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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声音清脆甜美，动作干净利
落，一双灵秀漂亮的大眼睛，显露出巾
帼不让须眉的果敢与干练。11月底，在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赓续血脉，
矢志强军”讲红色故事比赛现场，女军
官耿欣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由此，一
家三代从军的故事，走进笔者的视野。

2015年 3月的一个黄昏，一位鲐背
老人的生命走到尽头。弥留之际，老人
指了指身边最小的外孙女，嘴角微微颤
抖了几下，还没把话说完，便永远闭上
了眼睛。

老人临终前到底想说什么？一家
人不得其解。后来一次机会，耿欣和小
舅耿佃锋（随母姓）来到山东省淄博市
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第一次亲
眼看到了外公常常提起的那支步枪。

穿越历史的烽烟，透过时间的回
眸，这支锈迹斑斑的步枪记忆定格在
1937年12月26日。17岁的马洪南参加
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可起义之初，
部队全部的家当，只有 3支步枪。那
时，马洪南的愿望就是能有一支枪，一
支属于自己的、能够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的枪。

1938年 2月，马洪南加入中国共

产党。入党后，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是攻打淄川县。临行前，上级将一支
刚刚缴获的步枪交到他手里，并告诫
说 ：“ 记 住 ，枪 听 你 的 话 ，你 听 党 的
话。”进攻开始，他一马当先，冲在奋
勇杀敌的最前面，竖云梯、爬城墙、杀
鬼子、开城门……突然一颗手榴弹在
他身边炸响，但即使负伤昏迷，他也
仍然紧紧握着枪。这支步枪成了马
洪南革命生涯的“伴侣”。陪伴着他
辗 转 大 江 南 北 ，多 次 立 下 战 功 。 后
来，那支步枪被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
纪念馆收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军建设刚刚
起步，组织又选派他到南京海军学院
从事海军人才培养工作，这一干，就是
33年。

这些年来，马洪南先后将妺妺、儿子
和孙子等共 10人送入军营。每次送行
前，他总会叮嘱家人：“枪听我的话，我听
党的话。”耿欣小舅耿佃锋受父亲的影
响，18岁参军入伍。入伍前，马洪南特意
带儿子来到纪念馆。面对那支步枪，耿
佃锋立下誓言：“踏着父亲的足迹，奉献
青春、建功军营……”耿佃锋没有食言，
他在部队执行过许多重大任务，多次立

功受奖。去年转业后，耿佃锋主动当起
征兵宣传志愿者，走家串户宣讲入伍政
策，鼓励一批有志青年参军。

耿欣说，童年时光里，经常会听外
公讲起当年的战斗故事，每次都听得入
神，经常追着外公好奇地问这问那，特
别是那支步枪的故事，她听了无数次都
觉得不过瘾。

这一次，站在外公使用过的步枪
前，耿欣终于明白外公临终前要对她
说的话。2015年 9月，耿欣放弃令人羡
慕的山东电视台主持人的工作，携笔
从戎，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士兵。
从此，老英雄马洪南的后代又多了一名
军人。

自从穿上军装那一刻，耿欣铭记那
句教诲——“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
经过两年的艰苦磨炼，从一名优秀大学
生士兵成长为一名排长。

今年 10月，耿欣有幸被选拔参加
全军“赓续血脉，矢志强军”红色故事讲
解员大赛，她把外公马洪南那段革命故
事搬到了讲台上，赢得台下官兵热烈的
掌声。

一句教诲，一生忠诚、一句誓言，一
生践行。日前，耿欣一家三代11人从军

报国的故事在该部引起反响。不少官
兵表示：要以他们为榜样，扎根军营、矢
志精武，努力为实现强军目标作贡献。

上图：耿欣正在进行跨越障碍训
练。 崔世华摄

“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

一支步枪寄托三代军人报国情
■顾丁丁 张 宁

《吴子兵法》有云：“不和于国，不
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
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
以决胜。”作为一个战斗队，要形成强
大的战斗力，打出去是一个整体，挥
出去是一个铁拳，离不开“心和”。只
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谋往一
处用，才能彰显战斗队的无比威力，
胜敌于血与火的战场。这种“心和”
就是官兵之间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
革命情谊。

红军时期，我军就形成了官兵一
致、情同手足的关系。1929年，古田
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官兵之间只有
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
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
级。”这种亲如兄弟、生死与共的纯洁
革命情谊，才凝聚起人民军队攻坚克
难、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

然而，随着炮声远逝、硝烟散去，
长期的和平环境，使得部分官兵对甘
苦与共、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的重要
性缺乏感同身受。特别是曾有一段
时间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有的干
部在士兵中嫌贫爱富，搞你亲我疏；
还有的带着官僚习气，自视清高，看
不起士兵，出现“离兵现象”；更有甚
者搞小团体、小山头那一套。这种不
正常交往，是政治意识淡薄的表现，
严重损害了官兵关系，无形中削弱了
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

最是纯洁战友情。军营是社会
风气的净化器，人民军队作为精神文
明建设和道德风尚的引领者，更应该
培养官兵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革命
情谊。正所谓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
子，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敢于叫响

“看我的”，就是要让战士切实感受
到，干部就是那个和他们一起攻坚克
难、生死与共的人。面对危机敢于挺
身而出、面对矛盾问题敢于迎难而
上、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这才是
带兵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该有的责任
担当。因此，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有
责任作出表率，弘扬新风，用自身的
一言一行引导官兵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让官兵看到，拉关系不是进步的
捷径，而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小团
伙不是真团结，而是对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的破坏。

总而言之，没有平时的甘苦与
共，就没有战时的生死相依。所以
说，只有官兵平时一起训、一起苦、一

起干，关乎切身利益的事，一碗水端
平，一把尺子量长短，才能培育出生
死与共的战友情。

“官兵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
能敌。”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历史一
再告诉我们，官兵之间有了甘苦与
共、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人民军队
就能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只要
始终保持这种革命情谊，就能构筑起
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

永
葆
甘
苦
与
共
的
革
命
情
谊

■
周

新

王

宇

黑龙江省龙江县

开展争当优秀民兵活动
本报讯 刘艳军、宋洪伟报道：11

月底，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武部在全体民
兵中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当优秀民
兵”教育活动，通过专题教育、基干民兵
签名、“我奋斗我精彩”演讲等形式，引导
民兵树牢政治意识，积极投身军事训练，
人人争当优秀民兵。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

完善方案提升训练质效
本报讯 马永刚报道：11月底，辽

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人武部针对部分应急
分队训练方案与遂行任务结合不紧等问
题，组织干部深入调研摸底，倾听民兵呼
声、收集意见建议，有针对性地对抗洪抢
险、维稳处突等10多项训练方案进行了
完善，并组织开展针对性训练，先后破解
了多个难题，提升了训练质效。

西藏军区某部

特色产业助力整村脱贫
本报讯 金成昊报道：西藏军区某

部紧紧依托扶贫产业，坚持集约、特色、
高效、持续的原则，大力推行“合作社+
贫困户”产业发展模式，着力打造牧业养
殖小区、畜禽养殖合作社等特色产业项
目，为贫困群众找到一条稳妥、长效的增
收之路。贫困户张龙说：“部队帮助我们
村发展特色产业，如今村里的群众摆脱
了贫困，走上了致富路。”

11月底，山东省军区泰安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充分利用身边红色资源，
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效果。图为离休干部周世英正在给现役
官兵和文职人员讲革命故事。

毕晓阳摄

11月底，驻守在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库鲁木都克边防连组织即将退役老兵，前往海拔3800多米的某重
要山口进行最后一次巡逻，为军旅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刘南松摄

本报讯 罗永传、李中侠报道：到
了年底盘算收入，山东省枣庄市坛山
街道贫困户刘永平高兴得合不拢嘴。
他说：“今年能多收入几千元钱，多亏
了有民兵，他们来了 10多趟，真是帮了
大忙！”

去年，刘永平在街道办帮扶下承包
了土地搞养殖。挂牌成立当天，街道办
民兵应急指挥排骨干刘长城等 3人，带
着技术手册主动登门，一边传授养殖经
验，一边协助进行安全防疫检测。

坛山街道办副书记杨帆介绍说，随着
区一级民兵分队力量日趋建强，他们按照

“聚合力、促脱贫、强项目、助增收”的工作
思路，让民兵骨干在玩具加工、光伏发电
等11个扶贫产业项目中发挥作用。

玩具加工厂成立后，带动了许多社

区贫困户就业。然而，在运营初期也遇
到了难题：有些工人年龄偏大，隔三岔
五告病请假；有的手工活能力偏弱，返
工量较大，导致生产效率低……鉴于
此，街道办研究成立民兵医疗服务和手
工技能培训队，定期给贫困户提供上门
体检、送医送药等服务；分期组织技能
培训，让民兵骨干“一对一”跟踪帮带。

“年过半百的人了，街道办还想着

给咱安排这么好的工作，既能为街坊邻
居服务，又能拿生活补贴。”张本艳欣喜
地说。如今，在坛山街道，像张本艳一
样 10多位贫困居民，都已走上再就业、
创业的脱贫道路。

“民兵扶贫扶到了我们心坎上。”聊
起这几年的所见所闻，刘永平感慨地
说，在民兵的帮扶下，他相信未来的日
子会越来越好。

山东省枣庄市坛山街道

民兵骨干助力贫困户脱贫

本报讯 宋浙江、记者杨明月报
道：12月1日，雪后的北京天空格外湛
蓝。在中国航空博物馆英雄广场上，
高耸的“蓝天魂”塑像在熊熊燃烧的

“胜利之火”映衬下显得愈发庄严肃
穆。9时30分，由东北老航校研究会组
织的祭奠人民航空先驱郑德烈士仪式
在这里举行。

低沉雄壮的军号声中，东北老航
校研究会会长常砢宣布祭奠仪式开
始。在场人员怀着对郑德烈士缅怀
之情，敬献了花篮和鲜花，并向烈士
三鞠躬。

郑德烈士，1911年出生，祖籍广东
汕头。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主义青年
团，大革命失败与党失去联系后考入
广东航空学校第五期学习飞行。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奉命到
延安，先后在摩托学校和抗大任教。

1938年夏，受周恩来同志派遣到

新疆从事航空训练领导和教育工作。
1940年9月，奉命撤回延安途中被国民
党扣押，在监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坚贞
不屈，1942年7月英勇就义。郑德在牺
牲前给妻子黄杰留下遗书，写道：勤于
革命，事业勿懈，则我虽死犹生。

郑德牺牲后，由于涉及党的地下
工作秘密，其档案材料全部销毁，因此
熟悉郑德情况的人非常少。1973年，
周总理专门指派人负责寻找烈士遗孤
郑庆飞，并于同年安排其与母亲黄杰
同志重逢。同时，指示将郑德烈士的
遗骨安葬在汕头烈士陵园。

2017年起，东北老航校研究会先
后在延安、西安等地查寻到郑德烈士
的历史资料以及周总理的批示、中组
部的发文等重要史料，并向空军政治
工作部递交英烈墙补刻郑德烈士英名
的报告。2019年 10月，烈士英名终于
补刻到航博英烈墙上。

祭奠人民航空先驱
郑德烈士仪式举行

本报讯 郑向前报道：11月底，笔
者走进甘肃省酒泉军分区民兵训练场
采访，只见民兵正通过会议视频系统，
收看军分区机关交班会上的“军情通
报”。内容包括国际热点和周边军情动
态。该军分区领导说：“对于民兵来讲，
边情就是军情，脚下就是战场，此举能
破除民兵心中无战事的和平积弊，增强
居安思危不忘战的练兵备战意识。”

前段时间，军分区领导调研发现，
部分民兵训练时无精打采，训练间隙忙
于刷微信朋友圈、玩手游、看快手，关注

国家安全形势少，备战打仗意识、忧患
意识不强。为此，他们决定，将军分区
机关交班会上的一些情况通报，第一时
间向民兵集训队播报，让民兵充分感受
责任担当，增强战备观念。

“军情通报”直达民兵训练场，受到
民兵的欢迎。在收看当天的“军情通
报”时，一些民兵一边观看视频，一边认
真地记录。

与此同时，他们还邀请地方院校专
家来到民兵中间，既深入解读当前国家
周边军情，又解答民兵关注的热点问

题；创办“民兵讲堂”，安排参加过维和
任务的退役军人走上讲台，讲述所见所
闻和亲身感受，面对面进行交流。笔者
在训练场上看到，短短 10多分钟休息
时间，就有 10多名民兵围绕近期国家
周边军事热点，主动亮出自己的观点。
民兵马辉兵说：“我们虽是普通民兵，但
同样肩负着守护国家安危的重任。”

据了解，此次集训民兵参训率大幅
提升，单兵战术、装备器材使用、实弹射
击等课目合格率均达到90%以上，比以
往明显提高。

甘肃省酒泉军分区

“军情通报”直达民兵训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