邓小平接见十八军军长

张国华，命他率部队挺进西藏。邓小平开

门见山地说：“今天谈话凭党性！”张国华

的回答干脆利落：“一切听从党安排！”

从川南安家到进军西藏，从美丽富

饶的天府之国到地瘠民贫的青藏高原，

突如其来的任务，对于十八军官兵来说，

是极为艰难的选择，也是一次对党性的

检验。

誓师大会上，张国华、谭冠三带领全

体将士宣誓：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

都要坚决完成进藏任务，把五星红旗插

上喜马拉雅山。

当时，刚刚和平解放的西藏生产水

平低下。1952 年 12 月，面对党中央提出

的“三年一换、以励士气”特殊关爱，中共

西藏军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全体官兵发

出号召：长期建藏、边疆为家。

谭冠三身先士卒，“向荒野进军，向

土地要粮，向沙滩要菜”，和战士、民工一

起建起八一农场。弥留之际，他向党组

织提出的唯一请求是：骨灰就葬在八一

农场的苹果园。

今天的拉萨，车流如织，高楼耸立。

记者走进南郊的八一农场旧址，一棵棵

苹果树生机勃勃。

纪念碑旁，苹果树下，讲解员正在

为某旅官兵讲述谭冠三写给长子谭戎

生的家信，“任何人都是普通的一个人，

没有什么特殊，干部子弟、党员就更没

有什么特殊。”“牢记住你是一个革命者

的后代，永远保持和爱护这个革命的光

荣意义！”

党性光辉，力透纸背。老将军言传

身教，不仅给子女做出榜样，更为十八军

传人坚守党性原则打下精神锚点——

喜马拉雅山南麓，终年云雾缭绕的

詹娘舍哨所。一批批戍边官兵在群山之

巅站岗、值勤、巡逻，与缺氧、严寒、孤独

抗争。在哨所扎根十多年的哨长亢远

强，在每天太阳升起时，都会带领战友庄

严升起五星红旗。

雅鲁藏布江谷地，地处群山的某边

防团军医郑宗钊婉拒多家内地医院的高

薪聘请，毅然回到边防，一待就是十余

年。他先后随队参加巡逻百余次，处置

险情 90 余次，成为单位的“活地图”和官

兵健康的“守护者”……

从十八军将士到十八军传人，新时

代高原官兵把小我融入大我，把青春汇

入山河，向着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奋勇冲锋。

（采访得到王恩生、赖波、刘大辉、严

贵旺、扎西央拉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