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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新疆军区某团下士米茗玉

通过“拥军门店”购买商品。令他欣喜

的是，通过手机 APP 下单后，当天下

午商品就送到他的手上。“在‘拥军门

店’购买生活物资，品种多，送货快，

比市场价便宜，为党委机关的暖心之举

点个赞！”说话间，米茗玉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据了解，该团驻地远离市区，官兵

外出购物十分不便。营区内的“军营超

市”商品种类单一，难以满足官兵要

求。一次官兵恳谈会上，基层官兵反

映的这一问题，引起团党委高度重视。

年初以来，他们积极与驻地双拥

办、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沟通。根据

驻地官兵的现实需要，地方相关部门

将驻地周边 15 类 60 家商超划入“拥军

门店”服务范围，为官兵提供网上购物

服务。

为了更好服务官兵，相关部门配套

研发了一款手机软件，方便官兵手机下

单；商家还承诺及时送货上门，如遇商

品质量问题立即调换。米茗玉滑动指

尖 ， 点 击 手 机 屏 幕 上 的 “ 拥 军 门 店 ”

APP 说：“有了‘拥军门店’，手机购物

时代走进偏远营区，我们足不出营也能

采购到各类生活必需品。”

“为官兵排忧解难，将暖心事做到

官兵心坎上；大家不为‘烦心事’分散

精力，才能全身心投入战备训练。”团

领导介绍，部队训练任务重，为确保军

人军属供应保障有力，他们积极抓好后

勤服务保障工作，出台系列措施，解决

官兵急难愁盼问题。

“慰问困难官兵家庭、家属来队接

送、协调军人子女入学、解决官兵家

中涉法纠纷……”随着一件件暖心之

举 落 地 ， 一 项 项 困 难 得 到 有 效 解 决 ，

官兵扎根边疆的信心愈发坚定。连日

来 ， 该 团 官 兵 在 专 业 训 练 、 驾 驶 复

训、换季保养等工作中拼搏加力，备

战打仗精气神更足。官兵们说，走上

高原驻训地，我们要切实将上级的关

心厚爱转化为练兵动力。

手机购物来啦—

“拥军门店”便捷优惠
■宋美洋 尚路航

青山不会忘记他们
的名字

追寻，从一次探营开始。故事，也

从那一刻说起。

2021 年春节前的一天，退伍老兵杜

超华回到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探营，与

年轻战友回忆当年的守港经历。悠长

深情的讲述中，老兵不经意的一句感

慨，引起了官兵的注意。

“这片海这座山，是一茬茬官兵战

斗和生活的地方。那年，几位英烈为这

片土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就长眠

在这座山间。”

营区有烈士墓，为什么我们从未听

说？这么多年英雄长眠山间，他们当年

怎样牺牲的？英烈的亲人来过吗，他们

的亲人如今在哪儿？

一连串疑问，叩击着官兵的内心。

基地机关宣传科多方联系，走访当

地政府群众、电话回访多位老兵，希望

找到烈士长眠地。然而年代久远，史料

也是寥寥数笔，官兵在走访周边村民

时，一位耄耋老人说，这座山里长眠着

几位烈士，村里的老一辈人都知道。

这，与老兵的讲述不谋而合。大家

激动不已。

该基地宣传科长贺跃民把各路信

息碎片汇总，并将情况向上级汇报。作

为部队重要传承史料，英烈的故事，不应

被青山掩埋，基地党委对此高度重视。

“找到烈士，就是找到精神和血脉，

找到一支队伍的魂。铭记英烈、传承精

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找到英烈长眠的地方，是眼下最重

要的事。基地派出多支小分队，从不同

方向开展搜寻。两个月过去，官兵们追

寻的足迹踏遍这片山野，依然无功而返。

贺跃民也很焦急。每天清晨，想起

那位退伍老兵笃定期待的眼神，他心中

一次次重燃希望。又一次，官兵们展开

细致的搜寻，从山脚开始重新摸排。

“找到了。”官兵们在山岭北侧，发

现几座荒凉的坟冢。如果找准上山路

线，此处距离军港大道很近。官兵们

说，之所以在第一轮搜寻中没有发现他

们，因为这里树木葱茏、荆棘丛生。

印象中的烈士墓，庄严肃穆。官兵

眼前，7 座坟墓几乎被落叶掩埋，青石

墓碑上长满苔藓，坐北朝南，很难被人

发现。

眼前的一幕，让贺跃民的心头一阵

酸涩：假如没有老兵的牵挂，如果战友们

中途放弃，也许烈士墓碑就将永远沉寂

于此，无声，无言，静静守候着这片山海。

“也许前人并不在意，可后人必须

做点什么。”基地一位领导说，一个民族

对待英雄的态度，决定着民族的未来和

前途。贺跃民说，他想让官兵们参与追

寻的旅途。

砍掉荆棘，清理杂草，7 座坟墓露

出了他们本来的样子。细细辨认，碑文

上铭刻着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入伍年

月，还有一行简单的小字说明——他们

牺牲于 1959 年 4 月 6 日。

“朱天文、乔家恩、蒙增香、蒙立权、

黎南兴、韩耀元。”青山没有忘记他们的

名字，他们的墓碑再次出现在官兵眼

前。官兵们发现，还有一座墓碑，碑文

模糊不清，已无法确认相关信息。

找 到 烈 士 墓 ，让 官 兵 们 激 动 又 感

动。上级专门开辟了一条路，从此，从

军港到墓地的路程，步行不过数十分

钟。瞻仰，祭奠，从此英烈不再孤独。

官兵们给墓碑上残损的刻字重新

描红，“烈士”两个大字在夕阳辉映下，

分外耀眼。

只要我们记得，他们
就从未离开

1959 年 4 月 6 日。

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几位烈

士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们的战友、家人

现在怎么样了？

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驱动着官兵，继

续追寻下去。基地成立工作组，负责烈

士身份信息的核查工作，贺跃民和战友

踏上了追寻之路。

墓碑上记录的“0148 部队”，成了寻

根工作最重要的线索。然而，官兵们向

周边村民打听，大家众说纷纭；前往市

警备区、史志办、退役军人事务局，都没

有相关信息；接着，他们又去了省军区、

省史志馆，依旧一无所获……

贺跃民这才意识到，60 多年来，部

队多次整编移防、番号调整，早已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追溯往昔时光、寻

找昔日英雄，远比他想象中困难。

在省史志馆，一位工作人员建议：

“当年的中南战区，就是后来的广州军

区，你们去那里找找，应该能有收获。”

他们马不停蹄赶赴广州。在原广

州军区军史馆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中，

一条尘封多年的档案记载让大家精神

一振：“1959 年，在修建虎头岭国防工事

中，128 师 6 名官兵牺牲。”

至此，墓碑上的“0148 部队”有了更

准确的名字：原 43 军 128 师。

通过多方询问，工作组对这支部队

的历史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也查到了他

们现在的番号。

下 一 站 ：武 警 第 一 机 动 总 队 某 支

队。工作组的到访，受到了该支队战友

的热烈欢迎。在他们的档案馆，贺跃民

郑重翻开记载着这支部队 3379 名烈士

的姓名簿。

“朱天文”“乔家恩”“蒙增香”……

就像此前在脑海中构想的那样，他们看

到了英烈们的名字！与此同时，那段尘

封的往事，也随着案卷的展开，慢慢浮

现眼前——

1959 年初春，128 师 383 团某连调

防海南参建国防工事。那时，海上威胁

严重，为保卫祖国的南大门，全连官兵

开山修路，紧锣密鼓建设防御工事。

4 月 6 日，两名战士进行例行巡查，

突遇坑道塌方。得知消息，连队指导员

朱天文立刻带人前去营救。不幸的是，

现场突发二次塌方。最终，指导员朱天

文，班长乔家恩、韩耀元，副班长蒙立

权、蒙增香，上等兵黎南兴 6 名官兵光

荣牺牲。

受 限 于 气 候 、地 理 等 条 件 ，连 队

官 兵 就 地 安 葬 好 战 友 遗 体 ，擦 干 眼

泪，转身又义无反顾地投入紧张的国

防施工中……

阅读着档案里简短的史料文字，就

足以让人想象昔日火热的备战场景，以

及官兵舍命相护的战友情谊。

他们决定，即刻出发，前往烈士家

乡，慰问烈士家属。

6 名烈士，6 个家庭，6 种不同的人

生。工作组官兵一路追寻，先后前往海

南、广西、湖南、湖北等 4 省 9 个县市，寻

访烈士遗属和生前战友，对烈士生平经

历进行了补充。

越了解，越感动，越痛惜。贺跃民

没想到，走到烈士家乡，才是最艰难的

行程。烈士韩耀元是家里的小儿子，义

务兵期满，本来可以退伍返乡，但为了

响应部队加快国防工程建设的号召，他

选择了超期服役。

当年通信不畅，韩耀元牺牲后，他

的父亲、哥哥多次来到南边驻地寻找亲

人的墓地，有时候钱花光了，他们就留

宿街头，但还是没能如愿，两位亲人最

终带着遗憾离世。

这些年，他的两个侄子又通过网络

继续寻找着叔叔的相关线索，仍然收效

甚微。工作组到来后，两位中年汉子讲

起三代人的寻亲路，不禁潸然泪下。

与韩耀元一样，其他烈士家属们都

只知道亲人在部队牺牲了，但为何牺牲、

墓地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每到清明，

他们只能朝向大海的方向，或敬酒、或焚

香、或鞠躬，表达对亲人的思念。

应该铭记的人不会被忘记。工作

组每探访一户，烈士家属都会拉着“亲

人”的手，声泪俱下地讲述起遥远的记

忆。红着眼眶听完，官兵们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是：“只要我们记得，他们就从未

离开。”

信仰的力量，足以穿
越时光

岁月之河奔腾向前，我们该如何感

知时间？

60 多 年 ，可 以 让 一 支 部 队 调 整 7

次，6 个家庭演变为 31 户人家；在韩耀

元的亲人眼中，60 多年，是三代人的等

待；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60

多年，是额外收获的别样人生。

广西某地，工作组找到了烈士蒙增

香生前的战友蒙增惠。

那年，两个小伙子一同来到 383 团

当兵，本来计划着过年一起回家探亲，

没想到，那一面过后便是永别。

工 作 组 到 来 的 时 候 ，见 到 了 已 经

86 岁的蒙增惠老人。他躺在医院，身

上插着输液管，药液正通过微量泵缓缓

注入他的身体……

听 说 部 队 来 访 ，老 人 挣 扎 着 坐 起

来，给大家唱起了当年的战歌，唱到声

音沙哑，涕泪纵横。

老兵说，即使是躺在病床上，他也

很感恩——那时候参军听说是到海防

斗争一线，“我们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想起战友蒙增香，他觉得，自己是多活

了 60 多年，享受到了烈士们用生命换

来的和平与安宁。

“老连队现在怎么样了？”蒙增惠老

人关切地问道。

“他们延续着烈士遗志，把我们的

国家、我们的军队建设得更好了。”听到

贺跃民的回答，老兵含着眼泪笑了。

几天后，工作组启程，前往连队现

在的驻地一探究竟。

福建泉州，工作组风尘仆仆赶来，

却扑了个空。

原来，部队已机动至广东，担负新

任务。再次追寻而去，大家才在一间

60 余人的大通铺房间里，见到了这支

从历史中走来的部队。如今，他们是武

警第二机动总队某中队。

“咱们老家来人了！”中队指导员激

动不已，迫不及待向工作组汇报：这些

年，无论编制体制如何调整，驻地如何

变化，他们始终保持着老连队的优良传

统——“英勇战斗，敢于牺牲”。

精神的火把，就这样传承下来。

完成海南国防工程建设任务后，他

们相继奔赴河南、西藏、上海、新疆、广

东等多个省市执行任务。在边境作战

中，连队官兵奋勇杀敌，涌现出 9 名二

等功臣，一排被授予“阻击英雄排”荣誉

称号。和平时期，他们也参与了多项重

大任务，获得荣誉表彰 10 余项。

无论是广西病床上的战歌，还是广

东荣誉室里的奖状，都让人震撼不已……

一路追寻而来，工作组官兵更加懂得，

他们为何而来。

这一路，他们调取档案 240 多份、

查 阅 文 献 300 余 份 、走 访 家 庭 31 户 、

咨 询 核 实 200 余 人 ，总 行 程 超 过 两 万

公里。

“信仰的力量，足以穿越时光。”工

作组成员陈曦告诉记者，他一路感受着

不同人们对烈士的怀念与追随，这种信

仰，正在新时代迸发新的力量。

工作组对 6 名烈士的生平信息进

行了完善，一同带回基地的，还有那些

遥远悠长的青春故事。

后来，“讲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

学习教育活动在基地广泛开展，英烈的

故事口口相传。

遗憾的是，关于第 7 座坟冢，产生

了多种不同的说法，工作组目前无法确

认。不过，他们还在努力调研核查，对

于他们而言，这条追寻之路，永远没有

终点。

不 久 前 ，基 地 专 门 向 上 级 申 请 拨

款，建起了一座军港烈士纪念园，烈士

墓得到重新修缮，面貌焕然一新。今年

清明节前夕，官兵们在这里举行了一场

特殊的点名仪式。

“ 乔 家 恩 ！”“ 到 ！”“ 蒙 增 香 ！”

“到！”……

战士们洪亮的答到声，回荡在群山

之中，不远处，一艘艘新型战舰列阵军

港，威武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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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精致的卡片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亲爱的战

友，60 多年不见，你已化作山川。”书写卡片的人叫贺跃

民，是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机关一位科长。

一条幽静小路，延伸至山脚下的坟冢。清明节前

夕，贺跃民怀揣着这张卡片从基地出发，穿越雾色弥漫

的山林，走向英烈长眠的地方。

烈士墓前，他深深鞠躬，庄严敬礼，将卡片和鲜花轻

轻摆放在大理石台阶上。那句写在卡片上的话，无声回

荡在山林间，青山听得到，前来祭奠的人们听得到。

自从海边村落搬迁到了山那边，这片山林陷入了

沉寂。被荆棘和灌木掩映的山脚下，伴随着岁月长河

缓缓流逝，这几位烈士从什么时候开始沉睡在这里，已

渐渐无人知晓。

他们是谁，当兵时多大？他们是怎么牺牲的？他

们是否还有亲人？叩问心灵的声音，牵引着新时代革

命军人的脚步，铺就了这条追寻之路。

两年前，基地官兵从祖国南端出发，沿着英烈当年的

足迹，寻找英烈生平事迹、完善个人信息、寻访英烈家人。

在这段旅程中，官兵们接力追寻了两年、总行程超过两万

公里。他们一路感受着不同的人们对烈士的怀念与追随，

也感受着一种信仰，在新时代迸发出新的力量。

两万公里的追寻路，更像是一次洗礼。追寻英雄

的脚步，品读燃烧的青春，官兵们被激励着、被感动着，

也在寻找中了解到今日一切的来之不易，感悟到近在

咫尺的英雄主义和精神之光。

一路遇见，一路收获。官兵们说，发现烈士、寻找烈

士的过程，就是尊重历史、主动作为的担当之举。这条路，

也是崇尚英雄、追随英雄，让英雄精神根植于心的寻根路。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清明时节，又到了缅怀英烈

的时候。对于心怀崇敬的我们来说，走近英雄的故事，

走近一群追寻的人，就是走近一种传承、一种坚守，走

近践行使命的精神源泉。

▲

20232023清明节特别策划清明节特别策划··崇敬与初心崇敬与初心

向荣誉致敬。

“没想到，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雪域

高 原 也 能 吃 到 这 么 正 宗 的 ‘ 麻 婆 豆

腐’。家乡的味道就是香！”午餐时分，

在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餐桌上，一

道新菜品吸引了上等兵王光辉的注意。

夹起一块豆腐品尝，香辣四溢的口感让

这位四川籍战士的脸上洋溢笑容。

王光辉说，驻训地如今有了“豆腐

食 坊 ”， 豆 制 品 成 了 餐 桌 上 的 常 客 ，

外 训餐桌越来越丰富，大家训练更有

劲头。

“餐桌连着训练场，保障关乎战斗

力。”该团后勤保障股股长杨帆说，团

队 常 年 驻 训 在 平 均 海 拔 4300 多 米 的

喀 喇昆仑高原，官兵们很难吃到新鲜

豆腐。

一次伙食意见问卷调查中，六营炊

事班班长何海龙注意到战士们的诉求：

希望吃到更多家乡味、更多新鲜食材。

何海龙心头涌上了自建“豆腐食坊”的

想法。

“官兵的需求与呼声，就是我们的

工作重点。”六营教导员苏博及时向团

里反映，团领导协商决定，由后勤保障

股牵头负责，优先在六营试点，建立该

团第一家“豆腐食坊”。

按照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健康卫

生的目标，团队筹措经费加快推进该项

建设。为解决高原海拔高、沸点低、常

压下豆浆难煮沸等难题，他们购置高原

豆腐机用于磨豆打浆，并利用高原豆浆

机、高压锅等完成豆浆煮沸，确保加工

出来的豆腐鲜嫩可口。

在何海龙带领下，炊事班制作出了

鲜豆浆、冻豆腐、豆腐干、豆腐脑等豆

制品。又到周末，餐桌上的火锅冒着热

气，红彤彤的汤汁里，白嫩的鲜豆腐让

人垂涎欲滴，官兵们一边享受美味，一

边放松身心。

六营建设“豆腐食坊”的成功经

验，得到了团队上下认可，各营纷纷自

建“豆腐食坊”。团机关也没闲着，他

们与地方供应商签订协议，定期将优质

的大豆送上高原……离家千里高原驻

训，家乡味道常伴左右，官兵们心情更

舒畅了。

家乡味道真香——

“豆腐食坊”丰富餐桌
■邹珺宇 付建伟

①①

当年的烈士牺牲证明书。

图①：基地官兵向烈士墓碑献花；图②：

2021 年，工作组探访烈士家属。在讲述中，一

位烈士家属潸然泪下；图③：基地官兵向重新整

修的烈士墓敬献花圈；图④：烈士墓最初被发现

时的情景；图⑤：新建成的军港烈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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