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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周刊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近日，武警部队组织开展了“红色印记”主题宣传活动，重温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展示
新时代武警部队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矢志奋斗强军的崭新面貌。此次主题宣传受访单位包括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井冈山中队、武警新疆总
队某机动支队特战一中队“复光支部”、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队执勤一中队。这些单位有的是红军连队、有的驻守在革命圣地、有的在新时代所
获荣誉众多，它们的故事集中体现了武警部队因党而生、向党而强、为党而战的奋斗史忠诚史。今特推出“红色印记”专题，以飨读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4 月 下 旬 ，一 场 春 雨 光 顾 了 南 泥 湾

的山沟沟。满山草色愈发青翠，藏在山坳

间的菜园长势喜人，大棚里已经开始结

出草莓和西瓜 。

这片菜园属于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

队执勤一中队，不远处就是中队营房和

官兵自己修建的训练场。列兵赵捷喜欢

在这样的天气到菜园走一走，照看自己

亲手种下的菜，或欣赏远处的山色。

来到中队前，赵捷是一名刚毕业的

大学生，学美术专业。用这个文艺小伙儿

的话说，眼前的南泥湾堪称“最好的写生

地”，尽管这里隐没在群山深处，距离延

安市有 1 个半小时车程，只有 1 趟公交车

能到附近的小镇。

和 一 代 又 一 代 驻 守 在 这 个 偏 远 山

沟 的 执 勤 一 中 队 官 兵 一 样 ， 赵 捷 觉 得

就像歌中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

方来好风光⋯⋯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

满山⋯⋯”

但在 3 个月前，赵捷第一次走进中

队时，首先感受到的是“艰苦”和“寂寞”。

连绵的群山间只有中队营区和执勤

目标，每天的生活除了训练就是站哨，传

说中的南泥湾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好玩

儿”，赵捷承认有些“失望”，甚至在电话

中和家人抱怨过“选错了路当错了兵”。

他原本想去空军，向往开战斗机的

刺激和自由。中队指导员李亚凯看出了

赵捷的闷闷不乐，主动了解情况后，他把

赵捷带到了 30 多年前中队的老营区。

那里与如今的中队营区相隔不远，

环境却天差地别。几间半藏在黄土里的

窑洞是当时中队的全部营房，透过木门

上的窟窿往里看，能看到几张破旧的桌

子和木板床，墙壁上挂着一条写着“永远

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的红色横幅。

“无论多艰苦的环境，前辈们都甘愿

默默驻守在这里，靠的就是骨子里的忠

诚和使命感。难道到我们这一代就要退

缩吗？”在老营区里，李亚凯又给赵捷

讲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 120 师第 359 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

的故事。先辈克服重重困难，将荒凉的山沟开辟成“陕北好江南”的

故事深深震撼了赵捷，这个从小吃喝不愁的 90 后第一次感到“精神的

力量”。

李亚凯将这股力量形容为“中队的根”。建队 73 年来，中队先后经

历 15 次整编，每年不乏年轻的新兵抱怨“偏远”“枯燥”，但慢慢地越来

越多的人想要留下。2018 年 3 月中队又一次改革整编，一些退伍的老兵

临行前流着泪说“舍不得”。

“人人都知道南泥湾，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有我们。我们在这里守护

驻地安宁，也是守护着南泥湾精神。”李亚凯介绍，如今每年新兵下队，

唱的第一首歌是《南泥湾》，吃的第一顿饭是红军饭，上的第一堂思政

课是到老营区的窑洞前学队史。

四级警士长白亚龙见证着南泥湾精神在一批批中队官兵身上传

承发扬。如今他是中队最老的兵，在这里驻守了 16 年。2005 年刚来时，

他就住在窑洞里，第一餐红军饭是蹲在屋外吃的，风一吹，一口饭和着

一口黄土。

“359 旅的前辈们在这里不怕苦不怕累，自力更生，我们作为他们

的传人也要如此。”2014 年，一场暴雨冲垮了营区前的一块泥地，白亚

龙和战友们借此机会自己修建起中队的鱼塘、菜地，拓展训练场。

后来这片场地被中队官兵称为“第二课堂”，谁思想懈怠、心里有

疙瘩就来干一通活“发泄一番”。有人说，看着亲手栽下的菜苗春种秋

收，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成长。

新营区里的假山喷泉景观则在 2018 年 3 月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

单杠、双杠等训练器材。这是中队长杨路的决定，为的是“人在山沟沟

里，训练不能放松”。

这一次工期历时一个月，杨路记得当时的场面可以用“热火朝天”

来形容。每天训练一结束，官兵们就会自发地扛起铁锹赶工。初春的山

里尚有冻土，有人一天干完，握铁锹的虎口被震裂流血，衣服上尽是白

色的汗茧。

有时杨路会觉得，当年 359 旅的故事仍在不断重演。出奇一致的

是，中队官兵们都乐在其中。他们喜欢在干完活后一起唱歌，如果有谁

从山上捡回枯树桩自制出一个单杠，或用石头绑出一个哑铃，大家都

会高兴半天。

这片荒山也成了中队官兵“得天独厚”的训练场。每周的体能训练

时间，官兵们会进行一项名为“跑山”的运动。他们由营区出发，有三条

山路可供选择，最远的一条近 10 公里，跑一个来回要一个小时。

“一方面是训练体能，一方面也为了熟悉地形。”杨路说，要守护一

方平安，掌握周边地形与环境是基本功。“如果有犯人逃脱会往哪里

跑，要直线追击还是迂回包抄？山里的农户有困难要怎么去救援？这些

必须烂熟于心”。

这项训练在今年 3 月得到检验。一天中队哨兵在执勤中，发现两名

可疑人员在狱墙外的山坡上喊话，极有可能威胁到监狱安全。哨兵随

即拉响警报，杨路第一时间便得知了消息。

针对这种情况的处置预案，他们已经演练了无数回。接到消息后，

杨路立即带领应急小组赶上了山。他们抄最近的路，不到 3 分钟就赶到

现场，仅用 5 分钟就控制住了可疑人员，随后移交给当地公安部门。

“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不仅要体现在生活作风上，更要体现在

练兵备战中。”任职中队长前，杨路在其他单位时就对执勤一中队有所

耳闻。可原先他只知道中队驻地环境艰苦、获得荣誉众多——4 次荣立

集体二等功，7 次荣立集体三等功，160 余人受到三等功以上奖励。

来到中队后，杨路才深刻感受到，“中队官兵没有被大山困住，他

们人人骨子里都有一股拼劲儿”。

“中队官兵有‘攀比’的传统。”他说，在训练场上要“攀比”，比谁的

皮肤更黑，谁的嗓门更亮，谁的眼神更狠，“出手都像小老虎”。

2019 年，中队两名战士竞争参加预备特战队员集训的一个名额，

中午在操场比试最后一项卷腹上课目。1 个多小时时间，两个人咬着牙

谁也不肯从单杠上下来，胜者连续做了 100 个，另一个做了 79 个。

老兵白亚龙有时会开玩笑地感慨“比不上年轻人有冲劲儿了”，但

他依然坚持着每天加练 100 个俯卧撑、100 个仰卧起坐，“在这里，你会

不由自主地想要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往前冲”。

白亚龙遇到的最大困难发生在自己成为军械员后。2011 年，他接

替老班长担任这一职务，繁多的武器性能、编号、生产批次等数据让他

眼花缭乱，白亚龙背了忘，忘了又背。

为了尽快熟悉装备，白亚龙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表，从枪

械发展史到配发的每种型号装备基本构造原理一一学起。这些年，中

队每换发新配装，白亚龙总是第一个开始学习研究，积攒下十几万字

的学习笔记。

驻守在山沟沟里的执勤一中队有一句口口相传的话：把平凡的事

做好就是不平凡。

但这里也有不平凡的时刻。2016 年 2 月，附近农田发生大火，中队

官兵紧急驰援。白亚龙记得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如此凶猛的火势，窜起

的火苗直接卷上架设在半空的电线，而不远处就是一座化工厂。

为了避免火势蔓延造成化工厂爆炸，白亚龙和战友们用湿毛巾捂

住口鼻，直接冲到了大火前，迅速开始挖掘隔离带。风向变换时，滚滚

热浪袭来，他们退远几步，眼看着火势减弱就又提起铁锨冲上去。

断断续续挖了七八个小时，一条 30 多米的隔离带终于挖好，成功

阻断了火势。整个救援任务，官兵们共救出被困群众 6 人，紧急疏散 368
人，保护山林 200 多亩，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千万元。

如今回忆起来，白亚龙坦然承认“心里确实也怕过”，但感受更多

的是一腔“热血”，因为“我们守护着南泥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五一假期，井冈山旅游迎来旺季，成千上

万 的 游 客 从 全 国 各 地 来 到“ 中 国 革 命 的 摇

篮”，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登上井冈山。驻守

在山脚下的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井冈山中

队官兵对这样的场景很熟悉。

四 级 警 士 长 宋 家 建 在 井 冈 山 中 队 服 役

16 年，每到节假日便能看到进山的车流量增

多，路边的小店生意火爆，山上旅馆有限，

订不到房间的游客会涌进山下的农家乐。刚

入伍的那几年，中队老营区就在井冈山革命

博物馆隔壁，宋家建和战友们经常担负景区

的临时讲解任务，“兵哥哥”讲解员吸引了

众多目光。

但现在，这些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夏天

就要来了，中队忙着演练抗洪和山体滑坡紧

急救援预案，旅游旺季更要警惕，哪里容易滑

坡，哪条路经常被阻断，都要一清二楚。

地形和季节决定中队的演练课目。夏天

雨季到来时，官兵们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去

附近的山上巡逻，看哪里泥土松动，有没有滚

石的前兆；冬季预防的重点则是雪灾。

除了紧急抢险救援，执勤与处突也是中

队的日常任务之一。每隔两小时换岗，一批人

去上哨，一批人则去附近的山林里训练。5 公

里武装越野是最常见的课目，练体能的同时

还有助于熟悉周边地形。如今只要是在山上，

随便指一个点位，宋家建都能轻松地目测出

距离。

这批守在红色圣地山脚下的官兵被称为

“井冈山卫士”，这是一代代老兵留下的“自我

定位”。尽管山上的景区距离中队营区 40 多

公里，但这座山上的一切都与他们息息相关。

2009 年 中 队 从 山 上 的 老 营 区 搬 到 山 脚

下的新营区时，不少官兵一度有些失落。那是

宋家建入伍的第四年，在他的记忆里，那段日

子“灰蒙蒙”的。离开红色景区，驻扎在一个山

沟沟里，群山一眼望不到头，不少官兵抱怨，

“在这里跟在别的地方驻扎有什么区别”。

为了让“井冈山的兵”重新找回感觉，中

队党支部商议决定模仿当年革命先辈白手起

家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也带领官兵自己建设

营区。

于是，一场持续至今的大工程开始了。宋

家建记得，一开始是党支部书记带头干，然后

是党员，最后全员出动。官兵们自己买来铁锹

和斗车，把营房后的荒坡铲平，开垦成菜地。

大夏天赶工，大多数人的后背都晒脱皮了。但

菜地一畦一畦被开垦出来，官兵们充满了成

就感，他们每次都拍照留念，记录下“自己的

胜利果实”。

6 个篮球场大小的菜园在一锹一铲中渐

趋成型，官兵们又把原先的小菜园改建成了

投弹训练场，沙子是从河边一车车拉回来的。

慢慢地，因环境落差而生的失落感和抱怨声

少了，宋家建和战友们如今没事就爱翻看过

去的照片，和家人介绍“这是我们自己修的

‘根据地’”。

营区里处处能看到井冈山的影子。菜园

以著名景点为名划分区域：八角楼、三湾、龙

江书院⋯⋯中间的一条路被命名为“挑粮小

道”，两边种满“红军菜”紫背天葵。

三年前，中队营区翻修，官兵们专门把灯箱

设计成一簇火苗的样式，寓意“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公告栏则是井冈山的形状。一条名为“溯

源路”的石子小道从菜园直通训练场，石子也是

官兵们上山捡回来的，一路上铺满五角星图案。

井冈山是中队官兵心中的精神高地。中队

指导员李杰觉得，“只要信念坚定，心里的火不

灭，搬到天南海北，我们都是井冈山的兵”。

今年年初，喀喇昆仑卫国戍边英雄的事迹

被媒体报道以后，中队组织了一堂题为《红土地

上清澈的爱》党课，战士们听得个个热血沸腾，纷

纷表决心：“弘扬井冈山精神，秉承先烈遗志，当

好红军传人，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在 井 冈 山 上 流 传 着 一 句 话 ，“ 有 困 难 找 武

警”。2014 年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井冈山国际杜

鹃花节上，笔架山景区索道的一个轿厢因机械

故障不幸坠落。事发后，武警井冈山中队官兵第

一批赶到现场，派出一支 10 余人的小队，进入

陡峭无人的山林进行搜救。

李杰没经历过那场救援，但听老兵讲述过

当时的凶险。笔直的山崖小道只能容一人通过，

官兵们把伤员抬到担架上，一步步贴着石壁往

前挪。

一 个 名 叫 梁 秋 潮 的 受 伤 游 客 后 来 哭 着 回

忆，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为了抬起压在他腿

上的钢板，被一颗钢钉直接扎进了手心。

去年 6 月汛期时，武警井冈山中队接到附近

村民求救，一名孕妇被困家中，而山洪就要来了。

宋家建参加了这场救援。他们不到 10 分钟

就赶到村口，下车后，宋家建看到水已涨到大腿

深，根本看不见水底的路。

水位持续上涨，来不及犹豫，宋家建和战友

们立刻跳下水，一路蹚着洪水往孕妇家赶去。走

在最前面的人不小心摔倒了，爬起来提醒战友

后继续前进。

转移时，他们分成两个小组，一组人在前面

蹚水开路，一组人在后面抬着孕妇。到了安全地

段，宋家建才发觉水已经齐腰深，他有点儿蒙，

“一时没想起来是怎么走出来的”。

“只要守护好驻地的群众就好。”宋家建说。

入伍时，他发誓要在部队好好干，“当好口号里

喊的‘红军传人’”，如今他是留队时间最长的

兵，已经在这里驻守了 16 年。

宋家建见证着井冈山上留下越来越多井冈

山中队的痕迹。附近村子里的山路难走，官兵们

就动手给村民修了一条水泥路。他们义务承担

了井冈山市一个社区的文明建设，每周去帮忙

打扫卫生。

去年，中队帮扶了 10 年的贫困生刘雅婷考

上了大学。她曾患有过敏性紫癜，家中为了给她

治病花尽积蓄，中队得知后主动找上门，定期为

她集资捐款，并不断鼓励她不要被疾病打垮。

9 月快开学的时候，中队里一片欢腾，李杰

特意代表中队去刘雅婷家送了慰问金，宋家建

觉得像“自家亲戚考上学”一样高兴。

老区人民们也忘不了这群“忠诚卫士”。每

年老兵退伍时，附近村民会送来自家的西瓜和

鸡蛋，让老兵带着路上吃。一位常年得到中队

帮扶的留守老人严大爷总会早早起床，在退伍

老兵经过的地方放一挂鞭炮，目送他们离开。

2016 年是井冈山中队授称 10 周年，不少

退伍老兵从天南海北赶回中队。好几个昔日的

战友对宋家建感叹，当年不该退伍，“离开得

太早了”。

但宋家建知道，无论何时退伍他们都会这

样说，“因为井冈山已经和我们分不开了”。这

位常自称“井冈山人”的老兵今年也将面临走

留的问题，但不管离开还是留守，一个信念在

他心中坚如磐石，“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井

冈山中队的一员，我都会守卫好心里的那座

‘井冈山’”。

在井冈山当好红军传人
——记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井冈山中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在来到武警新疆总队某机动支队特战一

中队以前，中士王彬心目中的英雄是课本上

学过的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参军入

伍后，这个名单里又加上了刘复光。

刘复光是王彬和战友们最熟悉的名字之

一。在他们眼中，这个在解放战争时期因坚

守阵地直至牺牲而立功的英雄代表着血性、

胆气与忠诚。因他而命名的“复光支部”保

留至今，是中队最骄傲的称呼。

王彬至今记得 2015 年第一次走进中队

时的情形。那天他作为新兵参观了中队荣誉

室，面对满墙悬挂的战旗和嘉奖令，他的第

一感觉是“房间太小”。

“因为荣誉太多了。从解放战争时期至

今，一眼看去都是历史的印记。”回到宿舍

后，他兴奋地和家人打电话说，“我今天看

到‘军事博物馆’了”。

让王彬最难忘的是“血衣”的故事，故

事主角正是刘复光。1948 年的西北战场瓦

子 街 战 役 中 ， 中 队 前 身 二 连 二 排 排 长 刘 复

光，在指导员与一排排长牺牲、连长重伤的

情况下，毅然带领二排死守阵地。面对敌人

的 一 次 次 猛 攻 ， 刘 复 光 和 战 友 们 打 光 了 子

弹 ， 又 拿 起 刺 刀 做 武 器 ， 接 着 是 铁 镐 、 石

块、机枪管⋯⋯连队官兵战至全部牺牲，没

有一人后退。他们的壮举为大部队总攻解放

延安赢得了时间。

后 来 ， 刘 复 光 所 在 的 党 支 部 被 命 名 为

“复光支部”，他穿过的那件沾满鲜血、布满

弹孔的“血衣”如今被摆在中队荣誉室最显

眼的位置。每次看到先辈和一代代老兵留下

的 功 勋 章 ， 王 彬 都 会 觉 得 “ 浑 身 热 血 沸

腾”。这个年轻的 90 后小伙子有时会想，如

果在战场上的是自己会怎样。

中队指导员、现任“复光支部”党支部

书记饶国梁说，大多数新兵在看过荣誉室后

都会产生类似的想法。有些人会缠着班长讲

每一面战旗背后的故事，有些人则当场发誓

“有一天我也要把名字留在这里”，王彬就是其

中之一。

这是这些生于和平年代的年轻人进入中队

的第一课，“要他们知道，我们从战火中来，

我们的荣誉是用鲜血和战功换来的，战斗精神

永远不能忘”。饶国梁说。

作为反恐特战队员，中队官兵离战场并不

遥远。来到中队的第二年，王彬就接到命令随

队执行任务。出发前他被告知，“可能有暴恐

分子在里面，作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一直听老班长讲实战的故事，这一次终

于轮到我了！”出发时，王彬既紧张又兴奋。

他反复检查武器装备，给枪压上实弹。听过的

战斗故事在他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回放，王彬甚

至没想到危险，只想着“如果遇到敌人，一定

要第一时间冲上去制服他”。

任务进行得还算顺利，王彬没遇上需要开

枪的险情。但到达任务地下车那一刻的感觉，

他至今难忘：“就像披上了盔甲，我终于要上

战场了。”

地处新疆反恐斗争前沿，“实战”对于特

战一中队官兵来说不是一个纸面上的词汇。现

任特战大队副大队长、原特战一中队中队长田

迪，就因为在参与处置一起暴恐事件中抓捕多

名暴恐分子荣立一等功。

那次任务 中 ， 田 迪 和 战 友 们 奉 命 前 往 事

发核心区进行处置。在一处居民楼密集的巷

道 里 ， 恐 怖 分 子 点 燃 了 数 个 燃 烧 瓶 和 煤 气

罐，而田迪的任务是搜查巷道，找出未爆的

煤气罐。

一 条 不 足 400 米 的 巷 道 ， 田 迪 和 两 名 战

友足足搜查了 1 个多小时。“顾不上自身的安

危，最怕延误了战机，煤气罐会在居民区引

爆。”他们在危机四伏的巷道内细心地搜查，

最终找出了 4 个未爆的煤气罐。当田迪和战友

们合力将煤气罐小心翼翼转移到指定地点时，

他的手心已浸满汗水，心里却松了一口气。

“英雄刘复光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中队官

兵们。”田迪说。

那年，驻地发生一起暴恐事件，爆破手姜

安阳随队奉命前往处置，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实

战，用他的话说，“心里还没作好准备”。

但任务紧急刻不容缓。抵达事发地后，姜

安阳看到爆炸后的废弃物散落一地，残破的汽

车倒在街上。

“我是搜爆队员，让我去搜排吧！”刚才还

想着“是不是该给家里写一封遗书”的姜安阳

第一个向中队提出申请，牵着警犬进入现场。

担心警犬搜排有疏漏，每经过一个区域，他都

要进行二次确认。

最 惊 险 的 是 在 一 家 服 装 店 门 口 。 因 为 爆

炸，不少衣物凌乱地堆在路边，摞成一座小

山。根据经验，姜安阳判断这种情况可能隐藏

未爆弹。安全起见，姜安阳让所有人退出了警

戒区域，独自一人蹲下，小心翼翼地用手指一

层层捏开衣服，好在最后没有发现未爆弹。

“我不上谁上？关键时刻不站出来，伤到

了别人怎么办？”这个皮肤黝黑、手指上布满

老茧的 90 后年轻人说。

在特战一中队，休息时间训练场常常“人

满为患”。进行魔鬼周训练时，饶国梁见过有

战士因脚上跑出血泡，又不想放弃训练，干脆

脱了鞋只穿袜 子 在 沙 漠 中 跑 五 公 里 。 他 自 己

也 曾 在 训 练 极 速 爬 行 时 ， 匍 匐 前 进 一 公 里 ，

咬牙抵达终点时才发现，大腿已经被磨得血

肉模糊。

“待在这样的集体中，承载着老一辈先烈

和一代代官兵打下的荣誉，你会自然地想要变

得优秀，承担起守护和平的责任。”饶国梁说。

每 年 3 月 17 日 ， 中 队 都 会 举 行 “ 复 光 支

部”命名纪念日活动，自导自演瓦子街战役情

景剧。每天就餐前，官兵们都会集体呼喊“复

光支部”精神的口号。

退伍季，临行的老兵会最后一次来到刻有

“弘扬复光精神”六个大字的“铁拳石”前宣

誓，叮嘱年轻的战友“不能忘本，不要丢掉我

们的荣誉”。

王 彬 没 有 忘 记 老 班 长 的 嘱 托 。 2018 年 ，

王彬代表中队参加总队组织的特战尖兵比武，

包揽了四个比赛课目的第一名。在渗透侦察课

目中，王彬为了躲避“哨兵”视线秘密潜入，

大胆地选择了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布满荆棘的

路线。一路上，荆棘刺入了大腿王彬也不觉得

疼，一心想避免失误尽快完成比赛。

最终，王彬拿到了满分的好成绩。回到宿

舍后，经人提醒他才发觉裤管已被鲜血染红，

大腿上扎满了荆棘的刺。但他依然感到兴奋，

“如果有一天要我上战场，我知道我能行！”

因 为 出 色 的 比 武 成 绩 ， 王 彬 荣 立 了 三 等

功，他的名字被如愿写进了荣誉室的光荣榜

上 。 刻 下 名 字 的 那 一 天 ， 王 彬 激 动 地 哭 了 ，

“好像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反恐先锋
——记武警新疆总队某机动支队特战一中队“复光支部”

守护南泥湾

—
—

记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队执勤一中队

2020 年 11 月 18 日，武警井冈山中队官兵进行刺杀训练。 吴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