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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家住辽宁省锦州市的
抗美援朝老兵蒋庆泉，把从祖国四面
八方寄来的80多本军事类书籍，整齐
摆放到书架上。记者在蒋庆泉新家看
到，从卧室被褥到厨房炊具，从客厅沙
发、茶几、电视机到书房里的写字台、
台灯等，一应俱全。

“这些物件来自全国各地，而且多
数都是陌生人赠送的。”92岁的蒋庆
泉告诉记者，去年年初，辽宁省军区锦
州第二干休所领导来慰问，得知他撰
写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缺少参考资料
后，便发动官兵、员工、离休干部，“掏”
来了《抗美援朝》《40军在朝鲜》《抗美
援朝战争回忆录》等一批有参考价值
的军事书籍。许多社会热心人士也关
注此事，仅半年时间他就收到来自北
京、上海等地寄来的涉及军事、文学、
历史等方面书籍千余册。

“蒋庆泉就是那个高喊‘向我开
炮’的英雄！”锦州军分区领导介绍说，
蒋老是电影《英雄儿女》王成的原型，
参加了石岘洞北山守卫战，战斗中连
长、排长、班长都壮烈牺牲，全连 165
人最后只剩下十几人。战争结束后，
回到老家的蒋庆泉，隐姓埋名了半个
多世纪，直到2010年，经媒体披露后，
他的英雄事迹才为世人所知晓。从那
时起，社会各界掀起了向老英雄学习、
为老英雄献爱心的热潮。

为让老英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
原空军第三飞行学院政委王保群，发
现老英雄还住在几十年前的老房子
时，便联系锦州市慈善总会，并向社
会各界发出为老英雄捐款建房的倡
议。仅两个月时间，就有 300余人加
入到爱心行动之中。筹集资金到位
后，王保群还专门邀请设计专家对
老英雄的新房进行设计，从去年 6月
初开始动工，历时 5个多月，于去年
年底前完工，这是蒋老春节前的第
一喜。

“第二喜是医治好了眼疾。”蒋老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右眼里留下的残
留物一直没取出来。近年来，他的病
情逐年加重，右眼几乎失明。有的医
院因其年龄太大、手术风险高不敢治
疗。学雷锋志愿者张凤英得知这一情
况后，一边多方筹措资金，一边协调医
院，最后驱车千余公里，接老英雄到长
春做了右眼复明手术。

“第三喜是蒋庆泉独自创作的自
传体回忆录，经多方友情支援，26万
字的书稿正式完稿。”蒋老 21年前就
着手写回忆录，可由于个别手稿存放
零散，加之“稿纸”五花八门，有烟盒、
报纸、信纸，还有旧挂历、孩子用过的
作业本、废旧的硬纸壳等，出现了部
分丢失，个别章节残缺不全的现象。
见此，社会各界人士利用看望慰问之
机，帮蒋老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并
打印成册，其中有10余名媒体记者还
帮他进一步修改、补充、完善了回忆
录内容。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悲
哀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却不知敬重
英雄的民族，是一个不知感恩、没有未
来的民族。”锦州市委领导介绍，近年
来，党政军、社会各界群众都特别敬重
老英雄，慰问、帮助老英雄也从未间断
过，使老英雄时刻沐浴在“尊崇军人、
崇尚英雄”的社会风尚中。

上图为诗人雁语与蒋庆泉就修改
回忆录进行交流。 董立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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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美玉、特约记者李国
涛报道：1月 9日，一场大雪把海拔
4230米的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4
连驻地裹得严严实实，指导员王锐望
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一股乡愁涌
上心头：本来答应女儿回家过年，这
次又要食言了。

这 不 是 王 锐 第 一 次 爽 约 。 自
2014年上高原戍边以来，他就没回
过家过年。去年年初，王锐春节休
假的计划原本提上了日程，可等忙
完手头的工作准备离队时，驻地却
突降暴风雪，阻断了回家的路。今
年春节临近，女儿更是天天念叨千
里之外的爸爸。

这时，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王锐
的思绪。妻子杨婷打来问候电话：

“亲，你那边下大雪了，天冷注意别感
冒。”女儿抢着问：“爸爸，要过年了，
你什么时候回家给我买新衣服啊？”

年度休假计划出炉前，王锐思考
再三：战士王桃入伍8年，因年年带新
兵，一次都没有回家过春节；士官伍周
洁、吴文强春节期间要举办婚礼；士官
邓仲材是巡逻车驾驶员，春节期间巡
逻执勤任务相对较少；下士青锐的母
亲去年10月因病去世……

考虑到连队人员在位率和其他
官兵的实际情况，王锐与连队党支部
成员统一思想，决定把春节休假名额
全部让给情况特殊的士官。

“对不起，今年我又不能陪你过
年了……”话音未落，王锐鼻子一酸，
两行热泪划过了脸颊。

对不起，不能陪你过年了

本报讯 梅永前报道：“战备方
案的力量编组必须结合春节期间人
员在位情况重新调整”“行动预案必
须定人定点定装备”……1月14日，笔
者在江西省上饶军分区看到，战备建
设处处长朱良光带着几名参谋修订
春节战备方案。

过去春节战备值班，个别单位战
备方案拟订不实不细，甚至照搬照抄
往年的预案，拉动应急分队做样子、跑
龙套、走过场。为此，该军分区在加强
节日战备教育的基础上，采取现地拉
动的形式，对全市 104支民兵应急分
队进行抽查。

随后，他们针对各单位暴露出
的“物资器材不齐全”“战备方案不
健全”等 20余个具体问题，召开常委
议战议训会分析原因，并结合春节

战备工作的特点规律，明确分工、
区分责任、传导压力，完善各类应
急预案。

集体会诊，确保科学合理。军分
区以年度战备方案会审的形式，专门
对人武部上报的春节战备方案预案
进行集体会诊，对存在问题多的单位
进行点名批评并责令整改。

反复演练，确保问题清零。连日
来，他们组织不打招呼的战备拉动，
及时发现并改正不足。笔者翻开该
军分区的值班日志发现，对每个单位
存在的问题都采取“挂账销号”的办
法进行跟踪讲评整改。

“ 战 备 工 作 必 须 实 打 实 、硬 碰
硬。”该军分区领导介绍说，他们及时
补齐节日战备工作短板，确保应急分
队随时能“拉得出、用得上、起作用”。

讲问题，战备检查不留情

本报讯 李小龙、特约通讯员
胡 铮 报 道 ：巴 旦 木 、哈 密 瓜 、大 红
枣……春节前夕，从山东威海横穿
大半个中国来到帕米尔高原新疆军
区某边防团的军嫂李小雨，一走进
招待间便激动地说：“想不到，这跟
家一样温馨。”

该团所属边防连队大多驻守在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每
年进入冬季，冰封雪裹，奇寒缺氧，被
官兵称为“雪域孤岛”。官兵驻守条
件艰苦，家属来队更不容易。

“一定要保障好来队家属，让她
们感受到边防的温暖。”为此，该团
采取一系列暖心举措：针对喀什机
场、火车站距边防团 500多公里山
路的实际，专门安排车辆和带车干

部，护送家属上山；一些来队家属
一时适应不了高原生活，特意安排
她们在海拔 3000米的团部休整一
个晚上，第二天由军医随行保障；
同时规定为来队家属发放就餐补
助、医护小组每天早、中、晚为家属
巡诊，为符合条件的家属报销往返
路费……

在海拔 4300米的克克吐鲁克边
防连，笔者走进家属招待间，五彩小
灯围成的圆圈与中间的剪纸“福”字
儿一下子映入眼帘，墙上挂着大红
的中国结，桌子上摆满了新疆特产
的干果……

一系列暖心举措，不但让来队家
属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而且更让雪域
边关的年味也越来越浓。

没想到，这跟家一样温馨

本报讯 曹建报道：“嘀……嘀……”
一阵清脆的哨音打破了长白山的宁
静。春节前夕，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
旅四连第一班巡逻官兵冒雪跋涉在
巡逻路上。作为本次巡逻的带队干
部、连长王成向笔者介绍说，春节期
间，他们在原有每天巡逻的基础上，
又增加一次执勤任务。

据了解，该旅常年担负边境巡
逻、设卡及战备执勤任务。四连守
护的 20公里巡逻线，大多是常年积
雪的崎岖山路，白天平均风力达 8级
以上。在这条巡逻路上，有一段南
北走向 500米长的风口，风力有时达
10级以上，曾有战士巡逻到此处被
强风吹落悬崖遇险。

笔者跟随巡逻官兵来到这个被
称为“生死线”的风口，看着通道两侧

的悬崖绝壁以及狂风夹杂着雪花呼
啸而过，顿感腿脚发软。最后，笔者在
巡逻官兵的鼓励下，将背包绳系在腰
上，并相互间串联在一起匍匐前进。
刺骨的狂风撕扯着身体，感觉随时都
会被风吹跑……

大约40分钟后，笔者与巡逻官兵
一道，有惊无险地闯过这个强风口
时，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上下
渗出的汗水、散发出的蒸汽，瞬间结
成冰霜，被风一吹觉得全身都冻透了
似的。

这时，巡逻官兵扒开被大雪掩埋
一半的石头，并认真擦拭上面几个有
些斑驳的名字。王成深情地说，这是
以前巡逻牺牲在这里的战士。

随后，他们整齐列队向这些牺牲
的烈士庄严地敬礼，继续出发……

闯风口，每天穿越生死线

品一品不一样的年味儿

“军民鱼水情，骨肉不可分。”春节
前夕，甘肃省正宁县人武部邀请“邓小
平借粮”故事的主人公穆平辉的儿子穆
蔚青，讲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驻扎
正宁时募集粮食的故事，让在场的干部
职工深受感染。

正宁县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邓小平、刘志丹、习仲勋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生活和战
斗过。1937年2月，红一军团进驻正宁

县宫河、榆林子一带。当时，陇东各地
连年兵荒马乱，老百姓都是谈兵色变，
避而远之。红一军团驻扎期间，秋毫
无犯、军纪严明，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拥护。群众看到红军粮食供应不足，
都积极踊跃地捐粮，其中捐献最多的
就是榆林子镇珍庄村乡绅穆平辉，时
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和正宁
县县长朱门当时共同出具了借据：穆平
辉先生：本军此次奉令驻扎正宁一带，

整理训练，需要粮食，在本军军费现未
到之前，决定向先生借粮二十六石，将
来按时价由本军政府负责归还。抗日
胜利之礼。人民红军一军团政治部主
任邓小平 正宁县县长朱门，二月二十
九日。

此据一直由穆平辉保存，时隔半个
多世纪后的1994年，其子穆蔚青拿出这
张借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到正宁县
政府申请兑付借粮款。随后，甘肃省财

政厅按当时粮价26石（6500公斤）共折
价9100元，在折价粮款的基础上计付利
息，共给穆蔚青支付粮款8万多元。

从此，这张借据背后的故事被更
多人知晓，成为正宁县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的活教材，激励着老区干部群众
续写新时代的鱼水新篇。

近年来，县人武部帮扶贫困村修
建广场、安装太阳能路灯、捐助图书，
给贫困户购买生产生活物资、协调人
员外出务工、联系农产品销路，并组织
基干民兵劳动帮扶，使所帮扶的贫困
村已实现整体脱贫致富，受到当地群
众点赞。

军爱民，民拥军。正宁县委县政
府积极为驻军和军人军属办实事、解
难题，军人住宿优惠、乘坐公交车免
费、子女入学择校优先等一系列务实
举措，解决了军人军属的后顾之忧。

1937年，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出具的一张借据，成为革命传统教育活教材——

老区鱼水情更浓
■段卫国

本报讯 吴高岭、特约通讯员王士
刚报道：“您好，景区里停车位已满，请沿
路右行，把车停到临时停车位……”1月
17日，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民兵刘聪，
在县小商桥景区协助交警疏导交通、引
导旅游车辆有序停放。

临颍县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南街村、
千亩湖、小商桥等9处景区，每年观光量
高达 120万人次，特别在春节期间更是
旅游高峰期。

针对这一实际，该人武部结合实
际抽组 80名基干民兵分片包干，配合
县文化旅游局、公安局、交警支队、保
安公司等部门，到各个景点重要区域

进行站岗执勤、疏导交通、道路救援
等服务。

为有效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他们还
专门抽派人员熟悉了解每个景点的消防
设备、疏散通道等，并在容易拥堵的地段
分派 5个应急小组，实行网格化管理模
式，确保遇有情况能在最短时间内精准
保障。

笔者在“三绝碑”景区现场看到，每
隔 50米就有一名执勤民兵的身影。他
们有的协助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流动
商贩进行劝阻，有的提醒游客保护环境、
文明参观，有的为游客当解说员等，成为
寒冬里一抹暖阳。

河南省临颍县人武部组织民兵

值守景区护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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