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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从海平线上缓缓升起。沐浴

着晨辉，守岛民兵起床巡逻。上哨塔、

观海情、查设备……他们一处不落地走

过巡逻点位。

这里是位于江苏省灌云县的开山

岛，“时代楷模”王继才和妻子王仕花曾

坚守 32 年的地方。2018 年 7 月 27 日，

守岛民兵王继才在岗位上突发疾病去

世。至今，开山岛已轮换多批守岛民

兵。民兵们说，人在换，路未变。他们

每日就沿着老所长王继才走过的那条

巡逻路巡逻。

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习主席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

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

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

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

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开山岛曾有部队驻守，后来部队撤

防，成立民兵哨所，王继才担任哨所所

长。王继才去世后，该县组织王继才事

迹巡回宣讲。退役军人、守岛民兵班长

孙良奎从那时起开始了解开山岛。

“听了事迹报告会，我被深深震撼，

想去帮王仕花嫂子守岛，也想去看看老

所长坚守了 32 年的地方到底什么样。”

2019 年 9 月 1 日，孙良奎成为开山岛轮

值民兵。

那一次，和他一起登岛的还有 8 名

民兵。孙良奎说，当时，岛上的条件已

经有所改善，但新来的守岛人还是有些

不适应。上岛后，有的民兵因空气潮

湿、无法洗热水澡生疹子，还有的被蚊

虫叮咬得浑身是包……

“尽管岛上条件有限，但没有人抱

怨。大家知道，无论如何，我们的守岛

条件要比老所长那时候好多了。我们

还相互鼓励：‘老王能坚持下来，咱们有

什么理由说不行？’”孙良奎说，除了守

好开山岛，守岛民兵还下决心要建好开

山岛。

后来，在军地有关部门和守岛民兵

的共同努力下，小岛面貌日益改变。吃

水有了海水淡化系统，用电有了风力智

能微电网系统，灯塔、宿舍、厕所、洗漱

室全部翻新改造，岛上还建起游客中

心、引导标识等基础设施。2021年 1月，

开山岛被批准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每天完成巡逻后，孙良奎常会扶着

栏杆看一会儿海鸟。他说：“无论是觅

食的海鸟，还是葱茏的草木，都让开山

岛更富生机。每每看到眼前的一切，总

会想起老所长，也常常问自己，能不能

跑好我们这一棒。开山岛是一座发光

的小岛，‘光源’就是老所长的爱国奉献

精神。我想，我们来守岛，就应当迎着

光、追逐光、成为光。”

“王仕花嫂子还在岛上吗？”这是游

客在登岛参观时常问起的问题。灌云

县人武部领导介绍，由于身体原因，王

仕花已不在岛上执勤，但在开展重大教

育活动或民兵换防时，她都会坚持上

岛。“她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担任开山岛

民兵哨所‘名誉所长’，更多的是因为

‘那个岛是永远的家’。”一名熟悉王仕

花的老职工告诉笔者。

1986 年 7 月 14 日，在没告诉妻子

的情况下，王继才登上开山岛。48 天

后，王仕花才打听到丈夫的消息。当看

到黑黑瘦瘦的王继才时，她心疼不已，

非要拉他下岛。但王继才不肯，“答应

过组织来守岛，说话要算数”。后来，王

仕花辞去小学老师的工作，也来到岛

上，与丈夫苦乐相伴、以岛为家。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如今，

不守岛了，王仕花仍在力所能及地为

“ 永 远 的 家 ”作 贡 献 。 2021 年 9 月 15

日，王仕花带着一面在开山岛升起过的

国旗，跋涉 4000 多公里去往西藏玉麦，

和卓嘎、央宗姐妹在祖国边陲共同升起

五星红旗，为两地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

国防教育课。

观看升旗仪式的西藏文旅人员尕

玛多吉说：“‘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家

就是岛，岛就是国’。玉麦与开山岛距

离遥远，却又何其相近？3 位‘最美奋

斗者’用不同的人生诠释了相同的追

求——为国奉献，无怨无悔。”

几年前，军地有关部门在开山岛建

起夫妻哨事迹陈列馆。2021 年 6 月，该

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几年来，有许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和部队官兵前来参观学习。

灌云县人武部文职人员李俊达与

开山岛夫妻哨事迹陈列馆有一次美丽

的相遇。李俊达是一名社招文职人员，

入职之初很难适应工作岗位，常因业务

生疏而手忙脚乱，心理压力很大。一次

登岛参观，让他开始转变。

“之前，我听说过一些开山岛的故

事，但登岛后，内心受到的触动远比听到

的要强烈。老所长夫妇吃生米、在冰凉

海水中捕鱼补贴家用，与违法犯罪分子

做斗争……能够战胜这些艰难困苦，没

有铁一般的意志和担当不可能。再看看

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我自惭形秽。工

作中退缩，固然有能力尚弱的原因，但更

多的还是内心浮躁。”李俊达说。

开山岛之行后，李俊达的心静了许

多。遇到难题，他不再绕道走，出现失

误 ，也 能 正 确 面 对 ，工 作 状 态 越 来 越

好。后来，他成为第一批到省军区轮岗

锻炼的文职人员。

回首蜕变经历，李俊达告诉笔者，

开山岛是一个能“治愈”灵魂的地方。

苦楝树、牵牛花……一草一木写满奋斗

故事。读懂开山岛，就能读懂奉献，就

能读懂小我与大我，就会更加明白身处

新时代的我们，如何才能不负时代、不

负韶华。

图①：2011 年 1 月 22 日，王继才

和王仕花一起巡岛。 资料图片

图②：2021 年 10 月 1 日，王仕花

和轮值民兵一起巡岛。 陈志显摄

王继才守岛卫国先进事迹激励新时代奋斗者接续爱国奉献—

开山岛是永远的家
■程晓军 本报特约通讯员 翟沁烨

本报讯 宋述泉、记 者贾玉省报

道：“民兵训练基地建设项目于年底前

开工，某部营区附近的交通信号灯将在

2 周之内安装完毕……”近日，山东省

栖霞市召开市委常委议军会，着力解决

驻军急难愁盼问题，为各项工作落实排

好时间表。

据了解，此次议军会就部队基础设

施建设、物资供应保障、随军家属就业

等 6 个方面存在的难题进行讨论，要求

有关部门采取挂账销号的方式全力解

决，明确责任人、完成标准及时限。

市人武部政委伍国玺介绍，议军会

召开前，他们先后 4 次深入驻军部队调

研，摸清部队练兵备战需求，并与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进行沟通，确保会议主

题聚焦、议事高效。

通往联勤保障部队某部营区的道

路上，有 1 处重要路口一直没有安装交

通信号灯。这条道路大型货车较多且

车速较快，给部队完成运输任务带来安

全隐患。会上，部队代表提出完善交通

设施建议，相关单位当场表示将在 2 周

之内落实到位，并做好车辆分流工作，

确保线路安全畅通。

基础设施建设涉及用地和经费，

备受军地双方关注。该市民兵训练基

地建设项目成为会议讨论重点。由于

历史原因，栖霞市是烟台市唯一没有

民兵训练基地的县级行政区。会上，

市委书记包华表示：“战斗力建设等不

得。我们必须特事特办，加快推进工

程建设进度，务必于年底前全面启动

民兵训练基地建设项目，保证在 2023

年底交付使用。”提议获得与会人员一

致同意。

会上，部队营区污水处理、道路加

固和随军军属就业等问题也形成解决

方案。驻军部队代表纷纷表示：“这次

议军会有质量。各项工作由谁负责、怎

么解决、何时完成都在会议决议中写得

一清二楚。感谢地方党委政府对部队

练兵备战的大力支持！”

山东省栖霞市着力解决驻军急难愁盼问题

排好时间表 限时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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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安徽

省六安市军地领导为

一等功臣王勇送立功

喜报。王勇家乡的群

众敲锣打鼓，欢迎他

载誉归来。王勇为海

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

载机飞行教官，先后

为部队培养多批舰载

机 飞 行 员 。 2021 年

12 月 28 日 ，王 勇 所

属的飞行教官群体被

中宣部授予“时代楷

模”称号。

田凯平摄

载誉
归来

“在消防救援领域，1 秒钟不单单

是个时间概念。很多情况下，这是守护

生命的必要一搏，是生与死的较量。”回

顾 20 年工作经历，吉林省消防救援总

队灭火指挥部作战训练处副处长刘亮，

道出“抢先一秒”的意义所在。

2002 年，18 岁的刘亮参军入伍，成

为 原 武 警 吉 林 消 防 总 队 一 名 消 防 战

士。刚到部队时，由于身材瘦弱，刘亮

“遇上训练会发怵，听到警笛会紧张，面

对险情会惊慌”。向战而学、向战而行，

在部队培养下，在一次次救援任务的磨

炼中，刘亮一步步成长为本领过硬的消

防卫士。

然而，消防救援工作的危险性，许

多时候超出刘亮的想象。2013 年 6 月，

长春某地下商场发生火灾，大量群众被

困。担任中队指导员的刘亮带队到达

现场，冒着浓烟 3 次冲进火场，救出 17

名群众。得知仍有一名群众被困后，他

再一次进入火场。他一边判别方向，一

边摸索前行，最终找到已经昏迷的群

众，拼尽全力抱起他冲出火场。成功脱

险后，刘亮摘下面罩大口喘着粗气，背

上的空气呼吸器发出气体即将耗尽的

警报声……

2018 年，武警消防部队退出现役，

成建制划归应急管理部，职能也由救火

为主向“全灾种”“大应急”拓展。为适应

新职能、谋求新作为，刘亮和团队潜心钻

研，创新高层灭火、冰上救援、紧急避险、

专勤训练等 20余种实战应用操法，在吉

林省消防救援队伍中全面推广。

冰下打捞，易痉挛、易迷失方向、易

窒息，一直是应急救援领域的难题。针

对冰下救援的特点和技术短板，每到冬

季，刘亮就带领队员们破冰凿洞，在寒

风中试、冰水中练，不断总结经验。他

连续 6 年担任吉林省消防救援总队潜

水员培训教练，累计培养出 70 余名专

业骨干。

参加各类救援行动 5400余次，荣立

一等功 3次、二等功 4次、三等功 7次……

一次次淬火前行，不仅为刘亮带来众多

荣誉，也在他身上留下耳鸣、风湿、腰肌

劳损等 10 余种伤病和大小近 30 处伤

疤。年迈的父母心疼儿子，不止一次劝

他换个岗位。刘亮说：“部队培养了我，

实战锻炼了我，我要趁着年轻，在灭火

救援作训岗位多干几年。”2021 年 5 月，

刘亮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

下图：刘亮（中）身着潜水服，准备

潜入水下开展打捞训练。 齐士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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