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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底，驻地天气一改前一阵的温

暖，两场雨后逐渐清冷。这天一大早，

我作为文职人员代表，随队来到华山烈

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

“陵园建于 1950 年，安放革命烈士

228 位……”讲解人张顺京一瘸一拐，带

着我们走过笔直的道路。道路两旁，大

理石墓碑整齐有序地排列着，不知名的

小花在墓碑脚下悄然绽放。

今年是张顺京在这里义务守陵的第

40年。一次作战中，他被炮弹炸成重伤，

战友舍命将他从战场上救下。说起这段

往事，他眼里泛起泪花：“我非常怀念牺

牲的战友，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穿行在寂静肃穆的陵园中，张顺京

对每一位烈士的生平都如数家珍，一一

为我们讲解。看着墓碑上的名字，我不

禁想到从未见过的大伯——他也是一

位革命烈士。

那时我家还在农村，家里最显眼的

位置常年挂着一张烈士证。经过几十

年岁月侵蚀，虽然有相框保护，但证书

已经破旧不堪，只有鲜红的国徽依然清

晰。仔细辨认，能看清“王庆善”“抗日

战争”的字样。每到清明节，父亲就会

踩着凳子把相框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带

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大伯安葬的烈士陵

园祭扫。

听爷爷说，大伯牺牲时年仅 19 岁。

那是 1944 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山东

地区的日寇仍在负隅顽抗。为了夺取

最后胜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青

壮年踊跃参军。刚刚成年的大伯也是

其中一员。

第二年，附近村庄遭到大股敌人突

袭，大伯所在的部队紧急支援。队伍赶

到后，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但仅有的

一挺机枪发生了故障，他们只能且战且

退。敌人越逼越近，眼看形势危急，大

伯拖着负伤的身体冲向敌人，拉响了手

榴弹……

那次战斗，50 余名战士壮烈牺牲。

为了纪念他们，县里于同年建立烈士陵

园，建塔立碑。

我和大伯素未谋面，但他的故事始

终在我记忆中闪光，因为无论哥哥还是

我，都是听着大伯的故事长大的。父亲

经常对我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像

大伯一样上战场。每当提到大伯，村里

老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庆善是个英雄！”

去年，我成功考取军队文职人员。

得知消息后，母亲立刻打电话给我：“小

娃，进了部队好，进了部队好啊！在部

队好好干，争取多作贡献。”老家的亲戚

也打电话祝贺，并提醒我向大伯看齐。

“先烈业绩辉千古，浩然正气壮华

岳。”走出烈士陵园，我的思绪飞向了历

史岁月，方志敏、杨靖宇、董存瑞、李向

群……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从历史中走来，

走到我的心中，融入我的血脉。或许他们

离我很远，但他们的精神离我极近。

（王晨辉整理）

英烈，在记忆中闪光
■陆军某试验训练区文职人员 王际亮

清明不仅是个节气，更是祭奠英烈、缅怀先辈的日子。对军队人员来说，每一段英烈故事，每一个红色印记，都蕴藏着

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成为指引大家前进的明灯与旗帜。清明节，各部队组织官兵和文职人员以多种形式祭奠缅怀革命先

烈，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从英烈精神中汲取奋进动力，在缅怀先烈中赓续奋斗之志。本期，我们推出一组清

明节特别策划，与广大文职人员共勉。

写 在 前 面

梨花风起正清明，家祭无忘告英

烈。英烈者，军之剑，国之干，民族之

魂。在英烈精神的感召激励下，一代代

青年官兵与时代同频、和民族并进、同

人民携行，成国之脊梁。同样，文职人

员作为军队人员的一部分，要想在强军

兴军征程上留下铿锵足音，也离不开英

烈精神的引领与滋养。

英烈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坐标，每

次缅怀铭记，都是价值和情感的双重

回归。发挥好英烈精神感召人、感化

人、感染人的作用，有助于培塑思想、

坚 定 信 仰 ，使 文 职 人 员 心 有 所 依 、力

有所向。

熠熠生辉的英烈精神，是军队文

职人员血脉由“鲜活”向“鲜红”进化的

火种。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到激情

燃烧的建设时期，从波澜壮阔的改革

开放到继续夺取伟大胜利的新时代，

无数英烈在不同时代、不同岗位上闪

耀着精神的光芒——它们是“砍头不

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矢志不渝，是“死

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初心如磐，

是“ 清 澈 的 爱 ，只 为 中 国 ”的 热 血 忠

贞。军队文职人员追忆革命英烈，首

先就是要学习他们的信仰如山、赤胆

忠心，让红色精神在思想源头扎根，于

内心深处定型。

历久弥新的英烈精神，是军队文职

人员能力由“塑形”向“铸魂”提升的关

键。英烈精神的凝聚，经历了血与火、生

与死的考验，其中蕴含的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等特质，为军队文职人员提供了行

动指南。引导文职人员坚定理想信念、

强化责任担当、砥砺初心使命，把青春奋

斗融入时代主题和强军实践里，把小我

融入大我的宏伟事业中，是对英烈精神

的力学笃行，更是能力素质实现跨越提

升的关键所在。

跨越时空的英烈精神，是军队文

职 人 员 行 为 由 被 动 向 主 动 转 变 的 桥

梁。由于来部队之前缺乏系统严格的

纪律教育，个别文职人员自我要求不

够严格，如果仅仅依靠外部约束监督，

难以从根本上引发文职人员的情感认

同与行为自觉。英烈精神流淌在民族

血脉中，承载着全社会高度的价值认

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学习英烈

事迹，有助于让文职人员在浓厚的教

育氛围中产生心灵触动，激扬强大的

精神力量，不断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提高。

躯壳纵填沟壑去，精神犹在海天

张。每一次对历史的纪念，都是为了

更好地前行。聚焦实现建军百年奋斗

目标，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需要团结

一心、众志成城。军队文职人员唯有

接过精神火炬，从英烈事迹中增强历

史担当，才能当好新时代强军征程的

奋斗者、攀登者，把蓝图变成现实，把

愿景变成美景，创造出属于文职人员

的荣光。

（作者单位：陆军军事职业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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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抛千斛，风雨撼孤舟。宁为

革命死，不作阶下囚。”在安徽省六安市

裕安区苏埠镇孙湾村，烈士周狷之的塑

像和墓碑庄严肃穆，碑文上的绝命诗字

字泣血。清明节前夕，在挖掘整理驻地

革命历史文物时，该区人武部军事科参

谋、文职人员祝义跃途经此地，在墓前

驻足瞻仰。

“1930 年，周狷之被叛徒出卖不幸

被捕，在狱中写下绝命诗。赴刑场的路

上，他怒斥敌人‘共产党员是巴根草，你

们 斩 了 我 这 一 节 ，其 他 的 还 会 生 根 发

芽’。就义时，他只有 27 岁。”了解到这

些，今年也 27 岁的祝义跃感佩不已：“党

和人民军队初创时，我的家乡有无数青

年志士，为了信仰抛却个人生死，我越

发感到投身强军兴军的使命光荣。”

2020 年，祝义跃成为人武部一名文

职人员。后来，他参与到建设安徽省革

命军事馆的任务中，负责征集革命历史

文物史料和藏品。

参与这项工作一年多，感动与震撼

便持续一年多。“收集革命文物的过程

也是缅怀英烈、洗礼升华的过程。”安徽

省革命军事馆筹建组负责人郭伟峰告

诉笔者，为了推进革命军事馆建设，他

们在省军区领导带领下，追寻革命先辈

足迹，走遍全省挖掘红色资源，收集革

命文物，省军区系统的文职人员积极踊

跃参与其中。

“以前我不理解，世间百色，为什么

形容革命的颜色是红色？原来，胜利之

花 是 英 烈 们 甘 洒 热 血 浇 灌 才 能 盛 开

的。”巢湖离职干部休养所文职人员朱

怡 蘅 谈 到 那 场 追 寻 活 动 ，依 然 心 潮 澎

湃。因为有写作和拍摄特长，她加入活

动小组，负责相关栏目制作。

期间，朱怡蘅在某平台视频号陆续

推出 30 期短视频，讲述一个个共产党人

为了信仰献出青春与生命的故事，不仅感

动了广大官兵，还被多家地方媒体转发。

很多活动小组走过的“追寻之地”，也成为

驻地群众争相前往的“网红打卡地”。

2019 年入职时，安徽东至县人武部

文职人员朱春剑一度有些焦虑。由于

人 武 部 人 少 事 多 ，他 最 忙 时 要 兼 顾 政

工、军事、保障三个科室的业务，偶尔也

会产生“撂挑子”的念头，直到“遇见”抗

美援朝老兵张北旺。

在一次作战中，张北旺所在部队坚

守的阵地仅剩他一人。他临危不惧，沉

着应战，先后消灭 60 余名敌人，为战斗

胜利赢得宝贵时间。

去年底，张北旺的儿女将他的立功

受 奖 资 料 捐 赠 给 安 徽 省 革 命 军 事 馆 。

在捐赠仪式上，朱春剑接过“人民功臣”

荣誉称号等 30 多件立功受奖资料，内心

震撼不已：“这些沉甸甸的资料让我感

受到无穷的力量，我想那就是信仰的力

量。我是新时代军队文职人员，应该用

实干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我有一壶酒，足以慰忠魂，枕戈复

待旦，常思报国恩。”近日，安徽省军区

组织青年党员到延乔路，祭奠烈士陈延

年和陈乔年。合肥警备区干事、文职人

员徐鹏在留言卡片上写下：“我愿同你

们一样，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

华。”他告诉笔者，革命年代的同龄人能

够不惜为党为民抛头颅、洒热血，现在

的我们，也必须挺直脊梁奋勇前行。“把

英烈的精神永续传承，才是对他们最深

情的祭奠。”

传承，最深情的祭奠
■蔡永连 高 陈

“青 春 无 问 西 东 ，岁 月 自 成 芳 华 。

岗前培训即将结束，我对这身‘孔雀蓝’

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2 月底以来，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 400 余名文职人员

集聚航天工程大学，进行岗前培训。班

级例会上，文职人员陈茹的心声引起了

大家的共鸣。

“助力文职人员早日实现从社会青

年到军队人员的转变，从就业谋生到成

就人生的转变，从打拼职场到服务战场

的转变，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

该部领导介绍，他们紧紧围绕铸牢军

魂、军事训练、职业提升、模拟实操 4 个

教学专题，从如何校准培训目标、定实

培训内容、配强师资力量、把严考核标

准、抓好文化生活等方面拉单列表，周

密部署，帮助参训文职人员快速融入培

训生活，全面提高能力素质。

针 对 参 训 人 员 的 规 模 数 量 、专 业

类别、分布特点，他们合理设置各阶段

教学内容，坚持理论灌注与现地教学

相结合、课堂操练与日常养成相结合、

授课辅导与座谈交流相结合、专题教

学与沉浸体验相结合。同时，突出抓

好条令条例学习和军事体育训练，穿

插安排战备等级转换、紧急集合、徒步

行军、战术情况处置等课目，采取编设

模拟连、配备带班员等方式加强教育

管理。

观看了《铁纪强军》纪律教育专题

片后，文职人员邓婷苇深有感触地说：

“通过教育学习，我不仅见证了全党全

军纯正政治生态、严明纪律规矩的务实

之举，也有利于从入职之初就树立起遵

规守纪、担当尽责的观念。”

史展馆内的图片、藏品，让文职人员

感受到部队光荣历史和辉煌成就，更加

笃定了献身国防的信念决心；训练场上

的强化训练，让他们体会到军队人员的

尚武精神，更加树牢了精武强能的备战

思想；学习室里的课程、讲座，让他们了

解 到 文 职 人 员 的 必

备素养和前进方向，

更 加 坚 定 了 换 羽 高

飞的使命意识……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

理论灌注与现地教学相结合
■张大鹏 刘 菁

“血战长津湖时，志愿军战士身着

单 衣 在 零 下 30 多 摄 氏 度 的 寒 夜 里 潜

伏 ，直 至 牺 牲 仍 保 持 着 战 斗 姿 态 。 他

们 的 身 体 虽 然 被 冻 成 了 冰 雕 ，可 他 们

的 战 斗 意 志 炽 热 而 滚 烫 ！”前 不 久 ，某

信 息 通 信 基 地 组 织 文 职 人 员 培 训 ，来

自山东省军区济南第十二离职干部休

养 所 的 89 岁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二 等 功 臣

王鹏程受邀来到“红色基因薪火传”英

雄 事 迹 讲 坛 ，为 百 余 名 文 职 人 员 讲 述

战斗故事。

培 训 前 ，该 基 地

调研发现，参训学员

近 70%来自“双一流”

高校，虽然学历高、思

想活，但不同程度存在对英雄模范了解

不多、对战斗精神理解不深等问题。他

们聚焦革命传统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围

绕“立身做人、当‘兵’打仗”主题，梳理

理想信念、战斗精神、使命任务等要素，

邀 请 英 模 人 物 、先 进 典 型 讲 述 战 斗 故

事，解读战斗精神，帮助文职人员校准

军旅航向。

英模事迹“走出”档案，英模精神融

入心灵。基地整理下发戍边英雄事迹

集，组织文职人员参观红色教育基地、

参与红色影视展播活动，举行“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签名仪式。

在参观济南战役纪念馆时，文职人

员陈传文在战士滕元兴写下的请战决

心书前久久伫立；在签名仪式中，曾服

役于海军陆战队的文职人员于存威作

为领誓人，带领大家庄严宣誓……

“ 一 代 代 共 产 党 人 视 使 命 重 于 生

命 ，视 大 我 高 于 小 我 ，就 算 如 流 星 陨

落 ，也 要 为 党 和 人 民 事 业 发 出 最 后 一

道 亮 光 ”“ 人 民 军 队 在 武 装 斗 争 中 诞

生、在浴血奋战中成长、在战胜强敌中

百 炼 成 钢 ，一 个 重 要 的 法 宝 就 是 英 勇

顽强的战斗作风”……在“‘孔雀蓝’讲

坛”学习交流活动中，参训文职人员展

开热烈讨论，纷纷表示，要以英雄模范

为 榜 样 ，崇 敬 英 雄 模 范 、学 做 英 雄 模

范 ，积 极 投 身 强 军 实 践 ，锤 炼 战 斗 意

志、练强制胜本领。

某信息通信基地—

英模人物与参训学员面对面
■曹 波 史大帅

聚焦岗前培训

谈文论武

学英雄光辉事迹，走英雄成长道路。日前，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四离职干部休

养所组织新入职文职人员来到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陆军第 79集团军某旅雷锋纪

念馆，邀请雷锋同乡、离休干部曾国兴（左二）为他们讲述雷锋故事。 谭长俊摄

3月底，陆军某试验训练区组织官兵和文职人员来到华山烈士陵园缅怀

革命先烈。 黄巾格摄

参与追寻革命先辈足迹的任务过程中，安徽省军区巢湖离职干部休养所

文职人员朱怡蘅来到袁国平烈士雕像旁驻足瞻仰。 袁伟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