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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岁的战斗英雄贾柏森家中，客厅

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张照片——年

轻的八路军战士端坐椅上，神情肃穆。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张照片，拍摄于 1945
年收复河北邢台的战役之后。“当时心

里可高兴啦，抗战胜利了！”

1938年 7月，日军进犯贾柏森的家乡

河北霸州。天上飞机狂轰滥炸，乡亲们躲

进庄稼地。身边的惨象深深刺痛了他：

“我一定要参军，必须把侵略者打跑。”

刚满 14 岁的贾柏森离开家，辗转找到了

八路军队伍，在太行山区战斗了 7 年，并

在 1940年 2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百团大战是贾柏森一生中最

难忘的经历。当时，他在 129 师 385 旅

769 团 3 营任通信班副班长，所在部队

连续战斗 3 个半月。正太铁路破袭战

中，他和教导员、两名通信员在狮脑山

顶峰拼命阻击日军，教导员壮烈牺牲；

榆辽战役中，为了拔掉日军石匣据点，

全营连续几个小时猛烈进攻，营长在离

敌人仅 20 多米的地方指挥战斗；反“扫

荡”战役中，他们集中主力部队围歼日

军，战斗三天三夜，歼敌 600 多人。

百团大战的胜利，不仅鼓舞了贾柏

森，更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

胜利的信心。

2005年和 2015年，贾柏森先后受邀

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70周年大会。他

乘车经过天安门，认真敬上军礼，战火纷

飞的画面和牺牲战友的脸庞一起涌进脑

海。“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血

和生命换来的”，贾柏森说，“保卫国家、建

设国家、发展国家的使命，就交给这一代

青年了，强国梦强军梦，一定能够实现！”

亲历百团大战的八路军战士贾柏森——

强国梦强军梦 一定能够实现
6 月 29 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金色大厅里，92 岁的战斗英雄王占

山 一 身 戎 装 。“ 党 和 国 家 没 有 忘 记

我 这 个 老 兵 ！”他 抚 摸 着 金 灿 灿 的

“七一勋章”，回忆起 70 多年前参军

时的情景感慨万千：“荣誉属于我的

战友们！”

1929 年 ，王 占 山 出 生 在 河 北 省

唐山市丰南区钱营镇小赞公庄村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的他，亲历了

共产党为乡亲们分田地的情形，革命

的信念在他心底深深扎根：要跟着共

产党为老百姓打天下！

10 岁那年，王占山就加入抗日

儿童团，放哨、送信、侦察。年龄大些

后，他被推举为民兵连长。

1947 年，18 岁的王占山终于如

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年后，作

战英勇的王占山宣誓入党。在以后

的战争岁月里，他随部队一路南下，

参 加 辽 沈 战 役 、平 津 战 役 、衡 宝 战

役、两广战役；24 岁，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50 岁，参加边境自卫作战。戎

马生涯数十载，他出生入死、英勇杀

敌，身上留下 38 处伤疤，“铁心跟着

共产党”的信念从未动摇。即使是离

休后，王占山依然倾情传播红色革命

基因，把关心培养下一代作为自己的

“新阵地”。

“参军就是为了咱老百姓啊。”

如今，儿孙满堂的王占山最爱给孩

子们唱的还是那首《八路好》：“八路

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哪桩？八

路军打仗为老乡……”他的人生正

如歌中唱的那样，始终未曾忘记“为

老乡”的初心。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占山——

坚持理想信念 参军为咱百姓

清晨，在军号声中，杜富国起床穿

衣后，摸索着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在

医院康复治疗期间，杜富国坚持用军人

标准要求自己。“我出生于革命老区遵

义，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红军长征的故

事，对军营向往已久。”18 岁那年，杜富

国如愿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边防

军人。他清晰地记得入伍那天自己有

多激动。

2015 年，当驻守边防的杜富国得

知上级组建扫雷大队的消息后，第一时

间主动请缨，义无反顾奔赴排雷战场。

他说：“作为一名军人，我们就应该为人

民服务；国家有需要，我们就应该站出

来、顶上去。”

自参加扫雷作业以来，杜富国千余

次进出雷场，累计作业 300 余天，搬运扫

雷爆破筒 15吨多，排除各类爆炸物 2400

余枚，处置险情 20 多起。在执行排雷任

务的 3 年里，每次扫完一块雷场，杜富国

和战友们都手拉手徒步检验雷场。

2018 年 10 月，杜富国在扫雷行动

中发现一枚加重手榴弹，他立即让同组

战友 艾 岩 退 后 ，独 自 上 前 查 明 情 况 。

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杜富国失去

了双手、双眼。杜富国说，“我只是做

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假如再给我一次

选择的机会，我还会坚守初心，做出同

样的行动。”

2019 年，杜富国被中央军委授予

“排雷英雄战士”荣誉称号。如今，杜富

国坚持以冲锋的姿态投入每一次康复

训练，他戴着智能假肢常写的四个字

“永远前进”越来越有力量。“作为一名

战士，我在人生的另一个战场上，会继

续为梦想奔跑。”杜富国说。

“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

为了祖国需要 时刻准备冲锋

陈思宇的父亲也是一名军人。从小

经常听父亲讲红色故事、讲英模人物、讲

家国情怀，耳濡目染之下，陈思宇也树立

了从军报国的理想。高考后，陈思宇选

择了报考军校。“如愿穿上军装的第一

天，我内心无比自豪，告诉自己一定要好

好扎根军营，建功立业。”他说。

刚入伍的时候，陈思宇体能素质不

达标。当时，学校成立了长跑、单杠、双

杠等项目补差组，几乎每一个补差组都

有他的名字，“有时甚至萌生了想放弃

的念头。”陈思宇说。后来，在一次学校

组织的红色教育中，他认真聆听了先辈

们的革命故事，受到了精神洗礼。“强军

精武红四连”是一支从黄麻起义诞生的

英雄连队，建连 94 年来，连队从黄麻起

义初创到万里长征行军，从夜袭阳明堡

扬名到抗美援朝建功，栉风沐雨、红心

不变。“在战争年代，先辈们经历的苦远

比我们多得多，不管在多恶劣的条件

下，他们总是能够敢打敢拼、攻坚克难，

身处这样的英雄连队，我怎能轻言放

弃？”他说。

从那时起，陈思宇每天加班加点训

练，别人练 1 小时，他就练 2 小时，各项

体能素质渐渐赶了上来。就在今年，陈

思宇带领连队参加集团军半年基础考

核，获得武装五公里越野第一名、总评

第二名的好成绩。

时代在变，使命不变。“新时代，我

们‘红四连’官兵提高训练水平、锤炼打

赢本领，一定会在强军兴军伟大征程

中，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

愧于时代的新业绩！”陈思宇说。

陆军第 73集团军“强军精武红四连”指导员陈思宇——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英雄精神

何龙自小崇拜英雄，穿上军装保家

卫国是他儿时的梦想。高中毕业后，他

毅然填报军校参军入伍。毕业后，何龙

主动选择来到著名的“蛟龙突击队”，从

此走上特种作战之路。

那年，上级选派特战骨干赴国外留

学。经过层层考核，何龙以总分第一名

的成绩脱颖而出，作为海军唯一一名代

表进入某国“猎人学校”学习。

在这所特种兵训练学校，只有具备

过硬军事素质、顽强忍耐力和超常意志

力的军人，才可能闯过重重难关顺利毕

业。“决不放弃！”留学前，何龙在动员大

会上立下铿锵誓言。

每天只吃两个小玉米饼，睡眠不

到 两 小 时 ；背 负 40 公 斤 的 装 备 ，全 程

实枪实弹……一系列极具实战特色的

训 练 ，让 各 国 学 员 们 随 时 面 临 严 峻

考验。

“身在异国他乡，荣誉感变得愈加

清晰强烈。”回想当年的情景，何龙仍很

激动，“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拼

了！为了祖国荣光！”

最终，何龙以顽强的意志力经受

住了考验。教官对他竖起大拇指：“你

有不怕死的精神！”

无论是在一线作战岗位，还是如

今从事机关参谋工作，只要是与研究

作 战 有 关 的 东 西 ，何 龙 都 刻 苦 学 习 。

2020 年 ，何 龙 被 评 为“ 最 美 新 时 代 革

命 军 人 ”。“ 在 强 军 兴 军 伟 大 征 程 上 ，

我 仍 是 当 年 那 个 一 心 想 要 穿 上 军 装

保家卫国的少年。”一路走来，何龙坚

守自己的初心，从不懈怠。

海军陆战队某旅作训科参谋何龙——

矢志保家卫国 初心从未改变

“年轻的时候不追求梦想，老了拿

什么来回忆？”谈起自己当兵的理由，伍

姣蓉这个 22 岁的姑娘豪迈地说：“我从

小的梦想就是参军。当兵就当好兵，不

然白来军营！”

前年，空军筹备狙击手集训，本没

有女队员名额。不甘平庸的伍姣蓉大

胆请缨：“战场不分男女，我希望成为空

军部队第一批女狙击手。”

为了能够尽快成为合格狙击手，

伍姣蓉把加压训练当做必修课。由于

手腕力量较差，她只能从最基本的卧

姿据枪开始，在坚硬的泥地上一趴就

是一个多小时，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炙

烤下，不一会儿衣服装具就被汗水浸

透；膝盖、手肘也经常磨破，有的地方

刚结痂又开裂……伍姣蓉说：“我基础

薄弱，更需要苦练加巧练，否则永远无

法弯道超车。”

队友回忆，一到晚上伍姣蓉就带着

她们叠弹壳、扎米粒、穿针眼，训练直到

深夜。伍姣蓉常说：“吃常人不能吃的

苦，才能成常人不能成的事。”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 。 经 过 一 轮 轮 筛 选 ，4 名 女 队 员 不

仅 顺 利 结 业 成 为 空 军 第 一 批 女 狙 击

手 ，伍 姣 蓉 更 是 获 评“ 空 军 优 秀 狙 击

手”。“‘雷神突击队’是我梦想起航的

地方，我一定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精

彩。”从此，伍姣蓉更加坚定了自己当

一个好兵的信念。

“战场时刻面临生与死、血与火的

考验。我一定会扛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她说。

空降兵某部“雷神突击队”战士伍姣蓉——

直面艰难考验 磨砺狙击刀锋
1996 年，17 岁的何贤达在电视上

看到军事演练中的导弹发射场景，心

中 暗 想 ：“ 我 当 兵 一 定 要 当 一 名 发 射

号手。”

入伍后，何贤达如愿来到了火箭

军，却没能成为一名发射号手。新兵下

连之后，他被分到了别的班。

何贤达没有放弃梦想，在做好日常

工作的同时，开始自学导弹专业。功夫

不负有心人，在年底的考核中，因为成

绩优异，何贤达被组织调整到发射连。

何贤达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导弹转

载号手。寒来暑往，苦练精训，很快跻

身全旅有名的“一吊准”。

战友们形容他的水平：“可以用吊

车夹着焊条插进啤酒瓶内。”但他并不

满足于当一名转载号手，他的目标是成

为导弹发射“1 号手”。

为 了 实 现 这 个 目 标 ，他 没 少 吃

苦。刚开始学的时候只能靠背规程和

观摩别人操作，接触不到实装，但这些

困难，都被他一一克服。2000 年盛夏，

西北大漠摆开考场，何贤达高分取得

“1 号 手 ”上 岗 资 格 证 ，成 为 该 型 号 导

弹担此重任“第一兵”。

担任号手 21 年，荣立一等功一次，

何贤达对祖国国防和军队的发展深有

感触。“作为一名基层战士，能为强国梦

强军梦贡献力量，我备感骄傲。”他对未

来充满信心：“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

能吃苦、敢战斗，一定能实现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

火箭军某导弹旅发射架指挥长何贤达——

苦练精训技能 淬炼导弹精兵

不
忘
初
心

不
忘
初
心

强
军
有
我

强
军
有
我

本版策划：朱 伟 唐露薇

本版责编：臧春蕾 卢 涛

张伟昊

版式设计：蔡华伟

融媒创作：刘莉莉 罗 彦

娄霄霄

（本报记者李龙伊、程龙、张晔，人民网记者刘云，张智、杨越旺、马弋云参与采写）

近日，河南多地遭遇强降

雨天气致灾，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奋力开展抢险救灾。他们战

洪水、护百姓、运物资，守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幕幕

感人至深的画面，诠释着人民

子弟兵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的鱼水情意。

回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4 年峥嵘岁月，人民军队在党

的坚强领导下，一路披荆斩棘，

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

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

勋。革命战争年代，他们英勇

顽强、不怕牺牲，夺取了伟大胜

利；和平建设年代，他们不畏艰

辛、苦练本领，有力服务和保障

国 家 改 革 发 展 稳 定 大 局 。 今

天，本报“倾听”栏目与人民网

移动中心联合推出特别策划，

走近 7 位军人和退役老兵，回

首他们的参军初心，讲述血与

火淬炼出的军营故事。

——编 者

图①至图⑦分别为贾

柏 森 、王 占 山 、杜 富 国 、陈

思 宇 、何 龙 、伍 姣 蓉 、何 贤

达近照。

李根、刘祎、新华社记

者李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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