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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好儿女

铁血铸军魂

□记者

王思达

3忠诚坚定，
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这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因为它的基
因里早已写下了忠诚。

正因如此，一代又一代从燕赵大地上走
出的军人，怀着坚定的信念，完成了一个又
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党
中央、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在抗日战争初
期独自一人从延安回到冀中，为冀中敌后抗
日根据地的开辟打下了基础。”2017 年 7 月
20日，记者在石家庄见到了河北省军区原第
一副司令员、开国少将孟庆山之子孟速。

“我父亲是河北蠡县人，1931 年在宁都
起义中参加红军，其后多次身负重伤，长征
期间带伤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孟
速说。

在孟速看来，支撑孟庆山带伤走完艰苦
卓绝长征路的，已不是身体，而是“听党的
话 ， 死 也 要 跟 着 红 军 队 伍 走 ” 的 信 念 和
决心。

七七事变爆发后，党中央根据敌我形
势，果断组织一批在延安抗大学习的红军干
部提前进入即将沦陷的河北、山西等地开辟
抗日根据地，孟庆山就是其中之一。

为策应红军大部队开赴华北敌后，当时
正在抗大二期学习的孟庆山被毛泽东亲自派
往河北，开辟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
击战争。经过千里跋涉，在乱军中几度与死
神擦肩而过的孟庆山，终于在保定失守前的
1937 年 8 月 5 日，只身一人赶到冀中，与地
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到 1937 年底，孟庆山在地方党组织的
支持下，很快在冀中平原组建了一支党领导
下的河北游击军，人数达到十万人，为后来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打下了基础。

和孟庆山一样，从河北平山走出去的原
武汉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韩琳，也是凭着其
不怕困难、敢打胜仗的坚定信念，突破了世
界级飞行难题。

在如今的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陈列着
一架伊尔—12型5116号飞机。

这架飞机是国家一级文物，曾见证了我
国空军首飞拉萨、开辟“空中禁区”拉萨航
线的壮举。当时驾驶这架飞机的机长，就是
韩琳。

“我一生飞过 11 个机型，降落过包括苏
联 3 个机场在内的 113 个机场，但 1956 年 5
月 26 日首飞拉萨是最难忘的。”95 岁高龄的
韩琳曾对记者说。

当年接到这一重任时，韩琳刚过而立之
年。他知道，这是一次十分艰巨的任务：拉
萨位于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那
里海拔高、地形复杂，加之气候变化无常，
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很难操纵飞机，一不小
心就会遭遇撞山或坠毁的危险，所以一直被
航空界视为“空中禁区”。

但是韩琳没有退缩，作为一名身经百战
的老兵，这不是他第一次接受考验：1939 年 5
月12日，面对日伪军的严酷扫荡，韩琳曾孤身
一人深入敌后，来回奔跑90公里，完成了侦察
任务；1946 年 7 月 25 日，已经担任营教导员
职务的韩琳在一次阻击战中冲锋在前，被打
伤大腿股动脉，差点高位截肢；新中国成立
后，已经在陆军某部担任团级干部的韩琳在
调到空军之后，从零开始，完成了从炮兵指挥
员到空军飞行员的重大转变⋯⋯

“无论是拼杀在抗日战场，还是翱翔在
祖国蓝天，父亲不怕困难、敢打胜仗的精神

始终如一，这也是他为什么能一次次完成新
的任务、甚至创造奇迹的内在原因。”韩琳
的大女儿韩玉厦告诉记者。

1956 年 5 月 26 日 9 时 23 分，经过 75 秒
滑跑，韩琳驾驶的飞机稳稳停在拉萨当雄机
场。10 时整，韩琳进行再起飞试验。23 分
钟之后，飞机又一次安全着陆。拉萨航线首
飞试航完全成功!

韩琳，这个从平山山村走出的“山里娃”，
在我国空军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怕牺牲，
锻造铁血军魂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从燕赵大地
走出的军人里，也从不缺乏英勇顽强、不怕
牺牲的英雄人物。

在他们中，河北籍战斗英雄董存瑞应该
是最家喻户晓的一个。

相比之下，卢龙人、“爆炸英雄”邵洪
生的名字可能让一些人感到陌生，但他的事
迹却同样让人震撼。

1948 年 4 月 3 日，在北平（今北京）近郊，
夏垫攻坚战正在激烈进行。邵洪生所在的冀
东 军 区 独 立 第 四 师 第 十 团 受 命 担 任 主 攻
任务。

激烈的战斗中，敌人的一座地堡成为阻
止部队继续前进的最大障碍，不断有战士在
冲锋中倒下。此时，作为第一营第一排第二班
一名普通战士，邵洪生主动请缨，要求炸掉
地堡。

下午 3 时，掩护爆破的机枪响了，邵洪
生抓住时机、抱着炸药包，迅速向地堡靠
拢。不料，他在冲到离地堡五六米的地方被
敌人的子弹打中腹部。但邵洪生仍爬到地堡
上把炸药包推到地堡顶正当中，一手按住腹
部伤口，一手点燃导火索。随着一声巨响，
地堡被炸开。

战士们发起了冲锋，邵洪生却因失血过
多壮烈牺牲。

战争时期的军人时刻面临着流血牺牲，
和平年代的军人也随时做好了为祖国献出生
命的准备。

2014 年 2 月，河北吴桥籍武警战士张楠
随队来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中国大使馆驻
地，执行警卫任务。从他们抵达的那一天
起，危险就时时刻刻伴随左右。

2015 年 4 月 14 日，距我使馆不远处的
索马里政府机关突遭恐怖袭击。一时间，火
光冲天，流弹四溅，爆炸声连成一片⋯⋯张
楠和战友立即按照预案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突然，一颗流弹飞来，正处于警戒区外
侧的张楠不幸中弹。经医院紧急抢救，张楠
幸免于难。经查验，子弹从张楠左胸射入，
距心脏仅有一厘米。

身负重伤、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张楠
谢绝了上级让他回国休养的安排，仅仅28天
之后，张楠就回到了执勤岗位。养伤期间，
他在给党支部的思想汇报中写道：“生命是
最宝贵的，但人总会有一死，有的轻如鸿
毛，有的重如泰山。作为新时期的军人，就
是要有英勇无畏的气概！”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 3 个月之后，
张楠就用生命诠释了自己的誓言。

2015 年 7 月 26 日 16 时，中国驻索马里
大使馆所在酒店遭自杀式炸弹恐怖袭击。巨
大的冲击波将使馆所有门窗击碎，坍塌的天
花板重重地压在了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张楠
和另一位战友的身上⋯⋯

因伤及动脉失血过多，张楠鲜活的生命
永远定格在28岁。

携笔从戎，
书写别样军旅人生

军人的品格与气质，不只体现于最危险
的战斗一线。

有“教授将军”美誉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开国将军殷希彭就
是一位携笔从戎、战斗在特殊岗位上的军人。

1900 年，殷希彭出生于安国小营村一个
没落地主家庭，1926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河
北医学院（今河北医科大学），并留校任教。一
年后，他又被母校送往日本一所大学公费留
学，取得病理科医学博士，回国后任河北医学
院病理科教授。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殷希彭由保定返
回安国老家，拒绝了伪政权的邀请，并谢绝
了 任 国 民 党 河 北 省 政 府 教 育 厅 厅 长 的 邀
请 ，毅 然 投 奔 冀 中 抗 日 根 据 地 参 加 了 八
路军。

“当时的殷希彭已经是著名的医学专家，
他参军前月薪是 300 多元，生活十分优裕。入
伍后，他穿起粗布军装，和战士一起吃苦。有
人曾怀疑他是否能受得了，而他安之若素，工
作热情、积极肯干，深受群众敬佩。”研究校史
多年的河北医科大学教授李彬之介绍。

在殷希彭的影响下，他的一些同事和学
生纷纷参军抗日，冀中军区增加了许多医学
教授和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殷希彭先后担任华北军
区卫生部部长兼医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一军医大学校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
长等职务，并在 1955 年被首批授予少将军
衔，成为我军当时为数不多的“教授将军”。

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一代又一代知
识分子，携笔从戎，投身人民解放军这座革命
的熔炉，用自己的知识与情怀，为人民军队作
出特殊的贡献。

从 1953 年入伍那一刻起，保定籍军旅作
家阎肃就一直以一线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1961 年 12 月，小说《红岩》问世，身在空
政文工团创作室的阎肃被深深吸引。

为了在舞台上栩栩如生地树立起江姐的
英雄形象，他主动前往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
他让人给自己戴上沉重的脚镣，双手被反铐
着，在一个黑暗的牢房里待了七天七夜。

从渣滓洞回来，他利用18天探亲假期，在
一间不足 9 平方米的小屋里，足不出户，趴在
床头奋笔疾书。

“我的脑子里会不自觉地浮现出这样的
场景，尖利的竹签一根一根钉进江姐的手指，
烧红的铁板重重地烙在她的身上⋯⋯此时，
我的胸口像着了火一样难受，夜里经常在噩
梦中惊醒。”阎肃生前曾如此回忆起那段创作
往事。

信仰坚定的女英雄江姐的形象，就这样
被鲜活地搬上舞台。雪压不弯、风吹不倒，信
念不变、矢志不移的红梅精神，影响和教育了
一代又一代人。

2016 年 2 月 12 日 3 时 07 分，阎肃因病在
北京逝世，享年86岁。这位始终满怀激情地讴
歌主旋律、弘扬中国精神的“文艺老兵”，用
1000 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佳
作，唱出了人民的心声，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也 诠 释 了 一 代 又 一 代 革 命 军 人 的 理 想 和
追求。

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级别、不同专业的河
北军人身上，无不闪烁着革命军人应有的光
辉品质：忠诚坚定、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他们，是燕赵大地的骄傲。他们，是中国
军人的楷模！

第 90 个建军节即将
到来。

回望我党、我军的奋
斗历程，在河北这块“革命
的土地、英雄的土地”上，
从来不缺少英雄的身影。

从孟庆山只身一人回
到冀中、开辟抗日敌后根
据地，到韩琳首飞拉萨、开
辟有空中禁区之称的“拉
萨航线”；从手举炸药包喊
出“为了新中国，冲啊”的
战斗英雄董存瑞，到在索
马里执行安全警卫任务壮
烈牺牲的河北武警战士张
楠；从放弃优越生活条件、
投身抗日前线的教授将军
殷希彭，到为创作《江姐》
将自己关在渣滓洞七天七
夜体验生活的军旅作家阎
肃⋯⋯

这些不同时期、不同
级别、不同专业的河北军
人身上，无不闪耀着革命
军人应有的光辉品质：忠
诚坚定、英勇顽强、不怕牺
牲⋯⋯

■链接

王兴纲（乐亭）、张晓冰（丰润）、麻志
皓（遵化）；江峰（围场）、张廼更（平泉）；罗
平（涿鹿）、柴书林（张北）。 整理/王思达

马卫华（唐县）、王璞（蠡县）、王子修
（安新）、王之平（满城）、王砚泉（雄县）、
王毓淮（雄县）、白志文（易县）、边疆（完
县，今顺平）、刘世昌（安国）、刘光裕（安
新）、刘秉彦（蠡县）、刘佩荣（雄县）、江潮

（定县，今定州市，下同）、苏锦章（定县）、
李孔亮（高阳）、李克忠（定县）、李君彦

（定兴）、李雪炎（定兴）、肖平（定县）、吴
树声（博野）、宋学飞（易县）、张逊之（蠡
县）、陈亚夫（满城）、孟庆山（蠡县）、胡友
之（安国）、殷希彭（安国）、傅继泽（博
野）、戴金川（高阳）。

韩振纪（中将，高邑）、邢荣杰（无
极）、吕炳安（深泽）、李震（藁城）、李镜如

（束鹿，今辛集市，下同）、谷广善（高邑）、
张清化（获鹿，今鹿泉区）、张蕴钰（赞
皇）、宗凤洲（藁城）、聂济峰（晋县，今晋
州市）、栗彬成（平山）、徐信（灵寿）、高占
杰（束鹿）。

王振东（饶阳）、朱军（景县）、刘有光
（景县）、苏克之（深县,今深州市，下同）、
李福尧（冀县，今冀州市）、吴罡（枣强）、
张秀川（深县）、国林之（武邑）、曹中南

（景县）。

王猛（盐山）、王泮清（盐山）、王智涛
（沧县，今沧州市，下同）、刘春（黄骅）、李
伟（沧县）、辛国治（黄骅）、郭玉峰（海兴）。

我军从1955年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到1965年取消，在这期间被授予少将及
以上军衔的军队干部，就是著名的“开国
将帅”。

“这期间，有 10 位元帅、10 位大将、
57 位上将、177 位中将、1360 位少将，合
计共 1614 位革命军人被授予将帅军
衔。”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由于我党的武装斗争主要是从南方
开始的，所以开国将帅数量上以南方各
省居多。但作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敌
后根据地，河北仍有 79 位开国将军，其
中有2位中将、77位少将，总数居全国第
9位。

河北大地走出的
79位开国将军

唐山、承德、张家口分别走出了 3
位、2位、2位开国将军

孙毅（中将，大城）、文击（霸县，今霸
州市）、刘永源（文安）、李静（文安）、郭卓
辛（廊坊）；王谦（永年）、李大磊（大名）、赵
北源（大名）、崔建功（魏县）、裴志耕（大
名）；王启明（威县）、王蕴瑞（巨鹿）、吕士
英（临城）、路扬（临城）、鲍奇辰（临西）。

廊坊、邯郸、邢台各走出了5位开国
将军

沧州走出了7位开国将军

衡水走出了9位开国将军

石家庄走出了13位开国将军

保定籍开国将军在我省数量最多，
一共有28位

▲战斗英雄董存瑞

▶抗日战争时期的孟庆山

◀首飞拉萨航线成功的韩琳
（右二)与欢迎的藏族群众握手。

▼2010 年 10 月，张楠参加
武警山东总队临沂支队组织的军
事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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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水利机制体制创新（四）

打通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管护“最后一公里”
全县 24 条骨干河渠及支斗渠涉及的扬

水站点、小型闸涵的运营与维护以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服务公司负责，这是献
县在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实施中采用
的农田水利设施物业化管护新模式。

创新农田水利设施管护运行机制是深化
农村改革、保障农田水利工程长期发挥效益的
迫切需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项目实施
以来，我省以此为契机，整合改革资金，坚持试
点先行、典型引路、分类实施，在总结改革示
范经验的基础上，强化指导，有序推进，打通
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护的“最后一公里”。

献县水务局局长李书行告诉笔者：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启动后，献县以河渠整
治为龙头，对商林、段村、中营等干支渠进行
综合治理，并在河渠两侧修建沿河路，沿路
两侧种植绿化带，布设动力电网，建成河渠
水网、沿河路网、农田林网、动力电网“四网
合一”惠民工程。

为从根本上解决建成的地表水灌溉工程
管理运行问题，献县县政府出台文件以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服务公司负责工程
管护运行。同时，献县县政府自筹资金 20 余
万元，在先期治理的 4 条骨干河渠沿线各建

设一处管理所。原则上，节制闸以上工程由县
水务局进行管理，支渠口闸、引蓄水工程、田
间管道等设施，委托服务公司实行物业化管
理，由政府从水利建设基金中和扬水站运营
收取的灌溉水费中支付维修养护经费。

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在融资、管理等
方面引进市场机制，是农田水利设施管理的
一种新态势。我省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
革始于上世纪末，经多年推进，取得较好效
果。水利部、财政部下发《关于深化小型水利
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后，我省按
照先行试点、典型引路、全面推进的总体要
求，以卢龙和元氏两个国家级改革示范县，
鹿泉区等 11 个省级改革试点县（市、区）为
重点，认真谋划、着力组织、扎实推进试点改
革工作，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

省水利厅水资源处副处长彭俊岭说：河
北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项目实施以

来，以明晰工程产权、明确管护主体和责任、
落实管护经费、创新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管护
方式为重点的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
进一步深化。

省水利厅、省财政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试点项目区开展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
创新运行管护机制工作的指导意见》，根据

《意见》，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
原则是：坚持权责一致。明晰产权，落实管理
权，明确使用权，搞活经营权。坚持政府主导。
强化政府责任，加强组织领导，调动各方积极
性，综合推进改革。坚持突出重点。着力解决
管护主体缺失、管护责任不明确、管护经费不
落实等问题。坚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自然地
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区分
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工程，依法依规界定产
权归属，合理选择工程管护模式，不搞“一刀

切”；已完成改革任务且工程效益发挥正常
的，原则上不作调整。

改革范围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区
的水利工程，主要包括：河渠连通工程、中小
河流及其堤防，包括流域面积小于3000平方
公里的河流及其上兴建的防洪标准小于 50
年一遇的3级以下堤防。小型水闸，即最大过
闸流量小于100立方米每秒的水闸。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包括控制灌溉面积1万亩、除涝
面积 3 万亩以下的农田水利工程，大中型灌
区末级渠系及量测水设施等配套建筑物，喷
灌、微灌设施及其输水管道和首部，塘坝、坑
塘、堰闸、桥涵、机井、水池（窖、柜）及装机功
率小于1000千瓦的灌排泵站等。

在《意见》指导下，试点区各县全面开展
小型水利工程产权登记，分类明晰小型水利
工程产权，水利工程建设方案与工程管理体
制改革方案同步编制，项目区内新建工程竣

工验收同步落实管护主体和责任。在 4 个试
点市分别确定了一个改革先行县，河间市、阜
城县、临西县、邱县按照工程规模、投资主体、
地域划界，分大、中、小，骨干、配套，国有、集
体、联户等层次，将工程的所有权、管理权、经
营权明晰到县级水利服务公司、乡镇水利服
务站和农民用水合作组织，颁发了“两证一
书”，总结先行经验后向其他试点县推广。

在献县润泽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商林干渠
关庄管理站，笔者看到一份委托经营合同书，
甲方为献县水务局，乙方为献县润泽农业服
务有限公司。合同明确，委托管理范围为献县
境内2015年起新建、所有权属甲方所有，流
量在0.1立方米每秒以下的扬水站点及附属
管理房、配电室、电力设施、田间管道等工程
设施。并就甲方投资兴建并所有的献县境内
河渠岸边扬水站点委托乙方全权经营、管理、
维护的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说明。

目前，115个试点县38万多个小型水利
工程发放了“两证一书”。各试点县大胆创
新，创造性地对小型水利工程宜包则包、宜
租则租、宜卖则卖、宜股则股，落实了管护主
体、管护责任和管护经费，建立了管护经费
保障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 （齐婕、马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