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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红色故事 展强军风采
—第二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军队系统选手讲稿摘登

为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传承
红色基因重要指示，结合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今年全军部队
广 泛 开 展 “ 赓 续 血 脉 、 矢 志 强
军”红色故事群众性讲解活动。

11 月底至 12 月初，在全军选
拔比赛中获得金牌讲解员的 10 名
选手，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红色故

事讲解员大赛，取得优异成绩。
今天，本报摘登参赛选手讲述的
部分红色故事，以飨读者。

讲红色故事，展强军风采。
让我们从这些感人至深的红色故
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前进
动力，积极为新时代强军事业贡
献力量。

在那个国门刚刚打开、人民呼唤精
神力量的时代，中国女排用“五连冠”的
佳绩，沸腾了一代人的热血，也在国人
心中树起了一座精神丰碑。

这精神不只是赢得冠军，更是在赛
场上顽强拼搏、永不言败。2013年，“独
臂将军”陈招娣英年早逝，人们在她的骨
灰中发现了几颗钢钉，这是她征战赛场
留下的纪念，也是女排精神的有力见证。

在即将上映的电影《中国女排》中，
青年郎平的饰演者正是她的女儿白
浪。白浪在微博中写道：“感谢电影《中
国女排》给我机会饰演年轻时的妈妈，
我终于知道了她和她的姐妹年轻时有

多苦、多棒！”这也让我知道了祖国的荣
誉在她们心中有多重。

当时的世界排坛，中国女排论高度
不如美国，论速度不如日本，论弹跳不如
古巴，训练条件更是异常艰苦，要想在强
手如林的国际赛场脱颖而出，只有靠千
百万次不断重复的超常训练。但长期的
高强度训练，也给姑娘们留下了各种伤
病。主攻手郎平，仅左膝关节就先后做
了 7次手术。25岁退役时，她的膝盖已
经老化到 70岁的程度……牺牲如此之
大，女排姑娘们依然怀揣为国争光的信
仰，坚定前行。正是因为这种信仰，在一
次又一次升起的国旗下，女排姑娘含泪
的笑脸，成为那个时代永恒的记忆。

流汗、流泪、流血，不留遗憾。
不怕、不躲、不服，永远战斗。
2019 年女排世界杯，中国女排以

11连胜的战绩第 5次赢得世界杯冠军，
第 10次登上世界之巅，为新中国 70华
诞献上了最美祝福！

含泪的笑脸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战士

■贾玉名

1998 年 11 月的一天，在一家电影
院里，随着影片放映结束，人们纷纷离
场。一个面容清瘦的中年男人却坐在
那里一动不动，笔挺的身姿像焊在了座
椅上。电影讲述了二战期间，一位母亲
的三个儿子先后阵亡，上级派了一支小
分队，深入敌后寻找这位母亲的最后一
个孩子，并把他带离战场的故事。

电影上映 20 年后，在烈士陵园的
一座墓碑前，当年电影院里的那个中年
男人用嘶哑悲怆的声音喊了一声“敬
礼！”身边十几个男人齐齐举起了右手，
泪花在每个人眼中闪动，他们的思绪回
到了 30年前那个炮火与枪声交织，呐
喊与悲壮同行的夜晚……在一次边境
作战中，我方侦察小组与敌一个加强连
遭遇。子弹呼啸中，指导员指挥战士押
着俘虏迅速后撤，副连长和二排长在顽

强阻击中，不幸被敌人包围……
一道难题摆在了已经带领大家脱险

的指导员面前，140多个敌人，我方只有
14个人，敌众我寡，救还是不救？那晚，
指导员带领战士们反复冲杀。一个班长
负伤了，他们没有放弃。两名战士牺牲
了，他们依旧在冲杀。7次撕开敌人的
包围圈，硬是从敌人手里把副连长和二
排长抢了出来，虽然只是他们残缺不全
的遗体！指导员眼含泪水俯在二人耳边
轻轻地说：“兄弟，别怕，我带你们回家！”

很多人问过那个指导员，对当年那个
决定后悔过吗？他总是坚定地说：“如果
再有一次，我还会做同样的决定，只不过，
我希望牺牲的是我，而不是我的战士。”这
位指导员，就是我的父亲，被原成都军区
授予“英雄指导员”称号的崔文，他所在连
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侦察连”荣誉称
号。幸存下来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从没有
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友，更没有忘记去
赡养他们的父母、照顾他们的子女。

如今，踏入军营的我，也深深体会
到军人的责任、战友的情谊。假如有一
天战争来临，我愿意像父辈一样冲锋陷
阵，无论生与死都永远“值得”！

值 得
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排长

■崔义佳

国庆 70 周年大阅兵，当舰载机梯
队飞过天安门广场时，一个人民英雄的
名字令人深深铭记。这一刻，他的战友
怀揣他的照片正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
检阅。故事要从3年前说起……

2016年 4月 27日，渤海湾畔，一架
“飞鲨”战机正在执行陆基模拟着舰训
练。12时59分10秒，战机沿着标准下滑
线呼啸而过，这次着陆十分完美。塔台
指挥员和指挥助理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
“漂亮”，并在记录板上打出了本场次飞
行的最高分。

突然，无线电中传来急促的报警
声。这是飞鲨战机最高等级故障，一旦发
生，意味着战机将会立刻失控。机舱内，
红色醒目的弹射手柄就在飞行员手边。
只要一拉，就能弹出座舱、安全脱险。然
而，在危急关头，他把操纵杆猛推到底，试

图挽救这造价数亿、朝夕相伴的战机。
4.4秒后，机头还在上仰，几乎与地

面垂直，飞机也骤然离地 20多米。无
奈之下，飞行员终于拉动了弹射手柄。
降落伞没能完全打开，他重重地摔在了
日夜奋战的跑道旁。他就是张超，海军
某舰载航空兵部队的一名一级飞行员。

救护车呼啸疾驰，很快将他送往医
院。可两小时后，张超，那颗年轻的心
还是停止了跳动。他用 4.4秒的伟大壮
举，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生死抉择的 4.4秒，张超为救战机
舍命一搏。他明明知道，这 4.4秒排除
故障虽然短暂，实施自救却已足够……

忘不了，追悼会上，妻子张亚几度
哭昏；两岁的女儿看见张超的照片，大
声地哭喊着“爸爸，爸爸去哪儿啦”；英
雄的父亲捧起张超的骨灰盒，一字一顿
地说：“你太累了，跟爸回家！”

张超就像一面镜子，不仅映照了这
个伟大的时代，还折射出新时代革命军
人的使命与担当。今天，一幅向海图强
的强军画卷正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承
载着民族复兴梦想的中国巨轮，正乘风
破浪、扬帆远航！

4.4秒
海军某部政治工作处干事

■胡 静

在我们火箭军的序列中，有一支特
殊的部队，他们常年奔波在铁路线上。
迄今为止，行程累计 1.2亿公里，相当于
绕地球3000圈，他们的名字叫：导弹押运
兵。此时此刻，我的战友们正奔驰在祖
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把一枚枚导
弹送到指定地域。如果说火箭军是一杆

神枪，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子弹推上枪膛。
使命非常神圣，却异常艰苦。常年

工作在火车上，窗外荒无人烟，车内空间
狭窄。早些年，难免会遇上断粮断水，有
些前辈硬是靠着喝雨水挺了过去。

由于保密需要，押运兵和家人的联
系少之又少。就拿老班长史文祥来说，他
是单位的技术尖子，所以一年到头出任务
特别多。他的家，就在县城一个小车站旁
边，妻子知道他经常路过这儿，于是就带
着孩子，推着小车在月台上卖茶叶蛋。每
天，她都给自己和孩子穿上最鲜艳的衣
服，好让丈夫一下就认出她们娘儿俩。只
要火车进站，她们就使劲挥手，她相信，丈

使命在召唤
火箭军某部战士

■崔倩影

1966年 10月 26日，中国西北大漠
腹地，一次关乎中国未来、改变国家
命运的重大试验进入最后准备阶
段。这是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两弹结合实验。为精准操作，在零下
近 20摄氏度的严寒中，一名操作手脱
掉棉衣、摘下手套，衣着单薄地钻入
仅有 50 公分的狭小空间里开始了最
危险也最关键的对接操作，任何一点
闪失，都将使发射场瞬间夷为平地。
但“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
旁”，已经成为两弹结合期间参试人
员的铮铮誓言！当他精准无误地完
成上百个对接动作，从核导弹上下来
时，全身冻僵，几乎不能移动一步，现
场的聂荣臻元帅上前紧紧握住他的

双手，不肯松开。他就是为两弹结合
做出特殊贡献的田现坤。

田现坤因表现突出荣立二等功，但
由于高度的绝密性，立功证书上只有名字
和编号，主要事迹处却一片空白。转业
后，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那段惊心动魄
的往事。1984年，田现坤身体出现不适，
后被诊断为肝硬化，脾巨大。手术后，医
生诧异地说，行医这么多年，从没见过这
么大的脾脏。1992年，田现坤因全身器
官衰竭，医治无效去世，年仅49岁。病重
期间，医生曾问起这位老兵有没有接触过
核辐射，得到的都是坚定的回答——“没
有”，因为“不能说”是组织交给他的最后
一项任务！田现坤走了，带着他的秘密，
带着他的承诺，带着他对党的忠诚！

2016年 5月 6日，在四川广元雪峰
公墓，他昔日的战友终于见到了已在此
长眠整整 24 年的田现坤。滂沱大雨
中，战友们扶着墓碑号啕大哭：“老田
啊，20多年了，今天终于见到你了！”妻
子惠雪泣不成声地说道：“老田，没想到
这个秘密你瞒了我整整一辈子呀！”

“不能说”的秘密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军史馆讲解员

■周 霞

马里时间 2016年 5月 31日 2时 50
分，陆军赴马里维和某部遭遇暴恐袭
击。此时，我的蓝盔兄弟申亮亮正与战
友执行站岗任务，一辆装满炸药的皮卡
车绕了两圈后突然向营区加速。申亮
亮立刻喊话制止，开枪射击，一把把战
友推出去，喊道：“你快撤。”

爆炸发生了……申亮亮壮烈牺
牲。他用生命中最后的37秒，把生的希
望留给了战友，把自己留在了非洲马里
的哨位上。人们在清理战场时，在他遗
体下面发现了他执勤用的枪。这名勇
敢的战士，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紧
握钢枪，保持着战斗姿态。

时至今日，申亮亮的姐姐仍然会给
弟弟发微信：“弟弟，姐姐想你了。”

这样的牺牲，维和官兵在异国他乡
可能随时都会面临。

2016 年 7 月 10 日，陆军赴南苏丹
维和步兵营的一辆步战车，在执行任务
时，被一枚火箭弹击中，战士杨树朋、李
磊壮烈牺牲。几个小时后，步兵营指导
员收到了杨树朋妻子邹丽娜的微信：
“指导员在吗？我家树朋怎么了？他没
事吧？”刚刚痛哭过的指导员，颤抖地在
手机上写了又删，删了又写，最后只在
屏幕上写了5个字：嫂子，对不起。

同样成为蓝盔战士的我，也曾遇到
过死神的敲门。那年除夕夜，我们 9名
赴刚果（金）执行任务的女同志正在准
备年夜饭。突然，急促的枪声响起，餐
厅的玻璃瞬间被击碎，呼叫声、警报声、
枪炮声充斥着整个营区。我们火速冲
到了各自防卫位置，子弹上膛。那一
刻，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手枪里还剩
下最后一发子弹，那是留给我们自己
的。一去家国千万里，千万里路为家
国。中国军人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维
护世界和平的大国担当。

中国蓝盔
联勤保障部队某医院干部

■郭 娅

2019年 8月 10日深夜，安徽省绩溪
县台风呼啸肆虐，到处危机四伏。在狂
风暴雨中，无数人打着手电、举着火把，
高声呼喊着“李书记、李书记……”这一
夜，为了寻找一位失联的年轻人，多少人
喊哑了嗓子，多少户人家彻夜未眠。

第二天早晨，李书记终于找到了，可
他满身泥泞，已停止了呼吸。绩溪县荆
州乡纪检干部李夏，就这样倒在了抗击
台风的路上，生命定格在33岁。

欲别两依依，心香祭故人。绩溪人
民送别李夏的那天，多少人家半夜就亮
起了灯，多少乡亲一大早就出了门，他们
要送好人李夏最后一程。菊花种植户胡
中武，将一束贡菊敬献在李夏灵前。这
美丽的菊花，是李夏生前带给他致富的

希望，如今寄托的是他无尽的思念。高
扬村菊花种植面积已达到 1400亩，村民
种菊的收入大为提高，这要归功于李夏
寒来暑往的奔波辛劳。

这就是李夏，一名普通的基层干
部。在绩溪县工作的 8年间，他学会了
绩溪话，也听到了群众的心里话，办好了
村民的一桩桩“小事”，也办成了村里的
一件件“大事”。

对于工作，李夏是热心尽职的；对于
家人，李夏是温情细腻的。今年 8月 6
日，是女儿钢琴三级考试的日子，她想要
一只“电话手表”。李夏答应女儿，如果
考级通过，就满足她的要求。然而，就在
他们约好办卡的日子，李夏却没能回来。

李夏永远活在了女儿的等待中，活
在了老百姓的思念中。他的微信名叫
“在路上”，他的一生都在路上。用脚步
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初心，不因
来路迢遥而改变；使命，不因风雨坎坷而
淡忘”，这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用生命践行
的平凡诺言，也是镌刻在山河大地上的
不朽丰碑。

一生在路上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讲解员

■贾筱艺

今年 3月 2日，我陪央视记者到张富
清老英雄家中采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张老，简陋的宿舍、斑驳的地面、褪色的
墙围、老旧的家具，还有那个陪了老爷子
60多年补了又补的搪瓷缸，无不诉说着
一个老兵的本色。家里的床铺、被褥、书
籍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就连阳台上的几
盆绿植也是直线列队、挺拔向上，好像一
排威武的士兵随时准备出发。

一只旧皮箱是老人最珍视的物件
儿。在我们的请求下，他从最底层取出
了用红布包裹的军功章和立功证书，3
次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获“战斗英
雄”称号，彭老总亲自签发报功书：张富
清荣获特等功，实为我军之荣。

这赫赫战功中藏着张老太多的故事，
头上的弹痕是故事，身上的伤疤是故事，震
掉的门牙是故事，但老人却刻意尘封，甚至
连家人都不告诉，这是为什么？随着这份

报功书，让我们一起回到71年前的永丰战
役。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张富清所在的
六连一夜之间换了8个连长，连长牺牲了
副连长代，副连长牺牲了排长代，排长牺牲
了班长代，全连120多人最后只剩下了7个
人！战斗胜利后，张富清不顾头部重伤、血
流满面，红着眼在死人堆里四处翻找，可是
任由他怎么喊怎么找，战友们那一个个熟
悉的声音，一个个微笑的面容都不在了。
永丰城，成了张富清心底永远的痛！

在张老心中，功勋应属于那些倒在
黎明前夜的战友们，他甚至感到内疚，为
什么活下来的是自己？而战友却牺牲在
敌人的枪口下？他要用一生去完成战友
未竟的事业：脱下军装选择奉献山区向
贫困宣战；下乡驻村带领群众战天斗地
无怨无悔；开山修路像突击队打仗一样
不胜不休；晚年截肢顽强地站起来永不
倒下。当习主席为他戴上共和国勋章
时，他一定想把它挂在战友身上。

老兵不倒，精神长青。当我们在付
出与回报之间患得患失时，当我们因理
想与现实的距离而彷徨无措时，当我们
为一时失意而愤愤不平时，面对张老，我
们有什么资格怨天尤人！再一次向我们
的老前辈、老英雄致敬！

老 兵
湖北省军区某部政治工作处主任

■刘海伦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座红
色殿堂里，每一件文物，都诉说着感天动
地的故事；每一件藏品，都铭刻着气壮山
河的传奇。而我，只是他们中普通的一
员，我是邱少云的枪，陪伴主人经历了生
死考验，见证了主人最后的心跳。

我那被烧成炭黑色的枪托，是那场悲
壮战斗的见证。那是1952年10月，敌人控
制的391高地，像一颗毒牙楔入志愿军的阵
地。主人所在部队准备在黄昏时发动突然
袭击，拔掉这颗毒牙。他带着我趁夜潜伏
于距敌前沿仅60余米的草丛中。第二天
中午，敌人发射的燃烧弹引燃了他的棉衣，
火焰在主人身上肆虐，为了不暴露整个潜
伏部队，主人强忍剧痛一动不动，双手深深
插进了泥土，我也被主人牢牢地压在身

下。那一刻，主人的头发被烧焦、身体被火
焰吞噬，我也经历烈火焚身的痛楚，我多想
主人能带着我离开啊！因为他刚刚上交入
党申请书，还没来得及入党；因为他在入朝
参战前唯一的家信中，曾答应家人要带着
光荣返乡；因为这个只有26岁的年轻生命，
还没等到梦中的那个她。可我知道，主人
不会离开，因为他已下定决心：为了整体，
为了胜利，宁愿牺牲自己，决不暴露目标。

时间已经过去了67年，可我依然能听
见主人热烈的心跳，能体会他无声的誓言，
能看见烈火中的永生！这就是我，一支枪
的生死传奇，一支枪的涅槃重生，一支枪的
不朽军魂！在人民军队可歌可泣的革命征
程中，邱少云式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从普通战士到高级将领，从百姓到
战斗英雄，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
仆后继、不懈奋斗！他们谱写的荣光，值
得我们永远铭记。他们奋斗的事业，我
们要永远接续。

供 稿：刘翀辰 赵彦凯 李颖超

摄 影：沈志国 罗尔文 陈雪峰

邱少云的枪
江西省兴国县民兵连班长

■范 颖

图①①—图⑩⑩分别为选手贾玉名、崔义佳、胡静、崔倩影、周霞、郭娅、温
泽、贾筱艺、刘海伦、范颖在比赛中。 制图：周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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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就在某列火车上，看着她和孩子。
那天，老史和两个年轻战友押运着

导弹，马上就要路过妻子的站台了。还
有 5公里，1公里，500米，100米……旁
边的战友格外激动，大声喊着：“班长，
车站快到了！要看到嫂子了！”老史紧
紧地贴着车窗，看着一大一小两个红点

越来越近，很快又越来越远……
妻子和孩子并不知道老史到底在哪

列火车上，但她们总会期待着，说不定就
是眼前这一趟。虽然长年累月不能团聚，
但她们却发自内心地骄傲。因为知道，装
着导弹押运兵的列车头也不回地走远，不
是因为无情，而是前方有使命在召唤。

80 年代初，八步沙是甘肃省古浪
县最大的风沙口，狂风肆虐，农田遭
毁，乡亲们很多被迫离开了世代生存
的家园。
“活人怎能让沙子欺负死”，1981年

的一天，村里有六位年龄加起来近 300
岁的庄稼汉，以联户承包的形式，组建八
步沙集体林场，投身治沙造林。

六位年近花甲的老汉，一头扎进漫
天黄沙的治理工程中。谁知，在沙漠中
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第
一年，六老汉用全部积蓄买了一万多棵
树苗栽下，没想到转年开春的一场大
风，瞬间把树苗刮没了。六老汉不服
输，他们咬紧牙关，“一步一叩首，一苗
一瓢水”的呵护，不知从何时开始，八步
沙出现了“人进沙退”的好局面。荒漠

变绿了，六老汉的头发却变白了，甚至
有四位老汉相继走完了人生路。

贺老汉肝硬化晚期，忍着剧痛种下
了人生中最后的几棵树。石老汉在临终
前嘱咐儿子石银山：“为了咱八步沙，去
种树吧。”四位离世的老汉和还健在的两
位老汉的儿子们，扛起了父辈们的旗
帜。六兄弟成了八步沙的第二代治沙
人。因为“六老汉”曾有个约定，六家人
每家必须有一个接班人，不能断。如今，
六兄弟已经变成了“六老汉”，而“父亡子
继，子承父业”的接力棒，又传到了第三
代儿子们手上。

38 年，这些治沙的英雄们，一步一
个绿色脚印，踏出了人类生存的希望。

38年，八步沙“六老汉”，有的老了，
有的走了，可腾格里沙漠南缘的那片绿
色却一直在向沙漠中延伸。

他们是时代楷模，他们是最美奋斗
者，宁愿把生命“埋”进沙漠，也要为子孙
开拓未来。他们是：石满、郭朝明、贺发
林、罗元奎、程海、张润元。

他们的功德必将为后世垂范，他们
的名字必将为历史铭记。

八步沙“六老汉”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讲解员

■温 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