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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在公安部门政务平台搜索“王杰”，全国大约有 18万余名重名的人。但当很多人听到王杰这个名字，首

先会想到的，还是60年前那个在爆炸突发时，用自己的身体救下12名民兵的英雄士兵王杰。

今年是英雄王杰牺牲 60周年，他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气与“三不伸手”的纯粹品格，铸就

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

60年过去，他留下的故事仍然鲜活生动，他的名字穿越时空化为前行的路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不

忘初心，接续奋斗。今天，让我们分别走进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牺牲地和家乡，探寻军地传承弘扬王杰精神

的实践与发展。

夏日破晓，第 71 集团军某旅野外

驻训场上，一场合成营进攻战斗演练

拉开战幕。

“弘扬‘两不怕’精神模范连”连

长尚巴曲扎带领官兵作为突击组，在

火力和烟雾掩护下，向楼内“敌人”发

起 猛 烈 进 攻 ，顺 利 夺 取 目 标 区 域 控

制权。

“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新时代王

杰传人！”导调组和对手由衷赞叹。

驻足营区王杰广场，“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八个大字熠熠生辉。长期

以来，该旅一茬茬官兵传承弘扬王杰

精神，留下一串串闪亮的强军足迹。

该旅领导介绍，每年新兵入伍，

做 的 第 一 件 事 是 参 观“ 王 杰 事 迹 陈

列馆”，学的第一首歌是《王杰的枪我

们扛》，上的第一堂课是“弘扬‘两不

怕’精神，当好王杰传人”，看的第一

本书是《王杰日记》，开的第一个班务

会 是 讲 如 何 传 承 王 杰 精 神 ，写 的 第

一封家信是汇报学习王杰精神的感

想，用系列教育活动引导青年官兵把

“向王杰学什么、我该怎么干”化为具

体行动。

“培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

神 ，要 让 官 兵 首 先 从 思 想 上 走 进 战

场。”该旅结合主题教育广泛开展“三

信一书”活动，组织官兵书写告别信、

嘱托信、慰问信和请战书，引导官兵正

确面对战争、认识战争、思考战争，激

发血性斗志。

在该旅“王杰班”宿舍里，至今仍

保留着王杰的床铺和书桌。“王杰班”

所在连队晚上点名时，呼点的第一个

名字永远是“王杰”。每次呼点，100 多

名血气方刚的年轻军人齐声答“到”，

声音震天动地、撼人心扉。

“这些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时刻提

醒我们，老班长从未离开。”班长黄龙

说，潜移默化间，赓续王杰精神已化为

战士们的人生信念。

在驻地王杰小学操场，“王杰班”

班长黄龙分享王杰勤奋学习成长成

才的故事，台下学生们不时点头，认

真记录。

王 杰 小 学 和 王 杰 生 前 所 在 营 是

“双拥共建结对单位”，每一任“王杰

班”班长都是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该营

24 名优秀官兵受邀为学校学生定期

授课，开展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

润物无声，英雄的种子在学生心

中生根发芽。从王杰小学毕业的李

奉坤，从小最爱听王杰故事，想成为

王杰一样的英雄。2019 年，李奉坤从

军校毕业，如愿来到王杰生前所在部

队。前不久，他被旅队选为“寻访小

组”成员，沿着王杰的成长足迹，感受

英雄的心路历程。在英雄榜样激励

下，他工作训练更加努力，在宣讲王

杰 故 事 活 动 中 表 现 突 出 ，被 评 为 旅

“理论之星”。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还与驻地周

边 50 余个政府部门、纪念场馆、学校

及全军 18 个荣誉单位建立联学共建

机制，邀请他们到王杰事迹陈列馆、

“ 弘 扬‘ 两 不 怕 ’精 神 模 范 连 ”参 观 ，

同时安排官兵利用节假日到各地宣

讲交流，将英雄精神的火种播撒在祖

国大江南北。

英雄的集体是一个火热的熔炉，

官兵们平时训练不怕苦、上了战场不

怕死，淬炼出逢敌亮剑、敢打必胜的血

性胆气。今年初实投训练中，一级上

士肖正兴主动请缨处置险情，身着防

护服将引信已打开的手雷精准投掷至

安全区域；一次演练，一辆装甲车渡河

时趴窝，二级上士赵雯君纵身跃入激

流连接牵引绳……“危急关头豁得出，

为了胜利不惜命”成为该旅官兵的真

实写照。

王杰生前所在部队

争 当 新 时 代 的 好 战 士
■王浩东 凡春龙 宋世杰

江苏省邳州市运河街道的王杰

烈 士 纪 念 馆 内 ，静 静 伫 立 着 一 座 飞

檐 翘 角 式 双 层 琉 璃 造 型 的 纪 念 亭 。

比较特别的是，纪念亭由 12 根红色

立柱支撑。

“1965 年 7 月 14 日，原济南军区

装 甲 兵 某 部 工 兵 一 连 五 班 班 长 王

杰 ，在 当 时 的 邳 县 张 楼 公 社 组 织 民

兵 训 练 时 ，为 保 护 现 场 民 兵 壮 烈 牺

牲。”王杰烈士纪念馆馆长李文静介

绍，1967 年，为了纪念英雄王杰，邳

县百姓在王杰牺牲地修建起一座烈

士 纪 念 亭 ，亭 内 立 碑 记 载 烈 士 生 平

事迹，12 根红色立柱象征王杰保护

的 12 名民兵。

李彦清是王杰用生命保护的民

兵之一。

“如果当时王教员选择躲避，他

完全可以躲开。但他当时身子往前

一扑，以血肉之躯压住了即将爆炸的

炸药包。”60 年过去，抚摸着纪念亭的

朱红立柱，李彦清仍清晰记得那个惊

心动魄的瞬间。这纵身一扑的壮举，

不仅救下 12 条鲜活生命，更在李彦

清心中种下了信仰的种子。

1973 年 5 月的一天，李彦清作为

教员负责组织民兵开展地雷实爆训

练时，一名女民兵因过于紧张，操作

不当，出现意外。千钧一发之际，李

彦清像王杰那样，毅然上前掩护这名

女民兵，自己不幸被炸瞎双眼。

双目失明的李彦清一度陷入彷

徨 ，不 知 未 来 看 不 见 的 人 生 要 如 何

走 。 但 午 夜 梦 回 ，他 想 起 老 教 员 王

杰的日记，想起他的纵身一扑，便咬

着牙适应失明后的生活。他暗下决

心：眼睛虽然看不见，但他还有嘴可

以讲，还有腿可以走，他要当好王杰

精 神 讲 解 员 ，把 王 杰 的 故 事 讲 给 更

多人听。

在那之后，李彦清与友人共同筹

建“王杰精神研究会”，创办《王杰精神

研究会会刊》，出版传承王杰精神相关

图书，前往学校、部队、厂矿、社区等作

王杰事迹报告，累计作报告 4000余场，

受众覆盖超百万人次。

和李彦清一样，在英雄王杰牺牲

的这片红色热土上，一茬茬“王杰式”

民兵把“王杰精神”融入血脉、刻进

骨髓。

1983 年 夏 ，“ 王 杰 民 兵 班 ”前 身

组织地雷实爆训练，清理训练场时，

时任班长刘井其发现一颗哑雷冒起

白烟即将爆炸。危急时刻，刘井其边

喊“ 危 险 ”，边 抱 住 战 友 就 地 卧 倒 。

“砰”的一声，刘井其受了轻伤，战友

安然无恙。这种“生死面前豁得出”

的 担 当 ，成 为 民 兵 连 接 续 传 承 的 精

神密码。

1985 年 7 月，江苏省政府、省军

区正式命名邳县张楼乡民兵地雷班

为“王杰民兵班”。2015 年，“王杰民

兵班”扩编为“王杰民兵连”后，与王

杰生前所在部队“王杰班”建立“联训

联育、共建共育”机制，在强军路上携

手奋进，当好王杰传人。

2019 年夏，受超强台风影响，邳

州 境 内 发 生 洪 涝 灾 害 。“ 王 杰 民 兵

连”疏散群众、巡堤护坝、装填沙袋、

清 除 行 洪 障 碍 ，连 续 四 昼 夜 奋 战 在

抗 洪 一 线 。 当 被 困 老 人 看 到 他 们

时，眼含热泪地说：“王杰又回来了，

谢谢你们。”

“苦难面前不皱眉、比拼面前夺

第一、生死面前豁得出。”现任“王杰

民兵连”指导员张建表示，几十年来，

“王杰民兵连”涌现出一大批训练标

兵，先后有 190 余人成为爆破能手，

200 余人成为各类训练尖子。

王杰留给邳州这片热土的，不只

是英雄壮举。

“不怕工作苦与累，愿把青春献

人民”，王杰的诗，成了邳州许多基

层 干 部 的 座 右 铭 ；根 据 王 杰 日 记 中

的“荣誉面前不伸手、利益面前不伸

手、享乐面前不伸手”，邳州建成“三

不伸手”正心教育馆，成为党员干部

的廉政课堂。精神的传承也在教育

领域落地生根——“赓续王杰精神，

绽 放 时 代 光 芒 ”思 政 课 教 学 竞 赛 活

动开展以来，300 余名教师将英雄故

事 转 化 为 育 人 素 材 ，让 王 杰 精 神 在

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王杰牺牲地

接 续 传 承 好 英 雄 精 神
■赵士福 本报特约记者 胡绍武

盛夏时节，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

天朗气清，坐落在鱼山街道王杰村的

王杰烈士纪念馆人流如织。济宁军

地领导、干部群众、王杰亲属代表和

驻军部队官兵代表来到这里，向王杰

雕像敬献花篮、鞠躬默哀，纪念王杰

牺牲 60 周年。

王杰村原名华堌村，是王杰出生

成长的地方，1968 年为纪念王杰烈士

而更名。60 多年前，王杰从这里穿上

新军装，戴上大红花，在乡亲们的热烈

欢送下踏上驶向军营的列车。

王杰走后 60 年，金乡县欢送新兵

的传统一直延续。

每年新兵启运，金乡县都会组织

欢送仪式，军地领导及社会各界群众

代表一起欢送家乡好儿郎，并邀请新

兵家长共享荣光。新兵役前教育时，

人武部还组织他们参观王杰烈士纪念

馆、诵读王杰日记、学唱歌曲《王杰的

枪我们扛》，引导他们像王杰那样当

兵，当王杰那样的兵。

金乡县干部政德教育中心讲解员

李可阳已经多次参加纪念活动。这些

年来，除了常来纪念馆温习王杰故事，

他还广泛搜集资料，编写《英雄王杰》

情景剧剧本，情景剧演出后广受关注。

“金乡是英雄王杰的故乡，讲好

王杰故事，弘扬王杰精神，我们责无

旁贷。”李可阳介绍，为了把王杰事迹

讲生动，把王杰精神讲明白，金乡县

组建由王杰生前战友、英烈讲解员、

党校专家、先进模范等组成的宣讲队

伍，推动王杰精神进机关、进校园、进

军 营 、进 社 区 、进 企 业 ；通 过 实 地 调

研、现场探访、咨询王杰精神研究会

的专家等方式，多角度、多渠道发掘

鲜为人知的王杰故事；出版《王杰精

神的时代价值》图书，录制《听，王杰

日记》音频读物……

英雄故里处处可见精神印记。这

些年，带有王杰印记和符号的场馆、设

施不断增多，王杰旧居、王杰烈士纪念

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王杰广场等深深

表达着家乡人民对英雄的怀念和敬

意。英雄的名字已经刻进城市的街

巷，融入人们的生活。

傍晚时分，王杰广场热闹起来。

市民们来到这里休闲健身，时不时在

王杰雕像前驻足观看，有爷爷摇着手

中的蒲扇给孙子讲述王杰故事，有年

轻人仔细阅读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关

于王杰精神的题词，也有耄耋老人围

坐在一起回忆几十年来县里涌现的像

王杰那样的英雄……

在金乡县，王杰小学、王杰中学、

王杰民兵连、王杰班、王杰先锋岗等以

英雄名字命名的群体也比比皆是。这

不只是称谓的变化，更是精神的传承。

金 乡 县 王 杰 中 学 成 立“ 王 杰 之

声”宣讲团，从小视角、小故事入手开

展宣讲，宣讲从校内讲到校外，累计

宣 讲 300 余 场 。 他 们 还 创 新 宣 讲 方

式，自编自导自演舞台剧《王杰精神

绽放新光芒》。

金乡县“王杰民兵连”通过评选

表彰“王杰式”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在民兵所在单位设立“王杰先锋岗”

等，使王杰精神融入教育课堂、嵌入练

兵备战、进入民兵头脑。2023 年底，

民兵连副连长李东华带领团队攻克

应急应战教学难题，斩获山东省军区

民兵教练员“四会”教学比武应急课

目第一名。

……

“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

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

革命，永远跟着党……”采访结束，笔

者 乘 车 离 开 时 ，听 到 司 机 手 机 响 起

《王 杰 的 枪 我 们 扛》铃 声 。 车 窗 外 ，

“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标

语，点亮繁华商圈大屏。司机自豪地

说：“王杰啊，俺们金乡的大英雄，家

乡人永远忘不了他。”

王杰家乡

让 英 雄 精 神 融 入 工 作 生 活
■马修才 张志钊 程培昌

王杰生前所

在部队和驻地小学

共同开展传承王杰

精神活动。

山东省济宁市山东省济宁市

金乡县组织学生到王金乡县组织学生到王

杰广场开展国防教育杰广场开展国防教育

活动活动。。

在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王杰村在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王杰村，，群群

众观看路边设立的王杰故事标牌众观看路边设立的王杰故事标牌。。

王杰曾救下的民兵之一李彦清为应

征青年讲述王杰故事。

江苏省邳州市“王杰民兵连”民兵进

行水上救援训练。

王杰生前所在

部队官兵进行刺杀操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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