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渤海军区教导旅最小的战士刘忠玉，现在已
经是 88 岁的老人，他和老伴经常为青少年讲述红
色故事。

●兵团二代马麟讲述老一辈
的垦荒故事。

●惠民籍老兵苏玉山已经四代人扎根新疆。

●老兵郭俊泮（右）向记者讲述兵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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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党给了我幸福的生活，我
要 一 辈 子 听 党 话 ，一 辈 子 跟 党
走。”——原渤海军区教导旅老战
士战书和；
    “戈壁荒原什么都缺，唯独不
缺精神、不缺意志。”——原渤海
军区教导旅老战士苏玉山；
    “为什么我们的《国歌》里有
一句歌词: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
们新的长城。现在的年轻人根本
不懂里面真正的含义。为了新中
国的解放，多少革命先烈用血肉
筑成了长城。很多战士明明知道
要牺牲，但为了掩护自己的战友，
毫不犹豫地冲在前面，而后面的
战士就是踏着战友的血肉向前冲
锋的。”——原渤海军区教导旅老
战士刘忠玉；
    “那是战士对党的忠诚、对祖
国的热爱。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吃都吃不饱，什么力量？就是信
仰、很淳朴的一种信仰，我来到了
边疆，我就保卫边疆。”——原步
兵六师（前身为渤海军区教导旅）
老战士马英杰之子马麟；
    ……
    这是记者在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二师采访时，记录下的部分
内容。
    在采访中，有一个疑问一直
萦绕在记者的脑子里:为什么一支
由纯粹的翻身农民组织起来的军
队——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能够
在短短的两年内便完成了由翻身
农民到合格军人、由不会打仗到
英勇善战、由非主力部队到主力
部队的惊人变化？为什么他们能
够扎根新疆戈壁大漠，铸剑为犁，
创出屯垦戍边的新传奇？
    这些话语就是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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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
渤海军区教导旅纪念
馆 里 ，有 一 张 戴 着 钢
盔、端着长枪站岗的军
人照片，下面写着：栗
政通。右边是他写给
妹妹的一封信。
    讲 解 员 刘 恋 说 ：

“这里，我想给大家讲
述一下六师十八团一
营营长栗政通的故事。
这事发生在陕中战役
期间。大家可能对栗
政通不清楚，他就是栗
战书的亲叔叔。”
    栗政通出生于河
北省平山县的革命家
庭，14 岁就参加了八路
军，先后亲历了百团大
战、延安保卫战，南泥
湾大生产运动和南征
北返。在革命战争年

代，栗政通经常给家里写“战地家
书”。
    “牺牲前，他将自己的一张照
片寄给家人，并在照片后附言：

‘这是我寸心的表白，当我为人民

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让这张
被战争锻炼成的肖像，随着你们
漂泊吧！’”刘恋饱含深情地说。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两个多月，1949 年 6 月 12
日，26 岁的栗政通在人民解放军
与胡马的西北大决战中流尽了最
后一滴血。
    他牺牲前对政治干事花玉春
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告诉李教
导员，我不行了，叫他好好领导，
完成光荣的任务。我牺牲了不要
紧，中国还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
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一年之后，他的侄子出生了。
为了纪念亲人，栗家便给这个刚
出生的男孩取名叫“战书”。
    荔镇遭遇战，为保证西北野
战军总部安全转移，旅长张仲瀚
命令十八团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阵
地，并坚守住。十八团顶住敌人
的轮番进攻，没有后退一步。独
六旅付出沉重代价，团长陈国林
牺牲了，有个连队只剩下 18 个
人。
    正在山西养伤的二纵司令员
王震赞扬张仲瀚“临危受命，顾全

大局，是个好同志”。这也是对独
六旅的褒奖。
    在壶梯山战斗中，战士韩德
荣的肠子被炸出来了。他盘肠作
战炸毁了敌人的工事。当担架队
把韩德荣放在担架上，他的军装
和两手都沾满了殷红的血。
    他的面色苍白，但是当他看
见十六团团长刘克明时，兴奋地
叫道：“团长，团长，刚才……刚才
教导员已宣布我是共产……党员
了!”他眼里闪烁着胜利、幸福的
光芒。后来，韩德荣因重伤壮烈
牺牲。
    部队的成长壮大离不开党的
领导。在教导旅成立的同时，中
共渤海军区教导旅委员会随即成
立。党组织的建立健全，保证了
党在军队的领导核心地位，使部
队形成了高度的凝聚力、向心力
和坚强的战斗力。
    针对农村新兵没有受过严格
的组织纪律教育和培训，自由散
漫惯了的问题，教导旅抽调部队
骨干白天搞训练，晚上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号召新兵学习文化、向
战斗英雄学习活动。经过几个月
的训练，部队军政素质明显提高，

很快完成了由农民到革命战士的
飞跃。
    后来在每次战役间隙，部队
都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整训和军
事训练。如运安战役后开展了以

“诉苦”“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
作风）”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西府陇东战役后开展了“评斗志、
评智慧、评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政
治整训和以总结实战经验、练战
术、练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整
训等。
    通过整训，广大官兵的思想、
作风、纪律和军事素质进一步提
高，“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
信念更加坚定。
    从渤海军区教导旅成立到西
进新疆，这群渤海子弟兵心中始
终怀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
席”的坚定信念。
    正是有了这种信念，八千多
渤海子弟兵踏上西征路，历经十
大战役、四十多场艰苦战斗，歼敌
2.78万人……
    正是有了这种信念，渤海子
弟兵出发时的八千人，折损约三
分之二，在艰难困苦中竟然没有
一个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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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军人个个要
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这是解放军战
士人人都会唱的一首
歌，也是渤海子弟兵最
爱唱的一首歌。
    部队上“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要求很严，
一进老乡家院子，要先
扫院子，贴封条。老百
姓家的厨柜上都要贴
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的标语。90 岁的阳信
籍老战士孙金沂说，有
一次他和战友借住在
老乡家里。由于走得
急，他的书包把炕头的

油灯扫落到地上。当时没注意，
走出十几里地，班长发现他的包
上有油渍。这才想起可能把油灯
打落地了。班长从司务员那里要
了些油，带着他又返回老乡家，还
给老乡。这件事让他永生难忘。
    1949 年 7 月 12 日上午，火辣
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队伍已到
达目的地眉县。在眉县城南一块
杏树林旁，十六团团长刘克明命
令部队休息，要求一棵杏树下面
休息一个班，不能吃一颗杏子。
    杏林的主人王大伯从看守杏
树的棚里拿出一个篮子，挑选又
大又黄的杏子摘了一篮子，提到
战士们跟前。战士们一一回绝，
异口同声地说：“谢谢你！王大

伯。”王大伯来到刘团长跟前，拉
着刘团长的手说：“解放军真是人
民的子弟兵!”刘团长回答道：“解
放军是咱老百姓的军队，是为穷
人打天下，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你
留着自己去卖吧！”
    同村张大爷家的杏林在村西
的小路旁。前几天，国民党的军
队路过时一扫而空，一颗杏子都
没留。张大爷上前与他们论理
时，一位国民党军官拔出手枪打
死了张大爷。
    这一段故事是渤海军区教导
旅的宁津籍女兵李清芬在回忆文
章中记录的。
    90 岁的宁津籍老战士郭俊
泮深有感触地说：“国民党有先进

的飞机大炮，而我们却连一辆汽
车都没有，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打
败国民党？就是因为部队纪律严
明，备受当地百姓的拥戴，是人心
所向！而国民党纪律涣散，人心
背离，最后只能节节败退。”
    在阳信县商店镇老观王庄渤
海军区教导旅成立旧址展馆的墙
上张贴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和“三个不走”的标语。这支由渤
海区翻身农民组成的部队，野外
大练兵，行军跋涉万里，秋毫无
犯，纪律严明。渤海军区教导旅
所到之处，严格执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坚持“三个不走”，密
切了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展示
了革命军队的廉洁纪律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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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雪罩祁连，乌
云 盖 山 巅 ，草 原 秋 风
狂，凯歌进新疆。”1949
年 10 月，解放军战士唱
着雄壮的战歌，浩浩荡
荡挺进新疆。
    “你们现在可以把
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
拿 起 生 产 建 设 的 武
器。”1952 年 2 月，毛主
席对新疆 10 多万官兵
发布就地转业命令。
    在战场上，他们听
党指挥，着眼大局，牺
牲自我。入疆之前，这
些万里西征的渤海子
弟兵虽然人心思归，但
是又一次听党指挥，服
从国家大局需要，义无
反顾进军新疆，一手持
镐，一手拿枪，屯垦戍
边。他们也有了一个

新的称呼——兵团人。
    96岁的惠民籍老战士苏玉山
参加了“十八团渠”开挖工程。苏
玉山说，当时劳动工具很简单，只
有十字镐、铁锨、坎土曼以及用红
柳条编织的抬耙和挑筐，条件很
艰苦，但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硬
是一段一段“啃”出来了。
    “戈壁荒原什么都缺，唯独不
缺精神、不缺意志。”苏玉山说。
戈壁沙砾硬，指战员们的意志更
硬。用十字镐一点一点地“啃”,
手磨破了，皮肤皴裂了，大渠一点
一点挖开了。
    马麟的父亲马英杰是从甘肃
入伍的。他的父母经历了那个艰
苦的年代。作为兵团二代的他，
时常抚摸、回味那段历史。
    他说：“有时候放学了，我们
就找父母去，就看到那种劳动场
景，印象太深刻了。每个战士一

天平均开荒 3 亩半。每天两头不
见太阳。早上太阳还没出来就下
地，中午就在地里吃饭，吃着饭有
时候就睡着了，拿着个石头在啃。
手上打满了血泡，最后全是老茧，
没血泡了。我感悟到这就是一种
信仰，那是战士对党的忠诚、对祖
国的热爱。”
    退休后，马麟承担起了整理
二十一团团史资料的工作。他
说，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兵团历史，
让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一代一代传
下去。
    老战士李明堂的儿子李拥军
说：“我父亲这代人是无私奉献，
把自己的生命和鲜血都献给了祖
国。他们无怨无悔，没有考虑到
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以后，自己
能得到什么补偿，只想到国家。
这是对我一生最大的震撼。”
    一把坎土曼、一个红柳筐，两
头不见太阳的干，我们的渤海子
弟兵硬是在这戈壁荒滩上，一下
一下“翻”出了一座新城。
    郭俊泮说：“我现在有时候非
常难过。跟我一块当兵的，他们
现在都不在了，这么好的生活就
没赶上……”想到牺牲的战友，他
禁不住哭泣起来。
    郭俊泮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
儿也是在兵团工作。前一段时
间，他的儿子开车带着他和老伴
到二师铁门关市游览。看到美丽
的城市风景，他自豪地说：“我们
兵团人就是能干！”
    老战士苏玉山一家三代 12
人在兵团工作。他的
儿子苏学利一参加
工 作 就 分 到 了
父 亲 的 连 队 。
他说：“父亲对
我 说 你 不 能 给
我 丢 脸 。 我 带

头下到洞里挖风化煤，一担子 90
多公斤，都是用双肩挑上来的，不
是第一就是第二。那年我才 18
岁。我是连长的儿子，我得给老
爹争气，不能丢脸是不是。”
    以后，苏学利参了军，一直以
父亲为榜样，第二年就入了党。
后来，他在公安系统退休。如今
他的女儿接过了接力棒，在二师
的一家农机公司工作，继续为兵
团建设作贡献。
    当年渤海军区教导旅最小的
战士刘忠玉，现在已经是 88 岁的
老人。他说：“啥叫兵团精神，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对不对，这就是兵团精
神。哪里艰苦哪里去，哪里艰苦
哪当家。我们这一代人是献了青
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现
在我的孙子孙女仍在屯垦戍边。”
    当记者问这些老兵：“您后悔
来新疆吗？”
    “不后悔，当兵的就得服从命
令！”他们的回答出奇的一致。
    这些出生在渤海湾的优秀渤
海子弟，在天山脚下荒无人烟的
茫茫戈壁滩上，一手拿镐，一手拿
枪，垦荒种地、开渠引水、兴业安
家。他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
了终身献子孙，用艰辛的付出和
无私的奉献换来了新疆的发展和
繁荣。
    （图片资料来自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二师渤海军区教导旅纪
念馆）

●1948年11月，特等战斗英雄在郃阳合影。

●栗政通和他的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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