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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值得永久珍藏的事物

最大的财富是经历

站在自己一年前绘制的运力支援地

图前，湖北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参谋舒诚

久久无语。

“这份运力支援路线图，承载的是武

汉 市 民 的 希 望 ，也 是 一 份 沉 甸 甸 的 责

任。”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确保

疫情防控期间武汉市民生活保障物资正

常供应，湖北省军区协调 6 家驻军单位成

立了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担负疫情期

间武汉市生活物资的运输保障任务，舒

诚就是其中一员。他当时的一项职责就

是将各任务部队的兵力投入、配送点位

等主要信息，在图上清晰地标注出来。

“运力支援队来自 6 支不同的部队，

大家集结后就马上执行任务。虽然来不

及磨合，但三军指挥员在地图前一碰，总

能 得 出 最 佳 行 动 方 案 。”回 想 当 时 的 场

景，舒诚至今仍记忆深刻。

在舒诚看来，疫情是一场苦难，也是

一笔财富。他说，疫情没有击倒我们，反

而让我们变得更坚强。再大的天灾除以

14 亿也会变得渺小，再小的爱心乘以 14

亿也会无比强大。越是艰难险阻，越是

团结一心；越是危急关头，越能显现非凡

的凝聚力，这是被历史和现实不断验证

的中国逻辑。

同舒诚一样，处在抗疫主战场的湖

北省军区官兵，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份独

特抗疫记忆。

对 咸 宁 军 分 区 干 休 所 原 所 长 陈 金

龙 而 言 ，他 的 抗 疫 记 忆 是 一 张 捐 款 单 。

这是“抗癌老兵”、咸宁军分区原副司令

员唐光友生前留下的。去年疫情期间，

为给医院省出一个床位，病危的老人选

择 把 有 限 的 医 疗 资 源 让 给 他 人 。 临 终

前，他还不忘将最后一笔捐款捐给抗疫

一 线 ，并 立 下“ 将 遗 体 捐 献 给 医 学 机 构

用 于 研 究 ”的 遗 嘱 。 去 年 ，陈 金 龙 因 工

作需要调离咸宁干休所，但那张捐款单

的 照 片 始 终 留 在 他 的 手 机 里 。“ 唐 老 用

大爱护众生，这种博爱精神值得我一辈

子去学习和践行。”

对湖北省远安县人武部政委张德军

而言，他的抗疫记忆是一辆自行车。去

年疫情发生时，他正在老家休假。在道

路封控、公共交通停运的情况下，他自带

干粮骑着自行车星夜兼程 400 余公里，直

奔抗疫一线。赶回单位，他发现自己的

膝盖和小腿肿得脱不下裤子。回想起那

时的心境，张德军说：“人民有难，使命就

是号角，革命军人就要在困难面前豁得

出、关键时刻冲得上。”

对省军区警卫勤务队的汽车兵韦钦

晨而言，他的抗疫记忆是一枚鲜红的党

徽。去年，他先后多次前往火神山、雷神

山医院一线执行保障任务，并参加了驻鄂

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在此期间，韦

钦晨火线入党，戴上了这枚党徽。“党员只

有一项‘特权’，那就是冲锋陷阵的优先

权。”这场抗疫战斗，让韦钦晨对“共产党

员”这个身份，有了更直接的认识。

苦难是一面镜子。大江大河，大风

大浪，映照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一枝

一叶，一人一物，每个定格历史的瞬间，

都将积淀为人们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

前进路上弥足珍贵的财富。

那些值得永久纪念的人物

最好的缅怀是传承

2020 年，湖北省军区有 2 名民兵指导

员在抗疫抗洪一线殉职——

2 月 21 日，宜昌市秭归县沙镇溪镇高

潮村原民兵连指导员宋青山，在为村民

运送生活物资的途中，为保护群众安全，

不幸被侧翻的车辆压成重伤，在送往医

院抢救的途中不幸去世；

6 月 21 日，湖北省英山县温泉镇坡儿

垴村原民兵连指导员刘水存，在带领民

兵应急队员巡查河堤、防洪排险时，不幸

跌入河道，被洪水卷走后牺牲，将生命定

格在了抗洪抢险一线。

宋青山从小在农村长大，靠着勤劳

的双手脱贫致富，进城买了房，过上了好

日子。可当组织召唤，他二话不说逆行

返乡，带领村民一同为脱贫奋斗。那天

遭遇车祸时，原本可以自救的他，却在生

命最后一刻果断把群众推开，把危险留

给自己。牺牲时，宋青山才 40 岁。刘水

存没当过一天兵，却干了一辈子民兵工

作；当了几十年的村干部，家人跟着受了

不少委屈。眼看着马上就要退休，却不

幸倒在了最后一段路上。

这样的人生到底遗不遗憾？今天，

我们又该如何纪念那些牺牲的战友？

湖北省军区因势利导，着眼身处抗

疫、抗洪主战场的特殊实际，举行“致敬英

雄”先进事迹报告会。他们以身边的榜样

为生动教材，让身边的感动启发战友，专

门邀请 7 名先进典型及其同事、家属上台

讲述主人翁背后的故事。一句句发自内

心、感人肺腑的话语，直击官兵的心灵。

曾在某集团军任处长的宜昌军分区

战备建设处处长李祖国，在职务调动后，

一度难以适应，宋青山的事迹让他深受

触动。事迹报告会上，他坦露心声：“宋

青山用自己的逆行换来了乡亲们的集体

致富，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群众的安全，

用自己的事迹激励了无数人，这样的人

生是值得敬佩的。”

英山县温泉镇坡儿垴村民兵连长段

江，是刘水存生前的搭档，他在事迹报告

会上以《奋斗的人生不遗憾》为题深情讲

述：“刘水存没当过兵，但从事的是自己

热爱的武装事业；亏欠了家人，但收获了

群众的口碑；人不在了，但在人们心中留

下了永恒的丰碑。”

斯人已去，唯有精神永志。对英雄

精神的传承，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那些值得永久践行的精神

最高的致敬是奋斗

今年 2 月，湖北省汉川籍 80 后军队医

务人员王梦霞刚从部队退伍，就主动向

人武部提交参加民兵组织的申请。经人

武部审核批准，王梦霞如愿成为汉川市

2021 年基干民兵中的一员。

对于王梦霞，汉川市人武部并不陌

生。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曾服役于

某部队医院的王梦霞先后 3 次向防控指

挥部提交请战书，要求前往汉川市城区的

发热病人隔离留观点，护理发热病人。

“经此一疫，我对责任和奉献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现在虽然脱下了军装，但

军人的担当永远不会放下。我希望通过

加入民兵组织，继续为部队做些有意义

的事。”王梦霞说。

恩施军分区动员处处长陈刚果，曾在

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工作近 20 年，作为

技术骨干先后参与我军多项重大武器试

验任务，屡次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和发明

专利成果。两年多前，为服从部队改革需

要，陈刚果交流到省军区系统任职。

在恩施军分区，陈刚果发挥自身专业

优势，将战略支援部队的工作经验创新运

用到国防动员工作中，牵头研发国防动员

智能指挥信息系统。教育讨论中，陈刚果

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有感触地说：“奋

斗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作为一

名党员，唯有持久奋斗，才能在新的时期、

新的岗位上不断赢得新的荣光。”

大 学 生 士 兵 洪 安 洋 也 有 同 样 的 感

受。在校表现优异的他不仅通过了司法

考试，还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可当得知有

支教的机会后，他选择延迟读研、奔赴西

藏；支教结束后，他又来到部队；服役结

束后本该复学的他，今年又选择了上军

校 。 有 人 不 理 解 ：你 这 样“ 折 腾 ”图 啥 ？

洪安洋说，人生就要在不断历练中成长，

躺在成绩单、功劳簿上，就算不上奋斗。

“永久奋斗是革命先锋队最主要的一

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湖北省

军区领导引用毛泽东在《永久奋斗》中的

话说，“奋斗是一辈子的事，不能今天奋

斗，明天不奋斗；顺境的时候讲奋斗，逆境

的时候就淡忘奋斗。只要坚持永久奋斗，

什么环境、什么条件下都能有大作为。”

砥砺于磨难，丰富于实践。集中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2020 年，给湖北人民

带来了太多伤痛的记忆，但也为这座英

雄之城留下了可贵的精神财富。党和人

民军队全力支援武汉、战胜新冠肺炎疫

情，在荆楚大地上书写了新时期的动人

故事。历史长歌的这一章，必将在人民

的记忆中，流传不息。

又是一年谷雨季。英雄之城，绿水

满江，人如潮涌。

一位朋友说，每个中国人的抗疫故

事都可以写成一本书。让人感动的，除

了频频见诸媒体的院士、护士、战士，还

有许许多多的凡人小事。

在 疫 情 紧 急 的“ 至 暗 时 刻 ”，有 位

武汉市民说得很贴切：“全武汉都在渡

劫 ，有 10 万 人 在 努 力 活 下 来 ，有 10 万

人 在 累 死 累 活 帮 我 们 活 下 去 。 还 有

800 多万人忍住一动不动，这也是一种

战斗。”

不处围城，很难尽知身处风暴眼的

人民的惶恐、焦虑和不安；事非经过，也

无 法 真 正 体 会 大 疫 之 下 的 奉 献 与 勇

气。所有付出的背后，似乎总有一种神

奇的魔力，推着他们去做某一件事。

疫情发生后，我的每一次采访都是

在感动中完成的。

“ 疫 线 摆 渡 人 ”基 干 民 兵 赵 小 雷 ，

每 天 开 着 自 己 的 私 家 车 ，将 疑 似 患 者

送 到 隔 离 点 和 医 院 。 采 访 时 我 问 他 ：

为 什 么 要 冒 这 么 大 的 风 险 ，干 这 份 与

自 己 不 相 干 的 活 ？ 电 话 的 那 头 ，赵 小

雷憨憨一笑，他给出的理由极其简单：

就 是 觉 得 有 人 可 能 需 要 我 ，所 以 我 就

去了。

那天，“抗癌老兵”唐光友走了。为

给医院省出一个床位，病危的老人选择

在家疗养，说什么也不愿意去住院。临

终前，他还将最后一笔捐款捐给抗疫一

线，并立下遗嘱把遗体捐给医学机构研

究。是什么让这位老人如此豁达？在

唐光友家中，看完老人生前的日记，我

仿佛得到了答案。唐光友的女儿唐建

辉说：“父亲总认为，别人比他更需要这

些，所以他就这么做了。”

疫情最严峻的那几天，我联系湖北

电视台去一线采访。记者邱惠给我发

来一段令人心酸的语音：“刚刚从一线

回来的同事，已有好几个人接连出现被

感染的症状。对这个充满未知的病毒，

每个人心里都很害怕，但即便是这样，

只要抗疫一线有需要，我们肯定会有人

顶上。”

世间哪有那么多神奇的“魔力”，只

不过是一个个平凡人的人性本能释放

和使命责任使然。对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大多数人而言，“被需要”这个理由虽

然简单，却已经足够充分。

因为长期在外采访，为避免交叉感

染，我从家里搬到办公室。同在一个院

子，两个月没有回家一次。那天，女儿

问我，待在办公室闷不闷？我说，当有

人需要你去付出，再闷也是幸福的。

电 影《无 问 西 东》有 句 话 说 得 很

好：“这个时代缺的向来不是聪慧卓越

的人，缺的是从自己心底给出的真心、

正 义 、无 畏 和 同 情 。 这 个 世 界 并 不 缺

少 你 我 ，但 你 我 都 应 该 是 那 个 被 需 要

的人。”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这种精

神引领人昂扬向上，感召人发愤图强，

激励人勇毅前行。被国家需要、被社会

需要，是一种幸福的体验，必将激励我

们风雨无惧、砥砺前行。

我们是“被需要的人”
■本报记者 何武涛

湖北武汉湖北武汉::

矗立在英雄城市的精神丰碑
■陶成龙 本报记者 何武涛

谷雨时节，绿水满池，荆楚大地一派生机。

江汉关的钟声浑厚悠扬，龟山上春风和煦、绿意盎然，隔江相望的黄鹤楼与晴川阁游人如织。武

汉，这座浴火重生的英雄之城，在逆境中奋起，重回烟火人间。

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跨越冬与春、经历生与死、战胜惊与险。那些与苦难抗争的日子渐已

远去，但构筑在记忆深处的精神丰碑，成为同心抗疫的湖北军民心中永恒的话题。

图①：2020 年 10

月 15 日，“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专题展览在

武汉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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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③④：湖北

省军区组织官兵参观

专题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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