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军人好家风 弘扬忠诚报国情
编者按 “德泽源流远，家风世泽长。”家风是经过历

史积累而形成的精神尺度，是文化传承的基因。一个家庭
的家风，影响着一家人、几代人的人生轨迹。而军人家庭
的好家风，往往带有家国情怀的深厚底色。

军人，一个让人尊敬的职业，担负着保家卫国的神圣职
责。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舍生忘死、奋勇杀敌，保卫我
们的祖国和人民；在和平年代，他们抢险救灾、默默奉献，保
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们，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一名好军人的身上，聚集了整个家庭的正能量；一个
军人家庭的好家风，也能熏陶、影响、培育一代代好接班
人。人们常说：“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因为他们永远是默
默无闻、无私奉献。有句歌词这样写道：“你不站岗我不站
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

在八一建军节前夕，本版在“红色家风故事”专栏，刊
发部分“红色家风故事征集宣传展示活动”投稿作品，讲述
军人家庭的好家风、好故事，敬请关注。

继承先烈遗志 传承存瑞精神
董继英

我的伯父董存瑞从小就是一个勇
敢的人，他 14岁参加抗日儿童团，还当
了儿童团长，带领儿童团员们参加抗日
活动，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鸡毛信。
伯父 16 岁参军，在部队刻苦练习杀敌
本领，两年后当了班长，并加入中国共
产党。伯父在部队表现非常优秀，先后
荣立 3 次大功、4 次小功，荣获“毛泽东
奖章”一枚、“勇敢奖章”三枚。

1948年5月，在攻打隆化城的战斗
中，伯父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
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顺利完成了隆
化中学外围的爆破任务。但连队发起
冲锋时，突然遭到敌人一隐蔽的桥型暗
堡猛烈的火力封锁，关键时刻，伯父挺
身而出，他用身体做支架，手托炸药包，
炸毁敌人的桥型暗堡，用生命为部队开
辟了前进道路，牺牲时年仅19岁。

伯父的性格坚韧倔强，纯朴善良，
就像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春天播
种、秋天收割，放羊、砍柴、拾粪、修剪果
树，爷爷是一个厚道、勤劳的庄稼人。

除了自家农活，爷爷还在田间地头
搭建起简易窝棚，无偿为村里看管果
树。尽管爷爷家境并不富裕，但当同村
有人生活更困难，他都会主动接济。有
一年，一个邻居家的孩子得了重病，急
需要用钱，他们把能借的亲戚都借遍
了。邻居知道爷爷家生活条件也不好，
来串门时也没开口借钱。但爷爷看出
邻居的来意，第二天他就把家里仅有的

一只小猪卖掉，把几十元钱送到邻居手
中。

我的父亲董存金当过民兵、村党支
部书记，他孝敬老人，爱护子女。为了
照顾老人，他曾放弃保送清华大学的机
会。为了养家，他不怕苦、不怕累，曾经
贩卖过牲畜、换过粮食、卖过猪肉、开过
煤厂，还在面粉厂扛过麻袋。他辛辛苦
苦养活一家 8 口人，把我们兄妹 4 人拉
扯大，供养我们读了中专、大学。

长辈一直教育我们，做人一定要善
良厚道。伯父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更
是我们的楷模。

姑姑的儿子艾冬是一名北京公安
民警，多年扎根基层，先后荣立个人三
等功 3 次、嘉奖 8 次，被评为 2019 年度
首都公安“法制之星”。2020 年疫情期
间，北京市公安局 12345分中心全天候
安排人员值守，接收办理电话派单，艾
冬作为市公安局12345“接诉即办”工作
的负责人，冲在前、干在先，带领同志们
加 班 加 点 ，共 办 理 各 类 群 众 诉 求 近
万件。

“接诉即办”需要他，抗击疫情的派
单需要他……由于工作过度劳累，艾冬
于 2020 年 2 月 22 日牺牲在抗疫一线，
年仅 45 岁。他用生命传承了英烈精
神，诠释了一名人民警察的崇高理想和
信念。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伯父董存瑞的
名字在家里很少被提及，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慕名到董存
瑞纪念馆参观，他们也会到家里看望爷
爷奶奶。后来，从别人口中、从课本里、
从电影里、从纪念馆里，我渐渐了解了
伯父的英雄事迹。在我上小学三年级
时，父亲给我们兄妹 4 人改了名字，哥
哥改叫董继先，我改叫董继英，两个妹
妹分别叫继红和继华，寓意继承先烈遗
志、继承英雄遗志。

虽然从未与伯父谋面，但他勇于献
身的精神深深打动着我，是我不断前进
的动力。上世纪 80 年代，我毕业参加
工作时，曾经有很多次去大城市发展的
机会，但当时英语教师特别稀缺，我最
后决定选择留在隆化，留在以伯父名字
命名的学校——存瑞中学，做一名人民
教师。

“一支粉笔染双鬓，三尺讲台度春
秋。”30多年过去了，在为学生传授书本
知识的同时，我也注重把存瑞精神传承
给他们，让每一名存瑞中学的学子走出

“存中”门、传承英雄魂。
2020年4月，我主动请缨到学校扶

贫帮扶村隆化县中关镇大铺村，成为驻
村工作队的一名成员。大铺村生活条
件艰苦，尤其到了冬天，天寒地冻。白
天，在屋里穿着羽绒服、大棉鞋也不觉
得暖和，晚上睡觉冻得头疼。但是，乡
亲们如期脱贫，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我
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作者单位：隆化存瑞中学）

我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今年 43
岁，党龄 23年。我深深地感到，是几代
人传承的红色基因，从小影响和支撑
着 我 不 断 成 长 和 进 步 ，让 家 庭 和 谐
美满。

为党为国作贡献，红色基因代代
传。抗日战争年代，侵华日军在村里搜
查八路军时，爷爷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
军打掩护，想尽办法保护他们。

从戎意志坚，退休不褪色。父亲受
爷爷言传身教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从小
就立志参军，保家卫国。部队训练艰
苦，生产劳动辛苦，父亲依然保持着艰
苦奋斗的作风，听党安排，听党指挥。
春寒料峭，为了解决军需补给，父亲和
战士们进行水稻育秧工作，他们上身穿
着棉衣、下身光着腿，站在冰凉的水中
育秧。在水里时间长了，寒风一吹，腿
上裂开好多口子。裂口疼得厉害，第二
天还要早早起来，父亲从未抱怨。因表
现优异，父亲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并
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荣立两次三等
功，多次获得通令嘉奖和“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

退休后，父亲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
求，积极投身社区建设。他在社区做起
了义工，每天都要到小区巡逻，哪个楼道
的灯不亮了，哪层的玻璃坏了，哪户的建
筑垃圾乱扔乱放了，哪家的宠物狗没拴
狗绳了，都成了他“管理”的范围。有人

不理解，觉得他多管闲事，父亲却说：“虽
然我退休了，但是作为一名党员，我有义
务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

平时我去探望父亲，他还经常与我
讨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心得体会。父
亲对党坚定不移的信念深深激励着
我。今年已有 56 年党龄的父亲，获得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我上大学时，父亲就对我提出要

求，让我努力学习，积极向党组织靠
拢。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在大学期间加
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工作后，我时刻谨
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对自己高标准、严
要求，兢兢业业，先后从事过人事、财
务、办公室等工作，得到领导和同事们
的认可与好评。

2019年8月，我担任秦皇岛市河湖
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刚到岗，恰逢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需要马上部署相关活动事项。时
间紧迫，任务繁重。我向上级机关党委
的负责同志虚心请教，问清每一个细
节，回单位后加班加点学习，每项工作、
每次会议都仔细研究。

党建活动不知如何开展，就向先进
党支部书记请教；党建材料不知如何写，
就查找大量资料、范本，认真研读……担
任党支部书记以来，我成了每天最后下
班的人，同事们开玩笑地说我的办公室
是“长明灯”。在不断努力下，我们党支

部的党建考核工作逐年进步，现在已在
全系统所有支部中名列前茅。

除了做好党建工作，我还紧密结合
河湖长制的工作特点，加强党务与业务
的紧密结合，打造一个领导班子好、党
员队伍好、工作业绩好、工作机制好、群
众反映好的基层党组织。

夫妻同心齐上阵，爱岗敬业传家
风。我的丈夫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去
年 5 月，疫情形势严峻，上级要求初三
学生实行寄宿制管理。秦皇岛市的中
学实行走读制，没有符合住宿条件的学
校，我丈夫和同事走遍辖区内的学校，
进行调度，安排学生住宿、上课等事项。

今年春节前，大量秦皇岛籍学生因
为疫情原因滞留石家庄，很多家长心急
如焚，希望教育部门组织人员把学生接
回。统计人数，安排接送人员、车辆、交
通、食品等各项工作全部就绪后，丈夫
穿上防护服，到石家庄接学生回家。

我的儿子在好家风的熏陶下，从小
就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被评为秦
皇岛市美德少年。现在，他在衡水一中
读高中二年级，是学校国旗护卫队的升
旗手。

红色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让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
党走。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河湖长服务
中心）

我的母亲叫刘金鱼，她把“拥军、扶
贫、办教育”作为毕生追求，曾先后当选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被评为全国爱国拥
军模范、全国十大杰出母亲、全国双拥
先进工作者，战士们亲切地称她为“刘
妈妈”。

母亲始终秉承忠诚、至善、拼搏、奉
献的理念，一生勤劳，她的光辉事迹和

崇高人格如同一本教科书，深深影响着
后代子孙。

母亲出生在涉县西戌镇西戌村。
小时候，家里断了粮，母亲和大姨外出
逃荒要饭。山高路远，母亲饿得实在走
不动了，大姨就将她安顿在一个避风的
大石头后面再去讨饭。又困又饿的母
亲迷迷糊糊睡着了，这时，一只饿狼出
现！就在它要扑向母亲的时候，及时赶
来的八路军将母亲救下。

小时候，母亲经常给我们讲八路军
把她从狼嘴里救出来的故事。每每说
起这些，她的眼里都闪着泪花。怀着一
心报党恩的决心，母亲先后送我们弟兄
三人参了军。

1965年，大哥赵交元在县公路站上
班，他的工资成为当时家庭的主要经济
来源。但送子参军报国是母亲多年的
心愿，她想让大哥辞掉稳定的工作。当
时，大哥顾虑家里负担重，不太情愿。
母亲二话不说，风风火火地带上大哥到
县武装部报了名。母亲跟大哥说，不要
考虑家里的困难，要树立保家卫国的思

红色家风代代传 和谐家庭谱新篇
李多多

一颗红心永向党
赵海元

我叫李兰祥，是来自石家庄市赞皇
县的一名退伍老兵。我的父亲是赞皇
县最早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母亲也
曾是八路军救护队的一员，因为从小受
父母的影响，我6岁起就帮着父亲给游
击队传递消息，和母亲一起照顾伤员，
早早产生了参军干革命的想法。

革命胜利之后，我将不怕苦、不怕
累、认真踏实的作风带到工作中，谨记
父母的教诲，坚持多做好事、多帮助他
人。在退休后的日子里，我用手中的笔
记录历史，用文字让英雄事迹闪闪发
光，这也是我作为一名退伍老兵对革命
老区最深沉的爱的表达。

为寻找和采访老兵，赞皇县各个
村镇我都去过，刚开始是租车，后来
为了节省开支就骑自行车、坐客车、
搭车……有的老兵年纪稍微大一点，
一时记不太清楚当时的事情，需要来
回跑很多次才能确保资料的真实性
和客观性。

自 2007 年至今，我将搜集到的百
余名赞皇籍老兵的英雄事迹陆续辑印
成册，包括《美好的回忆》《山村的骄

傲》《赞皇老兵风云录》《新一代最可爱
的人——赞皇篇》等 8 册，每每有朋友
来访，我都会小心翼翼地从箱子里拿
出来一一给他们介绍。

他们都是赞皇的骄傲，即便采访的
过程很艰辛，但想到能够为后人留下更
多历史资料还是坚持了下来。十几年
来，我带着“为后人留下更多英雄资料”
的信念，奔赴全国 13 个省份实地采访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战争的老兵，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英雄的
记忆。这一路的坚持离不开部队对我
的教育，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和影响。

父母是子女最好的榜样。父母对
我的教诲，我也要教给我的孩子们。我
和爱人虽然工作都很忙，但凡事以身作
则，三个子女从小耳濡目染，独立自强，
现在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踏实地奋
斗着，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也是严加教
育。上初中的孙子从小养成了爱读书
的好习惯，是一名名副其实的革命英雄

“书迷”，是我记录的英雄故事的忠实读
者，现在不仅只是喜欢读，还能把故事
完整地讲出来，很是令我欣慰。

孩子们都很孝顺。十几年来，我先
后花去十余万元的退休工资，用在了搜
集整理赞皇籍老兵资料上，三个孩子不
仅理解，还很支持，特别是近几年，工作
之余抽时间轮流陪我去采访和搜集资
料。孩子们还说，和平年代，虽不能像
我和父亲那样投身战场，但能为红色革
命精神的传承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同样
感到非常骄傲、自豪。

“我们要缅怀他们的功绩，弘扬烈
士精神，让正能量在全社会广泛传播。”
这是《赞皇老兵风云录》前言中的一句
话，也是我坚持的信念。

如今，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就想着
继续加快脚步，抓紧时间获取更多英雄
故事的线索。闲暇之余，我也会种种蔬
菜、做做健身操，因为只有身体健康了，
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去做这项工作。作
为一名退伍老兵，我愿意将这项工作一
直坚持下去，希望后人能够更全面地了
解那些为我们的家乡作出过突出贡献
的英雄们。

（李兰祥系赞皇县人民法院退休干
部 于静工作单位：赞皇县委宣传部）

想，到部队去锻炼自己、提高本领，这样
才更有出息。在母亲的鼓励下，大哥打
消了顾虑，步入军营，在部队服役期间，
工作积极、好学上进，并且光荣地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69 年冬天，二哥赵贵元参军入
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肩负起保卫
人民、捍卫国家和平的神圣职责。

我是 1981 年冬季应征入伍的。当
时也是母亲鼓励我报名。我是工程兵，
主要任务是打坑道、盖房造屋、修路架
桥，工作环境和条件艰苦。在部队首长
和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我勤奋学习、
努力工作，多次立功受奖，并成为一名
共产党员。1993年，我调回邯郸市人武
战线工作，先后担任人民武装部长、政

委，先后带出两个省级先进武装部。
我们兄弟三人在军队这所“学校”

里的成长与进步，离不开母亲舍小家、
为大家、爱国拥军的博大情怀，也离不
开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

转眼间，母亲已经离开我们 7年多
了，我们弟兄三个和姐姐也都退休。但
我们始终不忘党组织的嘱托，牢记母亲
的教诲，努力做到退伍不褪色。

2014年，为把母亲的爱国拥军事业
弘扬好、传承好，经过上级批准，涉县刘
金鱼爱国拥军促进会成立。7年来，促
进会已发展会员 100多人，先后筹措资
金 40 多万元用于慰问部队官兵、离退
休老军人以及参与抢险救灾的广大民
兵预备役人员。促进会还义务培训退

役军人学习职业技术，先后帮助 50 多
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和自主创业。

学生开学、新兵入伍、学雷锋纪念
日等时间节点，是促进会最忙的时候。
今年，我们充分利用“爱国拥军模范刘
金鱼纪念馆”这个平台，向广大党员干
部、青少年和群众宣讲党的百年光辉历
史，讲述八路军 129师的抗战故事以及
母亲的爱国拥军模范事迹，累计宣讲已
达数十场，受众达上万人次。

党组织的培养，军队的磨练，母亲
的教诲，是我爱党报国的思想基础。人
老心不老，坚持一颗红心永向党，我将
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
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作者系邯郸市军休干部）

传英雄故事 承红色家风
口述/李兰祥 执笔/于静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武秉政就是忠
义的符号。因为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见
过他，听父母讲，爷爷是在抗日战争时
期为了营救乡亲们被日军残忍杀害的。

1943年，正值抗战艰难时期。农历
八月初九，驻守在原肥乡县东漳堡村岗
楼的日本侵略军扑进我村，见粮就抢、
见财就夺。乡亲们对此早有警惕，一有
风吹草动，就把粮食等重要物资隐藏起
来。敌人扑了空，气急败坏地抓走9名
青年。

大家焦急万分，中共地下党组织得
知情况后设法营救。我的大伯武会是
村里第一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他首先想
到爷爷，爷爷是党员，在乡亲中威信也
很高。大伯找到爷爷时，他正在地里干
农活，了解情况后，二话没说，撂下手中
的工具，直奔东漳堡村岗楼，要求对方
把他留下作人质，放 9 名青年回去，并
答应为他们筹粮筹款。敌人信以为真，

放回青年，第二天进村欲收粮收款，却
正中游击队埋伏，敌人狼狈逃回岗楼，
恼羞成怒，对爷爷严刑拷打，逼爷爷交
代地下党组织名单和民兵、游击队员名
单。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刑具都用
上了，爷爷仍守口如瓶、宁死不屈，敌人
无计可施，残忍地砍下了爷爷的头颅。

奶奶将痛苦和愤恨掩埋在心，毅然
将 4 个成年的儿子送去参军。我的父
亲和三个伯伯都继承了爷爷的遗志，发
扬不畏牺牲的精神，在战场上英勇杀
敌，在保护群众利益方面勇于担当，新
中国成立后回乡务农。大伯和三伯在
战争中受过重伤，但直到去世也从没向
党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1984年 10月，在我参军临行前，父
亲带我来到爷爷的墓碑前，再次讲述了
爷爷的壮举，激励我参军后要做好随时
牺牲的准备，要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
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

出来”，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一切。
在军队服役的 20 余年里，我时刻

不忘前辈教诲，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一
切任务。2004年，我响应号召转业到地
方工作，2006年至 2008年，我到张家口
市怀安县任省“四帮一”扶贫工作队队
长、挂职副县长，认真将党的扶贫政策
落实到工作中，访贫问苦，协调跑办
项目。

2017 年至 2020 年，在努力克服孩
子年龄小、妻子体弱多病等困难后，我
参加了对口援疆工作，赢得受援地干部
群众的广泛赞誉。在此期间，每年一到
暑假，我都会接上小学的儿子到新疆体
验生活，带他领略大美新疆。儿子告诉
我，他长大后也要像我一样支援边疆、
建设新疆，儿子的话让我感到很欣慰，
希望他健康成长，早日实现梦想。

（作者单位：河北省金融信息服务
中心）

忠义家风世代传
武章平

国 家 的 孩 子
口述/白玉宏 执笔/张伶科

“半生军旅，一生追求。”是我特别欣
赏的一句话，这句话不仅是很多军人的人
生写照，也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精神风貌。

我的父亲白克方就是一名经过血
与火考验的革命军人，也是一名战功赫
赫的英雄。父亲作为一名军人，用自己
对党的坚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人
民积极奉献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在
我人生的旅途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如
今，他已经92岁高龄，步履蹒跚，反应有
些迟钝，但依然是我心里那座巍峨的
高山。

父亲1946年参军，先后参加了解放
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3 年回国，腿
上有两处子弹贯穿伤，1955 年光荣退
役，为响应国家号召，父亲主动放弃政
府给予的工作安排，回到家乡务农。

“忠于职守，不怕苦累；冲锋在前，
为党争光。”这是父亲的座右铭，也是他
对我说得最多的话。父亲不善言谈，情
绪很少外露，可讲起自己的军旅生涯，
他总是很激动。小的时候，我清楚地记
得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是国
家的人，我的孩子也该属于国家。”

1981 年，刚满 18 周岁的我带着父
亲的殷殷嘱托参军入伍，成为“国家的
人”。在部队服役 13年，我一刻不忘父
亲的教导，坚持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多
次获得“优秀士兵”等荣誉。

军人的家风，严谨朴实；军人的风
貌，正直奉献。父亲影响着我，我同样
以军人的思想作风影响着儿子。2005
年，我的儿子白景辉年满 18周岁，我也
像我的父亲一样，将他送上了开往部队
的列车。

2013 年，儿子退役，与我安置在同
一家单位。我是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父
亲怕我搞特权照顾儿子，总是不厌其烦
地叮嘱我。“咱们都是退役军人、党员，
都是国家的人，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父亲听完我的话笑着如释重负。

“不能丢爷爷和爸爸的脸，不能丢军
人的脸、不能丢党员的脸、不能丢国家的
脸。”成长在军人家庭，不管在部队还是
地方，儿子都用一个军人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作为退役军人党员，我和儿子第一时间
提交请战书，去到防控一线值守。在疫
情防控的紧张时刻，耄耋之年的父亲如
同在战场上听到冲锋的号角般，虽有些
颤颤巍巍，但仍以一个老兵的战斗姿
态，义不容辞加入到抗疫志愿者队伍。

负责向群众宣传科学防疫的父亲
由于年老体衰，几天后还是累倒了。我
想在床前尽孝，他一直撵我走：“家里不
用你操心，一线需要你，快到一线去！”
这像极了战场上常见的场景，受伤的战
士向战友呼喊：“不要管我，消灭敌人！”
我想，在昔日残酷的战斗中，我的老父
亲也是这样呼喊的吧。

我带着父亲的期望回到抗疫一线，
和儿子一起投入到战斗中。军人的基
因，战士的风骨，就这样在我们一家三
代人身上传承。

（白玉宏工作单位：河北恒泰集团
有限公司 张伶科工作单位：磁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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