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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斑斑旧信笺，殷殷家国情。

炎炎夏日，海军某潜艇支队举办

廉政家书展。一封封革命前辈的红色

家书，一张张写自大洋深处的信笺，吸

引官兵细细品读、久久沉思。

家书，是写给亲人看的，情至真，

语至诚。它们仿佛一扇扇心灵之窗，

从中可以看到赤子之心的深情缱绻、

真诚自白。

连日来，记者从廉政家书展出发，

辗转多个纪念馆、博物馆和英雄部队，

追寻家书背后的故事，感悟革命军人

的清白操守。

征 途 山 重 水 复 ，家 书 里
刻着军人的心路——

“注意事项”蕴含家国大义

“不要接受任何可能影响我执行

公 务 的 吃 请 ，不 要 签 收 不 明 来 历 的

快递……”

在 海 军 某 潜 艇 支 队 廉 政 家 书 展

上，记者看到科长薛锋写给妻子的一

封信，即将执行远洋任务的他，在信中

交代了这样的“注意事项”。

走上科长岗位后，因工作关系，薛

锋经常与地方人员打交道。他时刻告

诫自己严守纪律规矩，同时也担心有

人通过家属与他攀拉关系。

潜航深海日，家书抵万金。潜艇

兵扎进深海，就要孤独面对风险莫测

的航程。这样的临别嘱咐，具有怎样

的分量？

山一程，水一程。军人的征途山

重 水 复 ，家 书 里 刻 着 他 们 赤 诚 的 心

路。薛锋说，之所以在信中如此叮嘱

妻子，缘于他之前读到的一封家书。

那 是“ 共 和 国 第 九 烈 士 ”陈 毅 安

生前写给妻子的一封信。在信中，陈

毅安这样写道：“现在担任党代表的工

作，要为人家的模范，要去指导人家，

一举一动都得特别的留心……”

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这是陈毅安

心中作为一名党代表的“注意事项”。

“注意”在心，警钟在耳，就能惕厉

自省、身正影直。一路走来，记者还见

到 这 样 两 封 家 书 ，里 面 均 提 到

“钱”——

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

博物馆，红军早期高级将领刘伯坚写

给兄嫂的一封信字字动人。他在信中

说 ：“ 我 为 中 国 革 命 没 有 一 文 钱 的 私

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

嫂……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

人……”写完这封信几天后，刘伯坚英

勇牺牲。

四川南充，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

内，陈列着一封朱德 1937 年写给戴与

龄的信。因参加革命，朱德当时与家

人失联 10 多年。得知远在老家的生母

和养母生活困顿，他不得不写信向好

友求助：“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

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

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

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

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

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信中，朱德

坦诚告诉好友：“此款我亦不能还你，

请作捐助吧。”

“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

如 此 、清 廉 如 此 ，让 人 肃 然 起 敬 ！”

习主席曾作出这样的评价。

这些革命先辈是何等的清廉、何

等的自律！1949 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

雷登对国民党军官说：“共产党战胜你

们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廉洁，以及廉

洁换得的人心。”

“注意事项”蕴含家国大义，也决

定战争胜负，今天更是弥足珍贵。

不久前，记者到国防大学采访，恰

逢某系正在组织研究生招生。络绎不

绝的咨询中，也夹杂着一些来自亲戚

朋友的“招呼”。面对这些请托，该系

领导态度鲜明：“招生录取必须一切以

成绩为准绳，这是原则，也是底线。”

这“注意事项”中蕴含的道理显而

易见——

刘伯承元帅曾说，军官培养是最

艰巨的战争准备。今天我们要像前辈

那样打胜仗，就必须像前辈那样秉持

操守，决不能耽于私情，在这个“最艰

巨的准备”上留“后门”！

防止家人出界越线，才能
守牢廉洁底线——

“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

不同的时代，相同的选择。

仲夏，陆军某旅一堂党课上，两封

跨越 60 余年的家书，成为培塑官兵思

想作风的生动教材。

记者置身课堂，只见一张截图投

影到屏幕上——“能不能选晋军士，得

看你的能力素质，能力强自然榜上有

名，如果能力不够，留下来也适应不了

部队发展……”

（下转第三版）

下图：官兵参观红色家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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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写给身边最亲密的人，倾吐

心底最深处的话。

追 寻 一 封 封 家 书 ，我 们 发 现 ，无

论 战 争 年 代 的 红 色 家 书 ，还 是 今 天

的“ 电 子 家 信 ”，都 传 递 着 共 产 党 员 、

革 命 军 人 特 有 的 亲 情 观 、人 情 观 ，让

人 读 来 感 受 到 穿 透 岁 月 、动 人 心 魄

的力量。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

产”“爸爸不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

“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

这一句句赤诚之言，今天依然警示着

我们：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

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唯有

以“ 革 命 理 想 高 于 天 ”的 品 格 正 心 明

道，方能抵御金钱名利的诱惑、“人之

常 情 ”的 干 扰 ，在“ 我 将 无 我 、不 负 人

民”中成就崇高。

字里行间见赤诚

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具有鲜明的

党性。恪守党性原则、坚守风骨品格，

是政治干部立德修身干事的基石。

政治干部之所以有“党代表”的政治

殊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党性原则。

谭政同志始终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盲

从、不苟同，老一辈革命家评价他“敢于坚

持原则，同党内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一

生都是如此”。黄克诚同志讲党性、抓党

风“不怕撕破脸皮”，被赞誉为“党内夸刚

正，人推黄克诚”。有一次，商业部领导在

丰泽园饭庄请客吃饭搞特殊化，结账时少

付钱。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

务书记黄克诚派人查实情况后通报全党，

还在《人民日报》上对此事作了公开披

露。政治干部要当“斗士”、不当“绅士”，

敢于直面矛盾，勇于揭露问题，让歪风邪

气没有生存的土壤和条件。

讲真话、报实情是政治干部有公心、

有正气的重要体现。毛泽东同志曾在

《党内通信》中重点谈了“讲真话问题”，

文中写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

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

亏”。谭震林同志要求干部汇报时“有一

说一”，反对掩盖问题，强调“群众需要真

实，不需要吹嘘”。弄虚作假、回避问题，

本质上是不担当不尽责，根源是党性不

纯、私心作祟。凡事以个人利益为考量，

就会罔顾党和军队的利益。政治干部以

党性立身做事，就是要把说老实话、办老

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

重要内容，常修常炼、常悟常进。

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把

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当前，打

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进

入关键紧要阶段，还面临不少现实障碍

和问题隐患。政治干部要带头强党性、

讲原则，同一切影响打好攻坚之战的不

良思想、不良风气、不良倾向作斗争，凝

聚起部队上下奋斗奋进的强大意志力

量。越是任务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化党

委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要带头严格

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一切工作置于党

委统一领导之下、一切重要问题由党委

研究决定，加强对重大事项的科学决策

和实质把关。挑战交织、矛盾叠加面前

最见党性。要带头弘扬斗争精神，讲真

话报实情，讲团结但不搞一团和气，该

担当时坚决挺身而出，该斗争时必须果

断亮剑，把政治干部坚持原则、坚守真

理、敢抓敢管的样子立起来。

恪守党性原则 坚守风骨品格
—牢固立起政治干部形象威信系列谈②

■本报评论员

江苏省淮安市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

园内，棵棵青松傲然挺立。

讲解员程天伦向前来瞻仰的参观者

介绍：“纪念园里的‘八十二棵松’，象征

着在这里捐躯的 82 烈士。”

1943 年 3 月 18 日，为掩护大部队和

群 众 转 移 ，新 四 军 3 师 7 旅 19 团 四 连

82 名官兵在刘老庄，同千余名日伪军殊

死战斗。从拂晓战至黄昏，官兵连续打

退敌人多次进攻，最终因寡不敌众，全部

壮烈牺牲。

战 斗 结 束 后 ，当 地 群 众 感 念 82 烈

士 壮 举 ，为 他 们 堆 起 一 座 3 丈 高 的 土

墓。抗战胜利后，土墓扩建为八十二烈

士陵园。2009 年，更名为新四军刘老庄

连纪念园。

青松挺拔苍翠，英雄后继有人。82名

官兵牺牲后，7 旅重建四连，当地群众挑

选 82 名青年补入该连，命名为“刘老庄

连”。此后，“刘老庄连”南征北战，战辽

西、夺平津、转淮海、渡长江、解放海南

岛，成为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连队。

进入新时代，第 82 集团军某旅“刘

老庄连”出色完成跨区演习、国际维和、

抗洪抢险等任务，先后 7 次集体立功。

今年 3 月，“刘老庄连”所在部队向

纪念园捐赠了新时代“刘老庄连”影像、

文字资料以及官兵赴南苏丹维和前立下

的军令状。捐赠仪式上，“刘老庄连”戴

指导员说：“这是我们对先辈的告慰。作

为英雄传人，我们要传承生命不息、战斗

不止的精神，不断续写新的荣光。”

同根同源，“刘老庄”这个地名，把两

个连队紧紧联系在一起。2022 年，“刘

老庄民兵应急连”与“刘老庄连”结成共

建对子，建立“兵员双向补充、教育双向

拉动”机制，深化血脉联系，共同传承英

烈精神。

“82 烈士是为了保护群众牺牲的。

我们民兵作为战时应战支前、平时应急

救援的力量，也要当好英雄传人。”民兵

连指导员宁民跃说。

去年 7 月，淮河流域洪水袭来，盱眙

县东风大堤多处出现渗漏，形势危急。

正在轮训备勤的“刘老庄民兵应急

连”奉命跨区支援。大堤上，他们叫响口

号，誓向革命先辈那样：“人在阵地在！”

大家奋战 6 昼夜，加固堤坝 6000 多米，确

保洪峰安全过境。

82 年后的今天，纪念园里 82 棵青松

亭亭如盖。纪念园管理中心负责人石明

闯告诉记者，园中的树木还有着一段特

别的故事——

当地村民发现，园中有几棵树上掉

落的果实味道香甜，他们将这些树称为

“福树”。后来经农科院专家鉴定，“福

树 ”是 碧 根 果 树 ，适 宜 在 当 地 种 植 。

2014 年以来，刘老庄镇将种植加工碧根

果作为主导产业，碧根果成为当地群众

的“致富果”。

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到乡村振兴的

今天，82 烈士精神始终鼓舞着这片红色

热土上的干部群众和千里之外的“刘老

庄连”官兵。

在“刘老庄连”宿舍楼前，有一棵挂

着“八十二棵松”牌子的小树。这是 4 年

前，该连干部参加 82 烈士牺牲纪念日活

动时，专门从纪念园带回的。

“每当看到这棵树，我们就会想起

牺牲在刘老庄的 82 位先烈。”戴指导员

说，“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不忘来路、接续

奋斗。”

青 松 永 志 英 烈 名
■李昱勋 本报记者 王 钰 特约记者 李弘非

浪潮翻涌，战舰列阵。

急促的警铃骤然响起，海军某护

卫舰支队资阳舰主炮区队长、一级军

士 长 马 少 利 ，如 离 弦 之 箭 冲 向 战 位 。

瞄准、锁定、击发……“轰！轰！”炮弹

出膛、烈焰喷涌，精准命中目标。

这样的速度与精度，是马少利 27

年如一日精武强能的结果，也是新时代

革命军人坚守战位精钻细研的写照。

“有准备才能有机会，所有努力都

不会白费。”新训期间，马少利因理论

知识扎实，被选中参加某型主炮专业

比武，和战友取得团体第一名的好成

绩。新训结束，本以为能分到主炮班

的他，却被分配到某导弹护卫艇担任

高射机枪手。

心愿未遂，他没有消极懈怠，而是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默默观察学

习主炮操作。时间一长，他有了疑惑：

放着电动射击不用，主炮兵为啥常选

择手摇操纵？

“ 电 动 射 击 故 障 率 较 高 ，一 旦 设

备 坏 了 不 好 修 。 采 用 手 摇 操 纵 虽 然

减少了一定的射击提前量和精度，但

相对稳定。”主炮班长的解释，让马少

利心里留下个疙瘩。此后，他一有时

间就向主炮班战友请教，还借来主炮

系 统 电 气 分 布 图 研 究 ，记 下 厚 厚 一

本笔记。

经过不懈努力，马少利终于转岗

成为主炮兵，攒了几年的想法和热情

随之喷涌而出。一次考核，马少利向

艇长建议采取电动射击，并立下军令

状。最终，他通过电动射击成功命中

目标，在单位一“炮”而红。从此，马少

利更加痴迷深研主炮原理，逐渐掌握

多型舰炮结构特点。

那一年，海军组织舰员维修技能

比武。马少利积极报名参加，但心里

有点犯嘀咕：比武项目涉及很多专业，

有 些 自 己 不 熟 悉 。“ 大 不 了 从 头 开 始

学！”备战期间，他在完成本专业学习

训练之余，经常到工厂和兄弟单位“取

经”。最终，他在比武中拿下 3 项满分，

夺得专业组第一名，并被评为“专业技

术能手”。

荣誉加身，脚步未停。某新型国

产舰炮即将列装，马少利反复研究图

纸，发现某系统设计存在改进空间，便

向厂方提出多项革新意见并被采纳。

他创新提出的“快速瞄星法”，大幅缩

短校准时间，被战区海军推广使用。

这些年，马少利先后在 4 型舰艇、

6 型舰炮岗位上工作。每次执行任务，

他都留心总结经验，累计写下 15 万余

字的笔记，对舰体摇摆幅度等对舰炮首

发命中率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提 及 马 班 长 ，战 友 都 赞 不 绝 口 ，

“他总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些年，马少利接到的求助电话越来

越多。只要有人请教，他都耐心解答、

倾囊相授。“这样传帮带效率不高，最

好能对经验知识进行系统性总结。”马

少利提出编写一套教材，供舰员参考

学习的想法，得到上级支持。

（下转第三版）

上图：马少利（右）带领战友开展

战位操演。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礼鹏摄

海军资阳舰一级军士长马少利—

战 舰 破 浪 我 为 锋
■林庆港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特约通讯员 刘礼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