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的崇州氤氲着湿润的雨

雾，露萍广场上，张露萍烈士雕像巍然

矗立。她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仿佛仍

在凝视着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又至

石榴花盛开的季节，市民自发聚集在露

萍广场，擦拭雕像上的灰尘，献上一束

鲜花。而我，作为当年雕像揭幕时的见

证者，每每驻足于此，耳畔总会响起那

句铿锵有力的川音：“要杀就杀，莫碰我

的头发！”

1985年深秋的一天，革命英烈张露

萍的家乡崇庆县（今崇州市）罨画池畔，

矗立起一座汉白玉雕像。彼时，我在驻

地某部任宣传干事。清晨，我攥着刚写

好的通讯初稿，火急火燎赶往现场采集

细节。当阳光穿透薄雾，为雕像镀上一

层金辉时，我分明看见这位年轻的革命

者穿越时空，将我们的目光引向那段血

火交织的历史。

张露萍，原名余硕卿，1921 年生于

四川崇庆县。“七七事变”爆发后，年仅

16 岁 的 张 露 萍 毅 然 投 身 抗 日 救 亡 斗

争。当年冬天，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

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同志的

帮助下，张露萍与十余名进步青年秘密

离开成都，跋涉千里奔赴延安。

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期间，张露萍勤学苦练，以优异成绩完

成学业。作为文艺骨干，她常常挥动着

双臂，指挥上千人高歌：“河里水，黄又

黄，日本鬼子太猖狂……这样活着有啥

用啊，拿起刀枪干一场。”陕北的风沙与

抗大的号角，锤炼出张露萍坚定的革命

信仰。1938 年 10 月，张露萍光荣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39年深秋，张露萍告别了生活近

两年的延安，受党派遣潜入重庆军统局

电讯总台，建立地下联络站，构建了一个

党的“红色电台”。他们及时准确地提供

了许多重要情报，使党组织多次躲过敌人

的破坏，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

掌握。在艰苦环境中，支部发展至7人。

次年春，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

露萍等 7 人全部被捕，被关押在重庆白

公馆监狱。面对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

等同志始终没有屈服。敌人用尽酷刑，

还是一无所获，后将他们 7 人转押到贵

州息烽集中营。

1945 年 7 月 14 日，在生命的最后

时 刻 ，她 身 穿 一 袭 浅 咖 啡 色 连 衣 裙 ，

让难友为她化了最后一次妆，便坦然

无 畏 地 走 向 刑 场 。 在 通 向 刑 场 的 路

上 ，张 露 萍 领 着 战 友 们 高 唱《国 际

歌》，用 尽 全 身 的 力 气 高 呼 ：“ 打 倒 国

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因身份隐秘，张露萍的英名一度被

湮没。1983 年，经叶剑英等领导同志

证明，张露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骨

迁葬快活岭烈士陵园。如今，张露萍的

英雄事迹早已传遍巴山渝水。重庆市

歌舞团创作的舞剧《绝对考验》，艺术再

现了这位巾帼英烈的革命人生。

七一前夕，我们几位老兵带着软毛

刷、抹布和清水，前往露萍广场为雕像

除尘。老赵抚着雕像底座感慨：“当年

咱们几个一起修改你写的稿子，你总担

心我们删减她的英勇事迹！”老李接道：

“记得文章刊发后，兄弟部队都来广场

开展主题教育。”

我们正谈论着，突然有人凑过来

问：“你说，这姑娘是该穿阴丹士林布旗

袍，还是该穿灰布军装？”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一个老者正对着雕像，在画簿上

勾勒张露萍烈士的英容。我盯着雕像

底座上烈士生平简介里“军统局电讯总

台”几个字，一拍大腿说：“你就照着国

统区贵妇的样子来，但在什么地方得藏

着一颗五角星或一朵石榴花！”

我突然想起张露萍在狱中写的诗

《七月里的石榴花》：“七月里山城的石

榴花，依旧灿烂地红满枝头……石榴花

开的季节，先烈们曾洒出了他们满腔的

热血，无数鲜红的血啊，汇成了一条巨

大的河流……我们要去准备着更大的

流血，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雨又落了，我轻轻拂去雕像上的水

珠。光阴流转，她的笑靥仍如石榴花般

炽烈——“无数鲜红的血啊，汇成了一

条巨大的河流！”这河流，终将奔向民族

的伟大复兴。

七月里的石榴花
■黄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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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光阴，匆匆而过。好兵张楠，一

个英勇而深情的名字，已经在我们心中

沉淀成永恒的纪念。每当回想起那段与

张楠班长并肩作战的日子，我的心中便

激荡起无尽的波澜。

在新兵连的时候，我就听说张楠班

长以带兵严格出名，他带的班也成了大

家口中的“尖刀”班。加入“尖刀”班，是

每个新兵心中的向往，而我非常幸运地

实现了这个梦想。

张楠班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皮肤白

净、眉目清秀。入班第一天，他热情地迎

接了我：“曹江伟，欢迎来到二班，我是你

的班长张楠。”他面带微笑，那笑容如此

亲切，甚至透露出一丝可爱。

然而没过几天，我便发现这位看似

温和的班长，在训练时总比别的班长要

求更高、更严。渐渐地，我的心中也生出

了一丝抵触。

在一次战术训练中，我仗着体能优

势，对动作细节有些漫不经心，以为只要

速度够快就能应付过去。张楠班长一眼

看穿了我的心思，但他并没有责备我。

烈日下，他一遍又一遍地为我作示范，从

低姿匍匐到战术跃进，每一个动作都严

谨 规 范 ，每 一 处 细 节 都 讲 解 得 细 致 入

微。汗水浸透了衣衫，他却没有一丝不

耐烦。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了他的执

着与认真，也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人

素养。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褪去了初到军

营时的自负与散漫，一步步成长了起来。

2014 年 12 月，我陷入了走与留的抉

择困境。两年的军旅生涯，我的各项军

事素质突飞猛进，唯独跪姿射击成绩始

终起伏不定。眼看转改警士的机会可能

就此错过，我内心焦灼不安。就在这时，

张楠班长主动找到我，陪我一起加练。

记得那天刚下过一场雪，训练场上仅剩

一块干燥的地方，他让我在那里练习跪

姿据枪，而自己却在一旁冰冷的雪地里

为我作示范。正是他这种不抛弃、不放

弃的陪伴，以及手把手地耐心指导，让我

重新燃起了训练的热情。最终，我通过

了考核，顺利转改警士。

张楠班长曾说，在部队只有素质过

硬、作风扎实的人才有机会入党。我暗

自下定决心，要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用实际行动向党组织靠拢。但一次、两

次、三次，我递交的入党申请书始终没有

得到组织的批复。难道自己还达不到成

为一名党员的条件？我开始对自己产生

了些许怀疑。

当了解到张楠班长从入伍开始，每

年“七一”前夕，都要向党组织递交一份

入党申请书，历时 7 年，从未间断，最终

如愿加入党组织的故事后，我不再怀疑

自己，而是将对入党的向往和追求化作

训练和工作的动力。

2015 年 7 月 1 日，在鲜艳的党旗下，

我和战友庄严地进行了入党宣誓。之

后，我通过邮件将这一消息告知了远在

索马里执行任务的张楠班长。他回信中

的字字句句都充满了鼓励，温暖了我的

心底。

喜悦的心情并未持续太久，张楠班

长牺牲的噩耗就如晴天霹雳般传来……

7 月 26 日，中国驻索马里使馆所在

地遭遇袭击，担负警卫任务的张楠班长

倒在了血泊之中，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

在了异国他乡。

“军人是一个神圣而光荣的职业，我

为能穿上这一身军装，站在驻外使馆守

卫自己的领地而感到自豪……”在张楠

班长英勇牺牲后的第 5 天，中队党支部

意外地收到了这份迟来的思想汇报。

在战火纷飞的索马里，由于邮路不

畅，张楠班长费尽周折才找人帮忙带回

这封信。然而，信还未到，他却已英勇牺

牲。这封信蕴含着他的选择、承诺和坚

定的信仰。

细品张楠的人生轨迹，在他每一次

的选择与取舍中，我们得以窥见他心灵

深处那份最坚定的信念。他在日记中写

道：“如果祖国需要，我就是一颗上膛的

子弹！时刻准备着。”在 11 年的军旅生

涯中，他用满腔热血践行着自己的青春

誓言。

张楠班长牺牲后，总队决定将我们

二班命名为“张楠班”。成为“张楠班”

的一员，是支队每名士兵追求的至高荣

誉。而我作为“张楠班”资历最老的一

员，也承担起了为一茬茬新战友讲述张

楠班长成长故事的任务。每一次讲述，

我都能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力量，那

是张楠班长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去年，我代表支队参加了总队组织

的比武。面对陌生的场地和环境，我突

然回想起 10 年前的一幕。那是我首次

参加比武，在 5 公里武装越野的路途中，

严 苛 的 条 件 、恶 劣 的 天 气 让 我 疲 惫 不

堪。我紧跟在张楠班长身后，看着前方

的 队 伍 越 来 越 远 ，步 伐 变 得 越 来 越 沉

重。当我踉跄的脚步开始偏离队伍时，

张 楠 班 长 刻 意 放 慢 了 脚 步 ，回 头 望 向

我。他沙哑却坚定地喊出“坚持”二字，

目光中仿佛有两团火在熊熊燃烧。那份

对胜利的渴望如同一束光照穿迷雾，瞬

间点燃了我心中的斗志。我高喊着“坚

持”，与战友们一同向终点发起最后的冲

锋……此刻，我眼前似乎又浮现出张楠

班长的身影，耳边仿佛回荡着他的鼓励

声。我咬紧牙关，努力克服生理和心理

极限，最终获得比武搜排爆专业第一名。

10 年间，我觉得张楠班长并没有远

去。他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行进的队

列里、火热的训练场上，到处都有他向前

冲锋的身影。

“人人当好兵，个个学张楠。有灵

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忠诚卫士永

向党，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如今，这

首《好兵张楠》已被官兵广为传唱。一批

批官兵在张楠班长“忠诚、精武、血性、奉

献”的精神感召下成长，用实际行动传承

着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英雄的光芒

永远闪耀在军旅人生路上。

当
一
名
好
兵

■
曹
江
伟

沿 着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军 垦 博

物馆向北步行数百米，一幢保留完好

的亮黄色苏式建筑映入眼帘。这里

曾是陶峙岳将军的办公居住旧址，也

是石河子新城建设和兵团屯垦戍边

事业的指挥部。有位年轻人参观结

束后在留言簿上动情写道：“我从陶

峙岳将军微薄的遗产中，看到了共产

党人以身许国的赤诚之心。”

1949 年 9 月 25 日，时任新疆警备

总司令陶峙岳率驻新疆的国民党官

兵通电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为和平解放新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

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伟大

的历史壮举，使新疆各族人民免受战

乱之苦，把一个完整、和平的新疆交

给了新中国。

起义部队整编后，陶峙岳先后任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第 22 兵 团 司 令 员 、

西 北 军 政 委 员 会 委 员 、新 疆 军 区 副

司令员兼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

令 员 。 1954 年 ，第 22 兵 团 编 入 新 成

立 的 新 疆 军 区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陶 峙

岳每天更加忙碌了。为了贯彻党中

央关于垦荒戍边、保境安民的指示，

陶 峙 岳 干 劲 十 足 ，白 天 到 农 场 指 导

工 作 ，晚 上 很 晚 才 会 入 眠 。 他 以 花

甲之年，与广大官兵打成一片，同甘

共苦，在人烟稀少的戈壁瀚海中，克

服 重 重 困 难 ，超 额 完 成 了 上 级 部 署

的任务——实现了当年蔬菜肉食和

粮 食 自 给 或 大 部 分 自 给 ，打 赢 了 屯

垦戍边的第一仗。

与此同时，陶峙岳积极支持和参

与 石 河 子 新 城 的 建 设 ，使 原 来 只 有

200 余人的小村庄，发展成为绿树成

荫、道路整齐、工厂林立、农工商综合

发展的新型城市。在这背后，离不开

陶峙岳和一代代军垦人的辛勤付出。

1955 年，陶峙岳因功绩卓越，被授予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

解放勋章。从那以后，他更加热忱地

投入新疆建设中。在他的带领下，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

在新疆工作的 20 多年里，陶峙岳

一直住在老房子里。王震将军提出为

他换所新房子，他坚决不同意，认为国

家百废待兴，作为高级领导，不应只顾

自己享受。1970 年，陶峙岳离休回长

沙定居，从新疆只带走了 50 年代自己

掏钱购买的一张桌子、4 个凳子、4 把

藤椅、两个箱子和简单的行李。回到

长沙后，他挤住在大儿子家中。房子

年久失修，墙灰剥落。湖南省军区打

算为他修缮房屋，被他多次婉拒。他

说：“国家现在还不富裕，不必花那个

钱了，我住这里习惯了。”直到 1975 年

初秋，他才在省军区家属院内分得了

一处新住所。

入党，是陶峙岳一生的梦想。他

总感觉自己没有达到一名党员的标

准，坦言“是所愿也，不敢请也”。1965

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陶峙岳向组织

郑重提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后

来 ，这 份 申 请 被 搁 置 了 下 来 。 1982

年，此时的陶峙岳已是 90 岁高龄，他

再次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同年 9 月，

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陶峙岳正式

加入中国共产党。

陶 峙 岳 生 活 极 其 简 朴 。 他 与 家

人同吃粗茶淡饭，饮食以素食为主，

从 不 铺 张 浪 费 。 穿 衣 方 面 ，他 只 求

干 净 整 洁 ，从 不 讲 究 。 他 的 内 衣 裤

上 有 补 丁 仍 继 续 穿 ，一 套 毛 线 衣 裤

穿 了 30 多 年 ，破 了 就 让 女 儿 修 补 。

家人多次劝他换新的，他总是说“这

不是蛮好吗？”

陶峙岳如此节俭，不知情的人猜

想他一定有不少积蓄。可他逝世时，

所留遗产仅有 3000 多元国库券和 6 柜

书籍，别无贵重物品和钱财。王震将

军回忆：“新疆在解放以前，只有几个

很 小 的 手 工 工 场 ，没 有 现 代 化 的 工

业。为了发展新疆的经济，新疆分局

和新疆军区动员新疆全体官兵，节衣

缩食，紧缩经费，筹措资金，发展工业，

陶峙岳倾长期的积蓄，拿出 1000 元现

大洋和几条‘黄鱼’（金条），交给军区，

用以购买机器设备。我担心他开了这

个头，使原先起义的官兵作难，动员他

收回去。他深感这种想法周到，就相

请代为‘保密’。我看他一片真诚，就

收下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陶峙岳对

建设新疆、建设祖国的满腔热情。陶

峙岳生前也曾多次说：“钱财之好，是

人之常情，我非不好财也。不过在名

誉与钱财两者之间，要权衡轻重，更不

能见利而忘义。”

1988 年 12 月 26 日 ，陶 峙 岳 在 湖

南长沙病逝。王震将军评价说：“陶峙

岳毕生为国，堪称楷模。”

开国上将九旬入党
■王 宁

营区外不远的临海山坡上，有一条

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像一条黄里透白

的玉带，轻轻环绕在山腰间。

清晨时分，我重访故地，沿着松软如

毯的小道，登上山顶炮台。蓝天下飘浮

着灿烂的云霞，海风拂面而来，带着轻柔

的暖意。道旁松柏苍翠挺拔，脚下青草

郁郁葱葱，山林间充盈着蓬勃生机，令人

心旷神怡。

记得刚入伍的第二天清晨，老班长

就带着我们几个新兵来到山坡上。我天

真地问班长：“这条小道是自然形成的，

还是人工铺设的？”

班长没有嘲笑我的无知，而是沉思

了一会儿，说：“是鲜血铺成的。”接着，他

给我们讲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故事：抗战

时期，这里曾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日军

凭借山头堡垒的火力，疯狂封锁我大部

队的进攻。爆破分队一批批冲上去，又

一批批倒下。眼看着战友们接连倒下，

受重伤的爆破分队长强忍剧痛，带着分

队绕到山峰侧面，艰难地向上攀登。经

过顽强突击，他们终于端掉了敌人的堡

垒，为大部队占领山头铺平了道路。战

斗结束后，人们才发现，分队长爬过的山

径，已凝成一道暗红的路……

听了班长的讲述，我仿佛看到了勇

士冲锋的身影，闻到了刺鼻的硝烟。从

那一刻起，这条普通的小道就深深镌刻

在我的记忆里。即使在离开部队几十年

后，它依然牵动着我的心。每当我有机

会回到这座城市，必定会重走这条小道。

此刻，我仿佛置身于仙境：清新的青

草香沁人心脾，潮水声轻柔地拍打着耳

际，迎风展翅的海鸥时而掠过礁石和松

林，盘旋在我的头顶……

突 然 ，一 阵 口 号 声 打 破 了 这 片 宁

静。回头望去，只见一队水兵沿坡而上，

正在山间跑操。当队伍隐入松柏林间，

那昂扬激越的口号声仍在山坡上回荡，

久久不息。

山 间 小 道
■彭化义

爷爷的唢呐在深情诉说

诉说着太行山上的壮怀气魄

唢呐经历了抗战的血与火

一面面战旗迎风飘舞

多少生命铸成岁月底色

多少卫国壮举耸立成丰碑一座座

一道道抗战的印记如车辙

烙在爷爷的前额

映在我的眼窝

泣血的声音，在耳畔起起落落

泣血的音调，在心海曲曲折折

仿佛心与心撞击，火花在闪烁

有高亢，有低吟

旋律似红霞在天边轻轻飘过

回响在爷爷的眼眶

流淌在我的心窝

泣血的唢呐

■杨立新

百团大战（油画） 孙立新作

人在军旅

致敬我们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