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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精神 薪火相传
——空降兵某旅黄继光连联创共建侧记

毛铭芷 袁文涛

今年是建军 90 周年，作为一名老

兵，一个军事摄影记者，回首自己走过

的几十年军旅人生，感慨颇多。军事记

者，首先是一名军人，必须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把军人血性融入新闻实践，在

职业生涯中践行军人使命和记者职责。

记得 1979年 2月的对越自卫还击

战，是我当军事记者后执行的第一次

采访任务。行前，我的老领导、时任

《解放军报》摄影美术处副处长韩荣志

和我谈话：“上战场不能畏缩不前！”我

明白，这是他在向我交待战场纪律。

那时我刚从英雄部队 38 军调入《解放

军报》不久，“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

就死在战场上。”抱定必死决心的我义

无反顾地走上战场。此役，参加了攻

克越南同登、谅山的战斗，面对死神，

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我在战前 24小时

到达第一线阵地。2月17日凌晨开战，

我摄下了我军炮火急袭、突破边境的

情景。28 日凌晨，通过新华社的图片

传真系统向北京发回第一批新闻照片

和文字稿，这是所有参战记者中最早

发回北京的新闻照片。战役的第二阶

段，我跟随部队向越南谅山敌后穿插，

山高、林密、坡陡、草深，外线异国作

战，曾遭越军袭击。此役，在枪林弹雨

中用生命拼搏，我摄下了《大炮上刺

刀》《杀向敌军》《攻克同登火车站》《插

向谅山》《生俘越军》等优秀的战地新

闻摄影作品。

1986 年春节前后，我第二次上战

场，到中越边境老山前线战地采访。

在 3 个月的时间里，冒着敌人的炮火，

跑 遍 了 老 山 、八 里 河 东 山 的 前 沿 阵

地，参加了拔点战斗，在猫耳洞和坑

道中，伴着枪炮声度过除夕之夜。在

老山前线最前沿那拉口子，“百米生

死线”上，在越军枪口下，冒着随时可

能牺牲的危险摄下《穿越生死线》这

幅战地新闻摄影作品。

在一次反击越军的战斗中，我方

炮兵阵地中弹起火，上百箱弹药随时

可能爆炸，在千钧一发时刻，我沉着

镇定，摄下了战士们不顾生死从烈火

中 抢 搬 弹 药 箱 的 英 勇 壮 烈 的 瞬 间 。

两次上战场，多少次在枪林弹雨下摄

影，多少次在炮火硝烟中穿行，多少

次在敌人的枪口下前行，多少次与死

神照面，多少次命悬一线！

有了这两次参战的经历垫底，对

其他的种种艰苦和各类危险就不在

话下，苦不觉苦，险不觉险了。

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灾难现场报道

新闻是记者的职责。抢险救灾现场，

虽然苦、累、危险，但我十分珍惜这种机

会。在我的军事记者生涯中，参加了近

40年来我军几乎所有重大的抗灾救灾

行动等非战争军事行动：1976 年唐山

抗震救灾；1987 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

火灾扑火救灾；1991年湖北抗洪救灾；

1998 年长江流域特大洪灾抗洪救灾；

2003 年抗击北京非典；2008 年抗击南

方雨雪冰冻灾害；2008汶川抗震救灾；

2010 年 新 疆 阿 勒 泰 特 大 雪 灾 救 援 ；

2010 年贵州、云南、广西特大旱灾救

援；2010 年甘肃舟曲特大洪灾泥石流

灾害救援；2013年四川芦山抗震救灾。

1987 年大兴安岭火灾，我日夜兼

程于 5 月 9 日到达黑龙江省塔河县第

一线火场，成为首都新闻界第一个从

北京赶到现场的摄影记者，也是第一

个向北京发回独家新闻照片的摄影

记者。新闻照片《战火海》在《解放军

报》刊用后，新华社转载并向全世界发

了通稿。5月14日，我在原始森林中拍

摄森警扑火，被大火包围，36小时断水

断粮，最后靠着指北针向黑龙江边突

围得以脱险。此役我拍摄的揭露官僚

主义的典型瞬间《渎职者的窘境》新闻

图片先后在数十家报刊发表，为当年

中国的新闻改革、社会改革做出了贡

献，入选《中国百年新闻经典》。

1991 年 7 月，我是《解放军报》最

早到达特大洪灾极重灾区湖北新洲

县的记者，此时，暴涨的长江支流举

水河堤内洪水高出新洲县城 6 米，居

民面临灭顶之灾。我在洪水和暴雨

中摄下了解放军官兵抢救灾民、冒死

堵决口的画面。

2008年1月，我是《解放军报》最早

到达雨雪冰冻极重灾区——湖南郴州

的记者，摄下了官兵们疏通京珠高速公

路的感人画面。除夕夜，我和抢修电塔

的官兵们在冰雪凝冻的高山上度过。

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我老

家 3位亲人遇难。噩耗传来，我强忍悲

痛奔赴灾区，成为中央新闻单位第一

批到达灾区的记者。冒着强烈余震奋

战在险区，在抢救生命的战斗中，五天

五夜连轴转，拼命拍照拼命发稿。5月

13 日晚上，我给国家地震灾害救援队

带路转战极重灾区绵竹市汉旺镇东汽

厂，午夜路过老家门口，借着汽车灯

光，看见马路两旁一片废墟，心如刀

绞，真想停车看一看，但军人的职责告

诉我，时间就是生命，灾区就是战场，

不能停车！我带着车队直奔汉旺。

我来自四川农村，只读过 6 年书，

入伍前是个放牛娃，从事摄影工作之

前没摸过照相机，入伍之前自己没有

一张照片。1970 年入伍时我只有 16

岁，吃部队的小米饭发育成人，是中国

共产党、是人民解放军大学校、是《解

放军报》这个新闻平台给了我千锤百

炼的工作机遇，把我从一名士兵培养

成高级记者，成长为新闻摄影专家。

2015 年 1 月 17 日，就在原总政治

部领导签署我退休命令的同时，我忍

着腰肌劳损的剧痛，在科尔沁草原沈

阳军区训练基地拍摄海军陆战旅官兵

在零下 20度的严寒条件下实兵实弹训

练演习的画面，站好了最后一班岗，为

我的记者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 今 天 是 我 们 中 队 战 士 沈 鑫

波、周志雄的生日，我希望大家都

能跟我一起唱支生日歌，把最美的

祝福送给他们……”一场特别的生

日 宴 会 就 这 样 拉 开 了 帷 幕 。 7 月

10 日 晚 ，在 江 西 省 鄱 阳 县 莲 湖 乡

中心小学武警水电四支队三大队

官 兵 的 临 时 驻 地 内 ，随 着 音 乐 响

起 ，一 曲 温 柔 的《生 日 快 乐 歌》温

暖 了 全 场 ；听 着 满 场 飘 荡 的 生 日

歌，看着战友送来的生日蛋糕，这

突如其来的惊喜让周志雄、沈鑫波

喜出望外。

自 7 月 2 日随大队抵达鄱阳县

莲湖乡莲北大堤后，他们就一直和

战 友 们 奋 战 在 抗 洪 抢 险 的 一 线 。

无论是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他

们就这样一直用自己的身体守护着

这座大堤，连日来的奋战，汛情得到

了进一步稳定，大队为了缓解官兵

多日来应战洪魔、抵抗烈日的紧张

与疲惫，精心给在前线过生日的官

兵准备了这么一个特别的惊喜！

生日晚会上，大家欢声笑语。

屏幕上播放着周志雄、沈鑫波的亲

人送来的祝福视频，战友们为寿星

们端来蛋糕，大家一起切蛋糕、唱

《生日快乐歌》，彼此互相祝福着。

一张张真诚的脸庞，一句句感人的

话语，让现场涌动着幸福和感动。

当许愿的蜡烛吹灭后，刚满 25 岁的

战士沈鑫波眼眶不禁湿润了。他

动情地说道：“非常感谢我身边这

一群温心的战友，不但在这抢险一

线精心准备了那么大一个惊喜，还

送 来 了 爸 爸 妈 妈 、爷 爷 奶 奶 的 祝

福，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次

意义非常的生日，我要更加努力不

辜负家人的期望、组织的培养。”

武警水电四支队三大队政治

教导员汪德星表示：“细心的关怀

暖人心，贴心的祝福见真情。大家

来到部队、来到抢险一线，我们就

要 像 家 人 一 样 关 心 你 们 ，帮 助 你

们，通过关心、关爱，让你们切实感

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暖心会让

大家在未来的战场上更有信心、更

加团结、更有战斗力！”

7 月 8 日，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

横埠镇龙山继光小学领导和教师代

表，来到空降兵某旅黄继光连，给连

队送来一面锦旗，并与连队党支部

签下了联创共建协议书。两个不同

的单位，地处不同的省份，却因共同

的信念而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弘扬

传播黄继光英雄精神。

英雄是永恒的丰碑，英雄是时

代的标杆。作为英雄连队的官兵，

不光要做英雄传人，更要让英雄精

神焕发出时代光芒。2015 年，黄继

光 生 前 所 在 部 队 政 委 田 新 休 假 期

间，路过安徽铜陵枞阳县横埠镇龙

山小学，发现学校宣传橱窗里大幅

介绍黄继光的英雄事迹，并且还有

学生撰写的观看影片《上甘岭》的影

评。不起眼的橱窗一下子提起了田

政委的兴趣，他当即找到学校领导，

说明来意并了解情况后得知，龙山

小学一直注重革命传统教育，培养

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作为英雄精神的发源地，有义务

与学校一起宣扬英雄事迹、传播英雄

精神。田新当即与黄继光连指导员

余海龙取得联系，撮合连队与学校结

成共建帮扶对子，一同传承英雄精

神。此后，两个跨越数百公里的党支

部展开了对话交流。

共建过程中，龙山小学经常开

展 讲 故 事 比 赛 、主 题 班 会 、黑 板 报

等 系 列 活 动 ，组 织 学 习 黄 继 光 精

神、从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而连

队 得 知 小 学 生 多 为 留 守 儿 童 且 学

校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官兵自发组

织给小学捐款，曾经在连队工作过

的人得知消息后也慷慨解囊，上士

张意把此事告诉家里后，家人还特

地捐出 500 元托连队交给小学。连

队党支部将筹集的近 4 万元划拨到

枞阳县财政专户，用于龙山小学基

础设施建设。

虽 然 素 未 谋 面 ，但 却 情 牵 一

线。长期的交流共建，小学生们对

英雄精神的理解更深了，学校与连

队之间也走得更近。2016 年，小学

向教育局请示，获批将学校名改为

龙山继光小学。

帮建一个点，辐射一个面，生生

不息，薪火相传。“平时虽然我们宣

讲黄继光精神，这次来才感受到英

雄精神的力量多么宏大，这些场馆

的资料我也想带回去给学生们看一

看。”参观完黄继光连荣誉室的田老

师满怀激动地说，希望把龙山继光

小学打造成他们教育区域的红色传

承基地，以供其他学校师生参观见

学，以此带动更多的学生、家庭去接

受革命传统教育。

“ 英 雄 就 是 一 本 教 科 书 ，只 有

读的人多了，才会精神长存。”在一

面“大手牵小手、共筑强国梦”的锦

旗下，指导员余海龙代表连队党支

部 与 龙 山 继 光 小 学 签 下 联 创 共 建

协议。

“我们都是英雄的传人，我们身

上都流传着英雄的血脉……”荣誉室

解说员程强本身就是英雄精神薪火

相传的经历者。2008年汶川地震后，

在灾区目睹了不顾生死抗震救灾空

降兵官兵后，从小立志成为空降兵，

长大后如愿来到黄继光连，如今，入

伍四年的他已经当上了黄继光班副

班长。

传承，是对英雄最好的纪念。这

些年来，黄继光连作为英雄精神的继

承者，不断发挥红色引擎作用，先后

与 数 十 个 党 支 部 开 展 互 助 共 学 活

动。据统计，社会上已有多所继光学

校与连队党支部建立共建关系，连队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迎接数

千名党政机关、公司企业、地方群众

和学生参观见学，近距离接受英雄精

神熏陶洗礼。

我的心啊

这些天一直不能平静 这是因为

“八一”，这个深入军人骨髓的日子

就要来临

作为一名军人

我们是如此敬仰

那面猎猎飘扬的军旗

因为那红色

是无数铁血男儿的鲜血染成

无论烽火硝烟的残酷战争

无论惊心动魄的抗洪抗震

军旗所指都将战无不胜

我们多么有幸啊

曾在这面旗帜下宣过誓

坚决维护祖国之神圣

坚决捍卫人民之和平

这面神圣的旗帜啊

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污损

作为一名军人

我们是如此敬畏

头顶金光闪闪的军徽

那是南昌起义熊熊烈焰炼就

那是无数军人铮铮铁骨铸成

在这颗红星照耀下

人民军队走过了九十载苦难辉煌的征程

我们多么有幸啊

头顶这枚军徽

谁要胆敢玷污

我们就与他拼命

作为一名军人

我们是如此热爱雄壮的军歌

它以光荣和使命写就

它用战争的轰鸣谱成

向前向前向前

排山倒海铁流滚滚

我们很有幸啊

高唱这支军歌

在激昂的乐章里阔步前进

这是中国军人最美妙的天籁之音

作为一名军人

我们是如此热爱这身军装

穿上军装那天

总想骄傲地告诉所有人

我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

而当要脱下军装那天

却是万分的难舍，无比的伤心

千百遍地抚摸

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

永远永远，存放进我们的灵魂

作为一名军人

我们是多么的珍视肩上的军衔

那是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道道金线，时刻告诫我们

为了人民招之即来

颗颗五星，无时不在提醒我们

为了祖国战之必胜

军衔对于我们，不是功劳的炫耀

更不是待遇和资本

而是军人的价值和荣誉

是泰山一般压在肩头的千钧重任

当“八一”这个神圣的日子到来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里

一名真正的老兵

我骄傲，我是一名老兵
吴友安

黄继光英雄连与龙山继光小学共建仪式

7 月 7 日，南京

炮 兵 学 院 侦 测 系

党 委 组 织 2017 届

毕 业 学 员 开 展 以

“ 勿 忘 国 耻 、不 辱

使命”为主题的党

团日活动，引导他

们坚定理想信念，

不 忘 初 心 ，到 边

疆 、到 一 线 、到 祖

国 最 需 要 的 地 方

建功立业。

廉 鑫 摄影报道

两位“寿星”一起切蛋糕

1986年 千钧一发（老山前线） 乔天富 摄 1987年 5月，乔天富在大兴安岭火灾现场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