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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远跟着

党……”近日，记者走进江苏省徐州市王杰中

学，操场上传来学生们嘹亮的歌声。

这首名叫《王杰的枪我们扛》的歌曲，在

徐州大地经久传唱，诉说着广大军民对王杰

的崇敬和缅怀。

在 徐 州 ，王 杰 的 故 事 家 喻 户 晓 。 58 年

前，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王杰，在组

织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意外爆炸。危急关

头，他奋不顾身扑向炸药包，保护了在场 12
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安全，生命定格在了 23
岁。王杰为了人民的利益敢于牺牲自己，用

生 命 诠 释 了“ 一 不 怕 苦 、二 不 怕 死 ”的 革 命

精神。

精神的力量，穿越时空、历久弥新。2017
年 12 月 13 日，习近平主席视 察 第 71 集 团 军

某 旅 时 深 刻 指 出 ：“ 王 杰 精 神 过 去 是 、现 在

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

习 践 行 王 杰 精 神 ，让 王 杰 精 神 绽 放 新 的 时

代光芒。”

如今，王杰精神早已融入徐州人民的基

因 。 王 杰 社 区 、王 杰 派 出 所 、王 杰 小 学 、王

杰 中 学 、王 杰 储 蓄 所 …… 在 徐 州 这 片 英 雄

热 土 上 ，许 多 爱 国 拥 军 单 位 和 场 所 都 以 英

雄 王 杰 的 名 字 命 名 ，处 处 可 见 王 杰 精 神 的

延 续 。 徐 州 人 民 怀 念 英 雄 王 杰 、尊 崇 人 民

子 弟 兵 ，驻 地 官 兵 像 王 杰 老 班 长 一 样 一 心

为民、服务群众，爱民拥军之花在徐州大地

绚烂绽放。

“我们不能忘了王杰，我
们要永远纪念他”

盛夏时节，第 71 集团军某旅营区内，许多

市民顶着烈日，慕名前来参观王杰事迹陈列

馆，学习王杰精神。馆墙上，王杰日记中的句

句话语感人至深：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

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

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在荣誉上不伸手，

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

当兵 4 年间，王杰写下了 300 多篇、总计

超 10 万字的心得日记。这些日记真实记录

了英雄成长的心路历程，写满了他对党和人

民的忠诚。

“徐州人民从小就学习王杰的事迹，王杰

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日记里的每一行字，

都感人至深。我从中看到的，是一名人民子

弟兵高尚的精神境界。”一名参观者在留言簿

上写道。

“王杰老班长是拥政爱民的楷模。”来自

“王杰班”的讲解员徐彬介绍，王杰生前一直

要求自己向张思德、雷锋学习，“把有限的生

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沂蒙

山施工时，王杰曾写下“不怕工作苦和累，愿

把青春献人民”的诗句，这首诗后来还被周恩

来总理亲手抄录，作为给王杰的题词。

“执行任务时，山洪暴发卷走物资，王杰

第一个奔去抢救；爆破作业中，他总是冒着风

险抢先装药、放炮，有时发生哑炮，他争着冲

上前去排除。正如他所说，‘为了党，我不怕

进刀山入火海；为了党，哪怕粉身碎骨我也甘

心情愿。’”徐彬讲到这里，现场已有参观者眼

眶湿润。

一个人感动了一座城，这座城始终传承

着他的精神。“那天我永远不会忘记，王杰精

神时刻鼓励着我前进。”在王杰牺牲地，80 多

岁高龄的李彦清老人一边轻轻擦拭着纪念

碑，一边回忆着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他正

是王杰用生命护下的人之一。

王杰舍己为人的一扑，让李彦清的思想

受到极大震动。此后，他把王杰作为一个标

杆，认真践行王杰精神。1973 年 5 月，李彦清

在带领戴庄民兵进行地雷实爆演习时，为了

救护一名女民兵，他毅然独自排除哑雷，结果

意外发生，李彦清双目失明。他像当年的王

杰一样，用生命守护生命。

当年得到王杰保护的 12 名民兵和人武

干 部 ，如 今 在 世 的 都 已 经 七 八 十 岁 。 看 护

王杰牺牲地纪念碑的工作人员说：“年年清

明 都 有 老 人 过 来 。 有 的 老 人 去 世 了 ，或 者

行 动 不 方 便 了 ，老 人 的 儿 孙 也 要 前 来 扫

墓 。 他 们 说 ，‘ 我 们 不 能 忘 了 王 杰 ，我 们 要

永远纪念他’。”

徐州人民缅怀王杰，也将拥军情怀寄托

在 王 杰 生 前 所 在 部 队 。 50 多 年 来 ，市 民 习

惯把第 71 集团军某旅称为“王杰部队”。该

部 队 营 区 门 前 ，有 一 条 车 水 马 龙 的 交 通 主

干 道 ，这 条 大 道 被 市 政 府 命 名 为“ 王 杰

路”。“多年过去，王杰路乃至整座城市的面

貌 都 发 生 了 很 大 变 化 ，但 大 家 对 王 杰 精 神

的传承却从未改变。”徐州市云龙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局长王芬感慨。

“我们最锐利的武器，就
是像王杰一样的坚定信念”

王杰小学校园门前，“全国国防教育示范

学校”“王杰部队基层营连双拥共建结对单

位”等金色荣誉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操场

一侧矗立的铜像，雕刻着王杰扑向炸药的场

景。每周升旗仪式后，学生们都会在铜像前

庄严宣誓。

在教学楼里，记者看到，每个班级门口都

写着这个班的名称：“王杰班”“钱学森班”……

老师们告诉记者，学校现有 24 个班，每个班级

都以英模名字命名，每名学生都有自己崇敬的

英模人物。

“我们以王杰精神培育学生，聘

请部队‘王杰班’班长担任校外辅导

员，聘请 24 名优秀士兵为学校 24 个

班定期授课，开展国防教育和军事

训练。”该校副校长唐怀栋说，“英雄

的时代离我们虽已过去多年，但王

杰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茬又

一 茬 的 孩 子 ，滋 养 着 他 们 顽 强 拼

搏、勇于超越、甘于奉献的品质。”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唐怀栋

之前在中学工作时，来自王杰小学

的孩子们身上的宝贵品质，给他留

下了深刻印象。“上了中学以后，王

杰精神还在激励着他们。遇到困

难时，他们表现得十分坚韧，学习

也刻苦认真。”望着操场上孩子们

活泼的身影，唐怀栋感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王杰精神

依然鼓舞着广大军民不懈奋斗、勇

往直前。

在第 71 集团军某旅“王杰班”

宿舍里，至今保存着王杰老班长的

床铺和书桌。木质的上下铺被岁

月刻满皱纹，但床上的被褥依然叠

得整齐。每天晚上，战士们都会将王杰的被

子轻轻铺好，早上再将被子叠成“豆腐块”。

“王杰班”所在连队晚上点名时，呼点的

第一个名字永远是“王杰”。每个静谧的夜

里 ，100 多 名 血 气 方 刚 的 年 轻 军 人 齐 声 答

“到”，声音震天动地、撼人心扉。

“对大家来说，这既是一种纪念和景仰，

也是一种传承和激励。”班长黄龙告诉记者，

“这些传统一直延续，时刻提醒我们，老班长

从未离开战友们，要赓续好他的精神。久而

久之，官兵对王杰老班长的怀念，已经化为人

生的信念。”

时光荏苒，一批批“王杰班”战士弘扬王

杰精神，不断苦练本领、勇创佳绩。“至今，‘王

杰班’已经培养出 287 名战士、32 任班长，这

些战士中，有 95 人入党，37 人提干、进军校，

个个都是好样的。”第 71 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

部副主任董朝武说。

记者看到，在这个不断取得突破和荣誉的

集体中，每个人手掌上都有厚厚的老茧和斑斑

伤痕，那是他们矢志提高保护人民群众能力的

见证。“我们身后，是千万个幸福家庭。保护人

民平安，我们最锐利的武器，就是像王杰一样

的坚定信念。”“王杰班”副班长杨子干说。

“徐州人民的双拥情怀，
从革命战争年代起就一直
赓续”

淮海战役纪念馆里，“人民的胜利”几个

烫金大字格外醒目。一辆陈旧的小推车前，

不少参观者驻足观看。这是淮海战役中群众

支援前线时使用的小推车。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

出来的。”讲解员介绍，淮海战役中，543 万父

老乡亲前赴后继踊跃支前，共动员大小车辆

40 多万辆。支前民工用小推车为解放军运送

粮食、弹药、伤员，有力推动了战役取得胜利。

回顾历史，徐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赵忠德深有感触地说：“徐州是一座红色之

城，这片土地不仅孕育了王杰精神，更浸润着

淮海战役烈士的报国热血。徐州人民的双拥

情怀，从革命战争年代起就一直赓续。”

徐州驻军部队较多，如何解决好部队和

官兵的急难愁盼，是当地双拥部门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徐州市双拥办负责人牛庆怀表

示：“近年来，我们努力做好空军机场迁建、部

队营房改建、训练场地新建等工作，同时认真

解决官兵‘三后’问题，办好聚民心、暖人心、

稳军心的大事要事。”

2020 年 7 月，海军徐州舰声呐兵傅莉辉

经过两年半的学习和考核，获得徐州工程学

院专科学历，同年又报考了专升本。如今，实

现学历升级的他，已经成长为专业骨干。

徐州工程学院校长张农回忆，2016 年初，

学校与徐州舰签订官兵协议，探索“智力拥军、

送学上舰”继续教育办学模式。徐州舰官兵来

自全国各地，但是按照江苏省成人教育相关规

定，报考者首先要有江苏户籍。后来，徐州市人

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授予徐州舰全体官兵“徐

州市荣誉市民”称号，让户籍难题迎刃而解。

徐州舰经常出海执行训练任务。在录制

课程视频之外，每当舰船回港，老师们都会争

分夺秒，上舰为官兵们送去知识。“这几年，我

们精准聚焦战位需求，为官兵开设计算机、机

械等专业课程，以专业知识帮助他们提高打

赢能力。”该校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唐翔说。

徐州舰曾 3 次圆满完成亚丁湾护航任务，

荣立过一等功。在徐州采访时，记者感受到，许

多市民为徐州舰的成绩感到自豪。一城一舰，

见证着徐州人民与部队官兵的深厚感情。爱国

拥军情怀，早已根植在徐州人民的心中。

采访时，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暖心的拥军故

事：30 多年前，曹迎军、倪振娥夫妇遭遇车祸，

被路过的子弟兵营救，夫妇俩从此走上数十年

如一日的拥军之路。上世纪 90 年代，倪振娥

从事客运业，开业第一天便挂起“拥军车”的牌

子，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乘坐一律免费。后来，

夫妻俩被评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

他们的拥军情，带动了全家人。女儿曹

恒先是参军入伍，退役后和父母一样开展拥

军活动、走访慰问部队。后来，曹恒的哥哥、

嫂子、侄子也加入拥军行列，他们家成了远近

闻名的拥军家庭。

采访结束后，记者路过凤凰山东麓时看

到，苍松翠柏间，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巍峨矗

立、庄严肃穆。塔的两侧是两幅壮丽的石雕

图，一幅刻画着人民解放军与敌人战斗的场

景，另一幅则是群众踊跃支前的宏伟场面，这

正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生动体现。

从历史走来，阔步新时代，军爱民、民拥军

的光荣传统，在徐州大地薪火相传、谱写新篇。

图图①①：：第第 7171 集团军某旅官兵在王杰塑像集团军某旅官兵在王杰塑像

前重温入党誓词前重温入党誓词。。 万智奇摄

图图②②：：““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全国爱国拥军模范””曹迎军曹迎军（（左左

一一）、）、倪振娥倪振娥（（左三左三））夫妇向官兵介绍夫妇向官兵介绍““拥军车拥军车”。”。

徐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供图

图③：远眺位于凤凰山东麓的淮海战役烈

士纪念塔和淮海战役纪念馆。

徐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供图

版式设计：张丹峰

江苏省徐州市传承王杰精神，让爱民拥军之花绚烂绽放—

一座城与一种精神
本报记者 李龙伊

今年 5月，随着直达营门的战备公路竣工通车，刚搬入新

营区的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官兵再也不用为战备拉动而犯

愁了。官兵们都感慨，“搬家”以来，山东省齐河县帮了部队不

少忙：县工信部门组织铺设光缆，供电公司上门进行供电增容

改造，环卫公司建设垃圾转运站，公交公司在营区门口设立公

交站点，拥军志愿者送来精彩文艺演出……

“动员更多力量支持部队建设，让爱军成风尚、让拥军

成习惯，是我们应尽之责。”齐河县委书记孙修炜介绍，作为

驻军大县，齐河县努力构建覆盖社会各领域全方位的爱军

拥军格局，让拥军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社会工程”，

让拥军成为风尚。

据悉，该县先后修建 3 条战备公路，建设人武部国防动

员指挥中心和多功能靶场，为武警齐河中队改建集刺杀、战

术、障碍于一体的综合训练场，新建可容纳 2400 余名驻齐河

部队官兵子女入读的“八一学校”，倾力安置 67 名军转干部

和军士，为全县人民树立了爱军拥军的导向。他们还投资

2000 余万元，建设国防教育基地和双拥主题公园，让先烈参

战支前、拥军报国的形象亮在公园，也亮在百姓心里。

为广泛动员全民力量，把拥军真正打造成社会工程，该

县成立专设机构，建立县、乡镇、村三级近 50 个双拥组织，形

成信息反馈、协调会商、跟踪问效、讲评通报、评优表彰等工

作机制，探索开辟出企业拥军、行业拥军、群众拥军的新路。

去年初，新成立的齐河信鸽协会主动与驻齐河空军某场

站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部队有飞行训练时，协会立即停止信鸽

比赛活动，成员单位防范信鸽外飞；协会举办活动时提前向部

队报备时间路线，确保不影响部队开展训练。齐河县后勤保

障、文娱服务、法律服务等多个行业团体定期开展“送法进军

营”“军地联谊会”等活动，帮助部队和官兵解决现实问题，实

现了行业拥军与军地共建有机结合。

对于空军某场站官兵来说，每次下雨都会带来一件烦

心事：雨后周边农田的小水坑会招来飞鸟，增加飞鸟撞机风

险，但水坑众多，填埋起来费时费力。官兵有所求，群众有

所应。如今，每次雨后，场站周边村子的 3 个拥军志愿者队

伍的 30 多人就扛上铁锹，走进田间地头填埋水坑，场站官

兵再也不用为雨后飞鸟发愁了。扛铁锹的志愿者队伍，也

成为齐河县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激励着更多人加入群众拥

军的行列。

山东省齐河县——

让拥军成为风尚
付海龙 付晓辉

每年高招季，军校都吸引着

莘莘学子的目光。今年，全军共

有 30 多所院校面向普通高中毕

业生和士兵招生，军校招生总量

达 到 1.7 万 名 ，比 去 年 增 加 2000
余名，专业类别增设了“指技融合

类”，为青年学子提供更加广阔的

成长成才空间。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人才

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

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

素，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

意义。从开办井冈山红军教导队

到塑造新型院校格局，从制定抗大

教育方针到确立新时代军事教育

方针，我军在军事人才培养上走出

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为我国国防事

业奠定了关键的人才基础。

大学读军校是一种怎样的体

验？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

员刘洋给出了答案：“4 年的军校

生活让严格严谨成为一种习惯，

让 我 不 知 不 觉 变 得 更 加 不 惧 挑

战，更有担当和责任意识”。在军

队院校就读，系统的教育、正规的

训练、艰苦的考验、严格的磨练，

不仅能够为有志青年向合格军人

转变打下坚实的基础，还能培养

坚忍、勇敢、自律等诸多品质。

军队院校是我军人才培养的

主渠道，新一轮军队院校改革完

成后，我军院校进一步健全了新

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增强了院

校发展活力，提高了人才培养质

量 和 效 益 。 大 一 组 织 手 榴 弹 实

投、大二模拟红蓝对抗、大三上高

原赴沿海进大漠、大四组织实战

化演习，这是空军工程大学学员

的受训之路，也是新时代军校学员走向战场的足迹缩影。

如今，全军院校为战育才、育才为战，建打仗学科专业，研打

仗重大问题，教打仗急需内容，练打仗过硬本领。在这里，

青年学子能够将个人梦想汇入强军洪流，让蓬勃的青春与

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新时代强军征程上，越来越多优秀学子从军校到军营，

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为强军事业默默贡献着自

己的光和热。“雪域高原令我向往，我申请赴边防一线建功

立业……”陆军边海防学院宣传展板上贴着一份份毕业学

员志愿赴艰苦边远地区任职的申请书；海军辽宁舰某中队

教导员朱悦萌，在海军航空大学全面提升了体能和实践水

平，成为辽宁舰唯一的女基层主官；空军航空兵某部参谋长

董珺考入空军航空大学后，无数次严苛的训练让一个向往蓝

天的少年成长成为如今的歼—20 飞行员……这些来自军队

院校的新鲜血液，给部队人才建设带来了无限生机活力。

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雨。穿上军装、迈进军

校，每一次摸爬滚打，每一次欢笑苦累，每一次历练比拼，都

是成长的标志。强军征途呼唤有志青年在迷彩军营书写最

美青春，青年学子生逢其时，肩负重任，当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

中绽放绚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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