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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祖国家中人等幸福日子，男
有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不下
战场！”10月9日，记者走进四川省中江县
黄继光纪念馆，诵读黄继光给母亲邓芳芝
的最后一封来信，又一次被“不怕困难、敢
于胜利”的继光精神深深震撼。

黄继光，一个把英雄事迹印刻在课
本里的人物，他是每位小学语文教师都
会向学生介绍的最可爱的人。黄继光
于1931年生于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通讯员。1952
年 10月 20日，他在朝鲜上甘岭 597.9高
地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敌人的枪口，壮
烈牺牲。几十年来，黄继光一直是中华
儿女心中的伟大英雄。

漫步在中江县城，记者时时处处都
能感受到对英雄的追思与怀念。在中江
县，以黄继光名字命名的地方多达10余
处，包括继光大道、继光水库、继光桥、继
光实验学校等。多年来，黄继光英雄事
迹已在中江县家喻户晓，成为中江县一
张名片。

“一个名字就是一个精神标杆，将英
雄的名字和事迹融入城市文化，让崇尚
英雄根植于群众血脉，让人人都来争当
英雄传人。”中江县人武部部长杨勇感慨
地说。

“从三爸黄继光开始，我们家里就
有了崇军尚武、争当英雄的传统。”采访
中，黄继光的侄子黄拥军向记者介绍，
黄继光牺牲后，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又
送小儿子黄继恕（即黄拥军的父亲）参
军去了朝鲜。1958年，黄继恕所在的部
队最后一批撤离朝鲜，随后，邓芳芝又
相继送3个孙子、1个孙女参军入伍。

“这是我的奶奶邓芳芝在三爸牺牲
后定下的家规：凡黄氏子孙，不论男女
只要符合条件都必须参军！从三爸算
起，加上去年新入伍的唐凯，我们家里
已有 16个人参军了！”黄拥军显得十分
激动和自豪。

“ 我 的 名 字 是 奶 奶 取 的 ，按 照 传
统，我们都应该以‘照’字辈取名，但我
们家族都喜欢取蕴含军旅元素的名
字，所以我叫‘拥军’。”黄拥军说，受三
爸精神鼓舞，自己于 1989年参军。退
伍回乡后，黄拥军放弃县里安排的工
作，主动要求到黄继光纪念馆担任讲
解员，宣扬黄继光事迹。“作为黄继光
后人，我有责任和义务守护好这座精
神高地。”黄拥军说。

“在上甘岭战役的紧急关头，黄继光
挺身而出，用胸膛堵住了敌人暗堡的机
枪口，壮烈牺牲。”听着黄继光纪念馆中

讲解员的娓娓讲述，前来参观的人们仿
佛穿越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大家
时而驻足观看实物展出，时而认真聆听，
不少人眼里泛起泪光。

“馆内219件文物藏品，每一件藏品
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黄继
光纪念馆馆长涂琳表示，虽然黄继光已
经离世68年，但他的故事依然被铭记，每
年到此参观的游客接近70万人次。

“不能忘记牺牲的英烈，没有他们
的牺牲奉献，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每年烈士公祭日、清明节，我们都会举
行大型纪念活动，缅怀先烈。特别是我
部每年都将专武干部集训、主题教育活
动、欢送新兵仪式定在黄继光纪念馆前
举行，目的就是要营造爱英雄、学英雄、
做英雄的浓厚氛围。”中江县人武部政
工科干事彭根表示。

在每年的黄继光诞辰、牺牲纪念日，
人武部干部和职工早早地来到馆内，将
馆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义务充当
起讲解员和宣传员，为前来缅怀英雄的
群众讲解英雄事迹。

“ 我 没 给 老 班 长 丢 脸 ，我 又 立 功
了！”得知记者正在中江县采访，第 38
任黄继光班班长程强打来电话。汶川
特大地震发生后，12岁的程强举起了

“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横幅，感动无数国
人。如今，程强如愿以偿地进入黄继光
生前所在部队，并担任第 38任黄继光
班班长，在考核中屡获佳绩，成为一名
精武标兵。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阅兵中，程强还被表彰为徒步方队先进
典型。

“黄继光烈士的英雄事迹鼓舞了140
万中江县儿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热血
青年，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英雄故
里英雄多，我们的民兵个个都是英雄传
人。”中江县委书记苏刚自豪地说。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中江县“民
兵突击队”迅速投入到抗震救灾战斗
中。当得知邻近的绵竹市灾情十分严
重后，他们舍小家顾大家，第一时间赶
赴绵竹灾区救援受灾群众；当建兴水库
大坝出现重大险情时，他们又不顾疲
劳、连续作战，守护大堤。

今年7月，中江境内连降暴雨，导致
河水暴涨，山体滑坡，稻田被淹，房屋倒
塌，城区部分路段和个别城镇出现内涝。
危急时刻，县人武部迅速集结民兵350余
人，不分昼夜奋战在抗洪一线，救出被困
群众440余人，转移群众2000余人，加固
河堤1500余米，抢修道路3800余米，有力
地捍卫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英雄故里英雄多
—四川省中江县把黄继光精神打造成城市文化名片

■黄 凯 本报记者 孙绍建

“领导指示，照办就好了，问那么多
干嘛？”国庆假期结束，许多情况需要上
报，某单位一位机关同志从领导那里受
领任务后，便迅速给基层下发通知，要
求上报某项数据。一顿操作猛如虎，这
位同志忙得气喘吁吁，基层同志也被折
腾得不轻。其实，所需数据已由节假日
期间值班员做好统计，完全没有必要再
度发文进行统计。

工作中，这种机械地按照领导指示
去抓落实的情况并不鲜见。在这些人
看来，不求甚解，照说照办，当“收发室”

“传声筒”，最简单、最容易，也是最不容
易“出纰漏”的干事方式。甚至还有的
人认为，这样做不仅从“面上”维护了领
导的权威，还让自己看起来干了很多工
作。可见，这不仅仅是一种不愿多调
查、不想多思考的懒政行为，更是一种
用表面忙碌伪装起来的务虚做派。

究其根源，当事者更多的要从自身
找原因。首先，不敢向领导提意见，就
是典型的“唯上是从”，机关工作人员是
首长的参谋助手，当上级做出一些不切
合实际的决策之后，要敢于据实反映、
提出合理化建议，而不是一味“循上”；

其次，可能自身业务水平不够、知识经
验缺乏，害怕在上级面前露怯，影响形
象；再者，就是不正确的政绩观在作怪，
认为自己负责的工作落实了就好，至于
一纸公文下去后，基层怎样应对、如何
评价一概不管不问。

成大事者，尚务实，忌虚夸，不但能
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还善于
结合实践修正认知。大革命时期，年幼
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革命理论和斗争经
验，机械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照搬共
产国际的经验。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部
分同志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渺茫，国际
国内对中国红色政权是否能够存在同
样产生一片质疑。1928年，毛泽东通
过对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经验
的深入调查研究和深刻分析总结，撰写
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有力地回击了质疑，为中国革命指明了
前进方向，在神州大地点燃红色革命的
星星之火。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军队建设、国
防事业的进步与发展须臾离不开真抓
实干和开拓创新。如果一味机械执行
上级指示，或以此当“令牌”而大做表面
文章，显然无法推陈出新，带来活力。
唯有端正工作态度，改进工作作风，在
正确领会上级意图的前提下，结合实际
地、创造性地抓好落实，才是真正的干
事创业。

凡“示”并非照办就好
■蔡永连

“寿”字匾、祝寿对联，还有一个大
蛋糕……10月2日，在江苏省泰州市姜
堰区淤溪镇潘甸村，一行人来到烈士王
志池的家里，向烈士母亲张存兰祝贺八
十大寿。

其实，张存兰的生日是 9月 20日，
并且已有60名从五湖四海赶来的王志

池生前战友为她祝寿。35年来，这些战
友对张存兰的照顾从未间断过。当地
媒体获悉后，对此事进行了重点报道。
正在苏州创业的姜堰人王树华和丈夫
叶军看到报道后深受触动。就在上个
月，王树华将 22岁的儿子送到部队当
兵，自己也成了兵妈妈。“儿子参军到部

队，自己也要当拥军人。”平时就热心公
益活动的夫妻俩决定利用国庆放假回
家之际，也去为老人祝寿，让老人家感受
到更多关爱。

当王树华把自己的想法分享到朋
友圈后，很快得到多位朋友的支持和响
应。于是，便有了 10月 2日众人再为

张存兰祝寿的场景。潘甸村党支部副
书记丁荣兵这些年见到了很多来访
者。他表示：“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
理应受到社会尊崇。这么多在外打拼
的家乡游子能专程回乡来拜访，让老人
很感动，我们也替她感到高兴。”

钱宏斌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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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记 者 老 区 行?松 花 江

一座边陲小城，因一位英雄而得
名。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
者之一的杨靖宇将军在这里壮烈殉
国。1946年，为纪念这位著名的抗日
将领，当地政府将县名改名为靖宇县。

80年前，抗联英雄血染边城，万人
景仰；80年后的今天，军民携手同心，
让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摘掉穷帽子。近
日，记者走进位于长白山下、松花江畔
的吉林省靖宇县，探寻群众脱贫足迹。

从县城出发，沿松花江向东北行
驶，记者来到那尔轰镇批洲村。批洲，
满语意为荆棘丛生，是当年抗联官兵
打游击的地方，村里至今还保留着多
处抗联官兵驻扎的“密营”。

“山高路远、交通闭塞、通讯落后、
病残多，贫困人口80户154人……”两
年前，退役军人出身的人武部驻村扶
贫职工陈福生进驻该村。经过多日走
访，他发现，该村农作物种类单一，产
量不高，村民思想守旧，不敢发展产业
项目。批洲村地处长白山深处，自然
资源丰富，可谓是守着“宝山”不识宝。

不扳倒“铁杆庄稼”，穷根就拔不
出。陈福生与村干部决定从发展产业
项目着手。说干就干，他带着大家走出
去学习先进经验。回到村后，他又和村
干部分头行动，不管是贫困户还是非贫
困户，全部发动一遍，村民渐渐开窍。

流转土地、协调资金、跑市场……
没多久，黑木耳、榛子、贝母等经济作
物种植基地相继建立起来。特色种植
打破了村民祖祖辈辈靠种粮食维持生
计的旧格局，流转土地有收益，合作社
有分红，入基地打工有工资，农民的日
子越过越好。

陈福生告诉记者，如今在批洲村，
天麻、贝母、黑果花楸等近 10个特色
产业项目遍地开花。除此之外，人武
部还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和民营企业，
在批洲村建起了加工厂，对大豆、苏
子、蒲公英等农产品进行深加工，苏子
油、蒲公英茶等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天近黄昏，一位村民哼着歌，赶着
一群黄牛慢悠悠往家走。他叫任广
华，妻子因车祸瘫痪，是典型的因病致
贫户。人武部帮助他上了黄牛养殖项
目，从最初的两头牛已发展到现在的
10头，年收入近10万元。陈福生告诉
记者，养牛也是批洲村重要的扶贫项
目，目前全村养牛户有30多家。

说起村子这些变化，那尔轰镇党
委书记王占山感叹道：“老陈是把这里
当成家了啊。”自驻村开始，陈福生就

把家安到了一对 70多岁的老两口家
里，他白天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晚上回来给两位老人捶背揉肩打洗脚
水，像亲儿子一样照顾老人。

“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
而忠贞不二的意志是不会动摇。”在那
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杨靖宇将军说出
如此壮烈之语。如今，在脱贫攻坚的
道路上，这也成为靖宇县人武部官兵、
职工坚守的信念，他们脚踩泥泞地，真
抓实干，让曾经残酷的“密营”变成幸
福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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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继光小传】
黄继光（1931年 1月 8日-1952年

10月 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著名战斗
英雄。四川省中江县人，中国人民志愿
军第 15军第 135团 2营通讯员。1951
年 参 军 ，作 战 勇 敢 ，立 三 等 功 一 次 。
1952年 10月 20日，在朝鲜上甘岭地区
597.9高地牺牲，年仅 21岁。被中国人
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追授

“特级英雄”称号，所在部队党委追授他
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追授他英雄称号和金星奖
章、一级国旗勋章。 中江县人武部在黄继光纪念馆前举行欢送新兵仪式。 黄 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