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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 年 4 月开始，有关外军违反两国协议协定，抵边越线搭建便

桥、修建道路，频繁在边境越线争控，6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

悍然越线挑衅。在前出交涉和激烈斗争中，团长祁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营

长陈红军、战士陈祥榕突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英勇牺牲。战士肖思远，突围

后义无反顾返回营救战友，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战士王焯冉，在渡河前出支援

途中，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2021 年 2 月，中

央军委追授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营长陈红军“卫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给陈祥榕、

肖思远、王焯冉追记一等功。

千里热血边关，遍地英雄屹立！面对敌方的肆意挑衅，驻扎在昆仑边陲的英

雄战士们第一时间坚决回击，用热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尊严。正

是一代又一代的边防官兵们用誓死忠诚和无悔奉献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年代，他们

用实际行动向祖国和人民诠释了卫国戍边的神圣使命和解放军战士的优秀品质。

近日，国内对中印边境冲突的具体细节和 5位战士们的英雄事迹作了公开报道，

消息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发巨大关注，令无数网友为之动容。

然而，就在公众集体缅怀的同时，少数不良网民为博眼球和刷流量，在社交

媒体上公然发布恶意诋毁言论，试图攻击和抹黑英雄形象，这种罔顾事实的虚假

信息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接到举报后，各方迅速行动进行处理，并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对造谣者作了严肃处理，及时地维护了英雄名誉狠狠地打击了寻衅滋事

者。本期学习材料集中整理了《解放军报》、《学习强国》、人民网等权威媒体刊

发的相关报道和文章，望各学院、各部门认真组织开展学习工作，并做好相关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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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屹立喀喇昆仑
——走近新时代卫国戍边的英雄官兵

【题记】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我用生命捍卫守候

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

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

——高原边防官兵喜爱的一首歌

喀喇昆仑高原，横亘西部边境。

立春过后，大江南北暖意渐浓，高原深处的加勒万河谷依然严寒彻骨，大河

冰封，群山耸立。

这里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守卫和平安宁的一线。来自天南海北的一茬茬

官兵，扎进茫茫群山，挺立冰峰雪谷，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

2020 年 4 月以来，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在加勒万河谷地区抵

边越线修建道路、桥梁等设施，蓄意挑起事端，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

甚至暴力攻击我前往现地交涉的官兵。

面对外方的非法侵权挑衅行径，我边防官兵保持克制忍让，尽最大诚意维护

两国关系大局和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边防官兵对暴力行径

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大胜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官兵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展现出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涌现出某边防团团长祁发宝、某机步营营长陈红军和

战士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等先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昂

扬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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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授予祁发宝“卫国戍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追授陈红军“卫国戍

边英雄”荣誉称号，给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追记一等功。

雪山回荡英雄气，风雪边关写忠诚。

“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万千官兵发扬喀喇昆仑精神，

克服极度高寒缺氧，守边护边、不怕牺牲，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战位上。

巍巍喀喇昆仑，座座雪峰耸峙。

千里热血边关，遍地英雄屹立。

宁洒热血 不失寸土

“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

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

——陈祥榕对一次战斗的记录

英雄勇敢无畏，只因责任在肩。一线官兵常说，我们身后就是祖国，当国家

受到侵犯时，唯一的选择就是冲锋向前。

清晨，当哨声响彻营房，班长李确祥又想起了一笑就露出两颗小虎牙的陈祥

榕，想起了那个新兵的第一次冲锋。

那是 2020 年 5 月初，外军越线寻衅滋事，李确祥和陈祥榕等紧急前出处置。

李确祥问年轻的战友：“要上一线了，你怕不怕？”陈祥榕回答：“使命所系、

义不容辞！”

他们赶到前沿后与对手殊死搏斗，坚决逼退越线人员。陈祥榕在日记中自豪

地写道：“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

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面对严峻斗争考验，一线官兵越是艰险

越向前，生死关头更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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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越线搭设帐篷。按照处理

边境事件的惯例和双方之前达成的约定，团长祁发宝本着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

仅带几名官兵，蹚过齐腰深的河水前出交涉。

交涉过程中，对方无视我方诚意，早有预谋地潜藏、调动大量兵力，企图凭

借人多势众迫使我方退让。

“他们的人陆续从山崖后冒出来，黑压压挤满了河滩……”参谋陈鸿宇回忆

说，“我们人虽少，可拼了命也不能退呀！”

祁发宝张开双臂挡在外军面前，大声呵斥：“你们破坏共识，要承担一切后

果！”同时组织官兵占据有利地形。

官兵们组成战斗队形，与数倍于己的外军对峙。对方用钢管、棍棒、石块发

起攻击。祁发宝成为重点攻击目标，头部遭到重创。

见此情景，陈红军带人立即突入重围营救团长，陈祥榕作为盾牌手战斗在最

前面，摄像取证的肖思远也冲到前沿投入战斗。

增援队伍及时赶到，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取得重大胜利，外军溃不成军、

抱头逃窜，丢下大量越线和伤亡人员，付出了惨重代价。

军医韩子伟记得，祁发宝被救出后，左前额骨破裂，有一道十几厘米长的口

子。包扎伤口时，“他一把扯掉头上的绷带，还想起身往前冲，那是他最后一丝

力气，随后又晕倒了”。

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毫不畏惧、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王焯冉在渡

河前出支援途中，为救助战友牺牲。

祖国山河终无恙，守边护边志更坚。

那场战斗后，“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被很多官兵自发写在了头盔

里、衣服上，刻印在青春的胸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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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战斗后，陈祥榕所在连队斗志更加旺盛，服役期满的士官 100%主动留

队，所在团义务兵踊跃申请选取士官继续战斗。

那场战斗后，王焯冉所在团 18 名女兵 3次请战，她们在请战书中写道：“愿

同男兵一样英勇战斗，甚至流血牺牲！”

捍卫着英雄誓死捍卫的国土，肩负着英雄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股“学英雄、

当英雄”的热潮涌动喀喇昆仑高原。

如今，加勒万河谷的前哨上，官兵们时刻高度戒备，牢牢扼守河口；风雪飞

扬的驻训场，官兵们驾驶新型战车精训苦练，随时准备迎敌亮剑；新型保温营房

内，官兵们齐装满员、战斗生活物资充足，做好了长期斗争准备，纷纷表示——

我已严阵以待，犯我者必遭迎头痛击！

赤胆忠诚 皆为祖国

“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国的领土。”

——摘自肖思远的战地日记

春节前夕，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又一批新战士，走进喀喇昆仑腹地的军营，

准备在新训后奔赴高原边防一线。

有人说，选择这片高原，是既需要理想、更需要勇气的。天下有那么多的好

地方，一颗颗年轻的心却偏偏选择了边关——

1997 年，高中毕业的祁发宝报名参军，带着新兵营“军事课目考试第一名”

的成绩向组织申请：到高原去、到斗争一线去。

2009 年，陈红军从地方大学毕业，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听说要

征兵就临时“变卦”了，最终走进火热军营。

2016 年后，年轻的肖思远、王焯冉、陈祥榕也相继走上边关。一年年来，

无数与他们一样的青年做出同样的选择。

走上高原是因为理想，留在高原则考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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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首先要战胜的，是无法摆脱的高寒缺氧，满目的荒漠冰川，漫长的冬季

封山，以及由此形成的遥远而荒凉时空……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必须时刻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挫败一切侵犯

中国领土的图谋。

官兵说，风与雪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就像一个超级过滤器，足以滤去你心

中所有的浮华，最后只剩下对这片土地清澈的爱。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 18 岁的陈祥榕写下的战斗口号。班长孙涛

问他：“你一个‘00 后’的新兵，口号这么‘大’？”

“班长，这跟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他坚定地说。

这种爱，无关年龄，都是一份“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勇敢担当——

“头顶烈日乐为祖国守边防、手扶蓝天甘为人民作贡献。”祁发宝勘察天文

点前哨，默念着老营房上的这句标语感慨不已：“老前辈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

都能坚守边防一线，现在我们更应该担起责任，把边防守好。”

肖思远牺牲后，战友们整理遗物时，看见他在一篇战地日记中写道：“走在

喀喇昆仑，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国的领土，无比自

豪！”

这种爱，无关年龄，都是一腔“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赤胆忠诚——

陈红军所在营官兵聊起营长时说：“他最喜欢的，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在一本书中，他特意标注了一段话：“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

位上建功立业。”

走上斗争一线前，王焯冉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说：“这个时候递

交入党申请书，就是希望组织能在任务中考察自己，在斗争一线考察自己。”

边防斗争中，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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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将士如斯，万里边关如铁。“为人民戍边、为祖国守防”成为一代代边

防官兵赓续传承的血脉信念。

今天，坚守着无数边防军人用生命筑起的精神高地，祁发宝所在团有 5任团

长仍然并肩奋战边防斗争一线。

今天，读着身边团长、营长、班长的英雄故事，新一代喀喇昆仑卫士茁壮成

长。

官兵一致 生死与共

“对峙时干部站前头、战士站后头，吃饭时战士不打满、干部不端碗，野

营时战士睡里头、干部睡风口。”

——祁发宝所在团不成文的“规定”

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原，“进藏先遣英雄连”连旗迎风招展。连旗下，全连

官兵庄严宣誓：向王焯冉烈士学习，发扬“先遣精神”，坚决完成边防斗争任务……

1950 年，先遣连 130 多名官兵在党支部书记李狄三带领下，以牺牲 63 人的

悲壮，将五星红旗插上藏北高原。

当年，李狄三病情严重时，恳请党支部不要再给他用药，把最后一支盘尼西

林留给其他战友……70 年后，面对滔滔激流时，23 岁的王焯冉同样选择了把生

的希望留给战友。

那天，王焯冉和战友马命等连夜渡河增援一线，第 4次蹚河时有人被激流冲

散，王焯冉和马命拼尽全力将 3名战友推上岸，自己却被冻得几乎失去知觉。

突然，王焯冉一只脚被卡在了水下巨石缝中。危急时刻，他将马命猛地推向

岸边：“你先上，如果我死了，照顾好我老娘！”马命获救了，王焯冉则永远倒

在了刺骨的激流中。

一个英雄的集体，必然是团结的集体。回顾那晚的战斗，官兵们含泪讲述着

一个又一个生死与共、舍命相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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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祁发宝受到攻击重伤倒地，营长陈红军当即带着官兵，冲进“石头雨”、

“棍棒阵”营救团长。

听到有人喊“营长连长被围攻了”，陈祥榕迎着对手冲去，用身体和被砸坏

的盾牌护住营长连长。

发现还有战友被围攻，肖思远再次冲向前去，拼死营救战友，用身体为战友

遮挡石块、棍棒的攻击。

“团长顶在最前面阻挡外军，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长救战士。”回

顾那场战斗，一名指挥员动情地说，我官兵上下同欲、生死相依是这次战斗以少

胜多的关键所在。

边防斗争中，各级指挥员与官兵同住地窝子、同爬执勤点、同吃大锅菜、同

站深夜哨、同背给养物资，平时铆在一线、战时带头冲锋，凝聚起以命相托的生

死情谊和团结战斗的强大力量。

祁发宝所在团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对峙时干部站前头、战士站

后头，吃饭时战士不打满、干部不端碗，野营时战士睡里头、干部睡风口。”

战士张明最难忘那次渡河——

巡逻途中路过一条冰河，祁发宝带头跳下水探路，张明和几名战士也准备直

接蹚河，却被团长叫住了：“水很凉，我背你们！”本已过河的祁发宝蹚水回来，

把张明背起来一步一晃往前走……

战士夏良最难忘那次宿营——

河谷深处寒风凛冽，陈红军带着官兵巡逻到达指定点位，宿营地遍地碎石。

夜里，义务兵及有高原反应的官兵住进了运输车大厢，陈红军则带着干部骨干在

空地上支起帐篷打地铺……

平时甘苦与共，战时生死与共。



8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战士王钰发现陈红军等人牺牲现场。他看到，一名战

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

这名战士，正是陈祥榕——陈红军平时关爱最多的“娃娃”之一。

以身许国 青春无悔

“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他就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身上肩负的是军

人的天职，所以我也很为他感到骄傲。”

——姐姐眼中的陈祥榕

刚刚过去的冬天里，一封家信在高原广泛流传，激励官兵战风斗雪、坚守一

线——

“奶奶，这么长时间里我最牵挂的就是您，孙子这些年一直想好好让您享福，

可是我却一直不在家……

爸妈，儿子不孝，可能没法给你们养老送终了。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还给你

们当儿子，好好报答你们。”

这封家信是王焯冉执行任务前写下的。字里行间，战士的家国情怀催人泪下，

边防斗争的严峻考验也跃然纸上。

对此，祁发宝也深有体会。20 多年的戍边岁月中，他先后 40 多次遭遇暴风

雪和泥石流，13 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孩子刚出生，祁发宝就匆匆归队，妻子生病时他总是不在，父亲去世时他因

执行任务未能及时赶回……

丈夫身许国，私恩邈难顾。一名老边防深情地说，戍守高原的军人不是不顾

家，而是每当走上边防一线，身后就是整个国家；不是不会爱，而是没有足够的

时间去爱。

正是渴望爱情的年龄，肖思远的钱包里珍藏着一张漂亮女孩的照片。牺牲当

天，他还憧憬着未来：“她支持我在部队长干，我想娶她，给她做一辈子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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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4个多月就要当爸爸了，陈红军身在一线仍想方设法托后方的战友，提

醒妻子按时产检。他答应妻子，等到退役后“就一起带孩子、做饭、钓鱼”……

然而，他们都失约了。时光之舟桨橹轻摇、驶向未来，他们的爱，永远凝滞

在了彼岸。

几个月过去了，陈祥榕的姐姐依然对弟弟思念无尽。她坚强地说：“当弟弟

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他就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身上肩负的是军人的天职，

所以我也很为他感到骄傲。”

肖思远牺牲后，16 岁的弟弟时常梦见哥哥端着枪威武的样子。他下定决心：

到了 18 岁，接替哥哥入伍，把哥哥的精神传下去！

2020 年 10 月 25 日，陈红军的儿子出生了。那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纪念日，陈红军妻子的爷爷是一名志愿军老战士，她相信这是冥冥之

中的血脉传承。她坚强地说：“我要把孩子好好养大，让他成为像爸爸那样的人。”

英雄从未走远，精神薪火相传。气温低至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高原上，一个

个年轻的胸膛里热血澎湃——

在一线，官兵叫响“缺氧不缺精神、山高斗志更高”的口号，纷纷递交请战

书要求上战场。

在一线，很多官兵主动推迟婚期、放弃休假，把执行边防斗争任务当成一辈

子最为自豪的经历。

战斗热情在一线高涨，关怀温暖也向一线汇聚。在各级共同努力下，任务部

队住进了保温营房，看上了卫星电视，穿上了防寒被装，打上了亲情电话，吃上

了新鲜蔬菜水果……官兵们卫国戍边豪气充盈、斗志昂扬。

春节期间，华夏大地万家团圆、一片祥和；高原官兵枕戈待旦、高度戒备。

见证着英雄官兵赤胆忠诚的加勒万河谷，山河如故、平静安宁。一块崖壁上，八

个大字遒劲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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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刚任团长不久的祁发宝带领战士们刻下的铮铮誓言，也是新时代英雄官

兵捍卫祖国领土、不负先辈荣光的庄严宣示——

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解放军报》2021 年 2 月 19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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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祥榕：“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张文奎

2021 年 2 月 19 日，《解放军报》发表长篇通讯《英雄屹立喀喇昆仑》，文章

首次披露 2020 年 6 月份中印边境对峙事件详细过程。中央军委授予祁发宝“卫

国戍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追授陈红军“卫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给陈祥榕、

肖思远、王焯冉追记一等功。烈士陈祥榕家乡在宁德屏南，18 岁入伍时便写下

值得我们此生铭记的战斗口号——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烈士陈祥榕（图自央视军事）

初春的屏南，草木复苏，但我们心情却无比的沉痛。这里是一生秉忠报国的

清代名将甘国宝故里，素有“红旗不倒县”之称的老区县，也是陈祥榕的家乡。

这里的人们崇文尚武，曾经走出了一批批忠肝义胆的闽东儿女，也书写了一

段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往事。时光流转、初心不改，“00”后陈祥榕用自己的鲜血

和生命，续写着“闽东之光”。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尽管家境不好，在所有亲朋好友眼里，陈祥榕从

小就是对家负责，乐观坚强孝顺的孩子。小时候跟小朋友玩，游戏时手被玻璃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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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深的一道伤疤，缝了十几针都没有打麻药，就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完全没有

哭出声音。

姐姐陈巧钗说：“陈祥榕从小因为有习惯性流鼻血，每次流血一滩一滩的，

还安慰周边的人不要怕，只是习惯性流鼻血，非常勇敢。”

陈祥榕 13 岁那年，爸爸不幸得了淋巴癌，母亲在海南要打理芒果园补贴家

用，姐姐上大学，陈祥榕留守照顾爸爸。“因为癌症，爸爸晚上会腿疼，都是弟

弟整夜给爸爸按摩，才 13 岁的孩子，真的非常懂事。”陈巧钗哽咽着说道。

第二年上初中，爸爸从医院转回家里疗养，因为中学离家远，陈祥榕要骑自

行车上学，一次不小心把手摔断了，他怕父母担心，回家就没去爸爸房间照看，

回来说自己困回房间睡觉，因为妈妈要照顾爸爸，就顾及不上陈祥榕。

“第二天整个手都肿起来了，他说爸爸生病了，不想再给家人添麻烦。打完

石膏后还笑着说没事。”陈巧钗说。

在初一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他认为自己是家里的唯一男孩，要给奶奶、妈

妈和姐姐担起责任。“他对奶奶非常的孝顺，从来没有发过脾气，语气就没有重

过。还有一个小两岁的堂弟，玩具什么都是让给弟弟。他在我面前也常常玩笑自

己是‘哥哥’。”陈巧钗说。

陈祥榕将对家人的爱，也带给了同学、朋友。有一年，他班上班长被无牌无

证车辆撞伤，陈祥榕知道后，在自己家里经济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将自己零花

钱捐了出来，还到广场上帮同学募捐。

陈祥榕受堂姐的影响，打算去当兵。为了过体能测试，每天早上 5点钟就起

床，沿着公路跑步，靠着自己的努力顺利入伍。“弟弟那时候的眼里有光。”陈巧

钗说。

2019 年，陈祥榕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他对小叔陈臻宝说，要去就去最艰

苦的地方，要到前线去。当得知在新疆的部队能够上前线，他便动了去新疆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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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从福建到新疆，千里迢迢，山高路远，家人都舍不得他去那么远的地方当兵。

只有陈祥榕自己在较劲儿，便跟小叔说，“苦怕什么，去部队不吃苦难道还要享

福？”

陈祥榕的初中班主任陈臻苏，如今还清晰记得祥榕入伍前来找他的样子：“他

很开心的来告诉我要去当兵了，而且是说边防兵。他说我要上前线，很自豪……”

入伍前夕，整个家族给陈祥榕饯行，妈妈还带着他回老家看了外公。在回县

城的路上，妈妈叮嘱陈祥榕：“要守纪律，刻苦训练。再苦也不能当逃兵，不能

给屏南人丢脸。”“死也要死在边疆上。”陈祥榕斩钉截铁地回答。

家国两相依。2019 年 9 月，陈祥榕将这份对家的热爱带到了军旅中，将赤

诚镌刻在了喀喇昆仑。

“陈祥榕入伍后的第一个月就寄钱给奶奶。他在部队也很守规矩，从来不向

我们透露过半点部队的事情，只是告诉我们一切都好。他常常微信转钱给我，说

给妈妈奶奶买好吃的。内蒙古的战友给他寄的牛肉干也寄给我。看到军报的长篇

通讯后，我才知道是如此的艰苦，我为弟弟骄傲，也为他的战友们骄傲，为所有

的戍边英雄们骄傲。”陈巧钗说。

《解放军报》这样写道：清晨，当哨声响彻营房，班长李确祥又想起了一笑

就露出两颗小虎牙的陈祥榕，想起了那个新兵的第一次冲锋。那是 2020 年 5 月

初，外军越线寻衅滋事，李确祥和陈祥榕等紧急前出处置。李确祥问年轻的战友：

“要上一线了，你怕不怕？”陈祥榕回答：“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他们赶到前沿后与对手殊死搏斗，坚决逼退越线人员。陈祥榕在日记中自豪

地写道：“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

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 18 岁的陈祥榕写下的战斗口号。班长孙涛问

他：“你一个‘00 后’的新兵，口号这么‘大’？”“班长，这跟年龄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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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他坚定地说。而他也的确做到了。

2020 年 6 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非法越线、率先挑衅、暴

力攻击中方前出交涉人员，蓄意制造了加勒万河谷冲突。

宁洒热血，不失寸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边防官兵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

回击，陈祥榕作为盾牌手战斗在最前面，毫不畏惧、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有人发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

长的姿势。这名战士，正是陈祥榕。

几个月过去了，陈祥榕的姐姐依然对弟弟思念无尽。她坚强地说：“当弟弟

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他就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身上肩负的是军人的天职，

所以我也很为他感到骄傲。弟弟牺牲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

雪域高原捍疆土，红色热土育英才。2020 年 6 月 30 日，陈祥榕烈士骨灰运

回屏南家乡，在这片红土地上，“新四军三支六团”遗址依然矗立，北上抗日纪

念碑熠熠生辉，中共闽东特委驻地历久弥坚，陈祥榕的英雄魂也将在此永垂不朽。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高祖的千

古担忧，我们在新时代千千万万的陈祥榕身上找到放心的答案。惟愿山河锦绣、

国泰民安！

《闽东日报》2021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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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好男儿——“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

雪山回荡英雄气，风雪边关写忠诚。日前，中央军委对守卫祖国西部边陲的

5名官兵进行表彰，授予祁发宝“卫国戍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追授陈红军

“卫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给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追记一等功。

其中，陈红军系陇南两当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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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洒热血，不失寸土！危急时刻，陈红军突出重围冲进“石头雨”“棍棒

阵”营救团长

陈红军，男，汉族，1987 年 3 月出生，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人，2009 年 6

月从西北师大应征入伍，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牺牲前为某边防机步营营长。

父亲母亲均为农民，年过 60，在两当县城关镇居住。

2009 年，攻读完心理学专业的陈红军，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听

说要征兵就临时“变卦”了，最终走进火热军营。

有人说，选择这片高原，是既需要理想、更需要勇气的。天下有那么多的好

地方，一颗颗年轻的心却偏偏选择了边关——

陈红军首先要战胜的，是无法摆脱的高寒缺氧，满目的荒漠冰川，漫长的冬

季封山，以及由此形成的遥远而荒凉时空……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陈红军和戍边官兵们必须时刻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

挫败一切侵犯中国领土的图谋。

陈红军所在营官兵聊起营长时说：“他最喜欢的，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在一本书中，他特意标注了一段话：“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

位上建功立业。”

战士夏良最难忘那次宿营，他说——

河谷深处寒风凛冽，陈红军带着官兵巡逻到达指定点位，宿营地遍地碎石。

夜里，义务兵及有高原反应的官兵住进了运输车大厢，陈红军则带着干部骨干在

空地上支起帐篷打地铺……

一个英雄的集体，必然是团结的集体。回顾那晚的战斗，官兵们含泪讲述着

一个又一个生死与共、舍命相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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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越线搭设帐篷。按照处理

边境事件的惯例和双方之前达成的约定，团长祁发宝本着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

仅带几名官兵，蹚过齐腰深的河水前出交涉。

交涉过程中，对方无视我方诚意，早有预谋地潜藏、调动大量兵力，企图凭

借人多势众迫使我方退让。

官兵们组成战斗队形，与数倍于己的外军对峙。对方用钢管、棍棒、石块发

起攻击。祁发宝成为重点攻击目标，头部遭到重创。

在前出交涉和激烈斗争中，团长祁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当

即突出重围带着官兵，冲进“石头雨”“棍棒阵”营救团长，奋力反击，战斗至

生命最后一刻，最终英勇牺牲。这些英雄的边防官兵把青春、鲜血乃至生命留在

喀喇昆仑高原，筑起巍峨界碑。

请别难过！那鲜血染红的大地，明天会开出最美的花朵！

英雄虽已离去，精神永驻边关。严峻边防斗争中，官兵们更加懂得了边防军

人的责任与担当；英雄事迹感召下，官兵们守边护边、不怕牺牲的信念更加坚定。

去年底，这个团服役期满的战士全部主动申请留队，继续在英雄曾经战斗过的地

方战斗。战士付忠义说：“以前本打算服役期满了就回家。但是，经历了去年的

边防斗争，我更加认清了边防军人的价值。边关虽苦，但总要有人守。只要边防

一天需要，我就一天不走。”

丈夫身许国，私恩邈难顾。

当时，还有 4个多月就要当爸爸的陈红军，身在一线仍想方设法托后方的战

友，提醒妻子按时产检。他答应妻子，等到退役后“就一起带孩子、做饭、钓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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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5 日，陈红军的儿子出生了。这天也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陈红军妻子的爷爷是一名志愿军老战士，她相信，这定

是冥冥之中的血脉传承。

当我在战场上倒下

请别难过

那鲜血染红的大地

明天会开出最美的花朵

当我在战斗中牺牲

请别难过

我化作翱翔的雄鹰

也要守卫着祖国的山河

请放心吧！祖国！

《学习强国》学习榜样 2021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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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奔流，对中国的爱永远清澈

巍巍喀喇昆仑，群山之间的一块崖壁上，八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与日月争辉

——大好河山，寸土不让！那是 70 后“老边防”祁发宝刚当团长时和战友们一

起刻下的。00 后战士陈祥榕则用极具诗意的话语，写下自己的战斗口号：“清

澈的爱，只为中国！”

诗与远方，并非仅仅留存在夜阑梦萦之际的想象中。铁马冰河，就是戍边将

士的日常。

蹚冰河、攀峭壁、傲风雪，战斗在保卫祖国、守护和平的第一线，将青春乃

至生命献予万里边关，面对个中的苦、累、险、难，怎么取舍抉择？

以身许国，青春无悔，牺牲无憾。“走在喀喇昆仑，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国的领土，无比自豪！”95 后战士肖思远在战地日

记里这样写道。

任世间沧海桑田，穿透历史迷雾，这份纯真清澈的赤子之心始终是时代的主

旋律。前不久，随着一张老照片上的“代码”被“破译”，一篇跨越时空的情书

感动了无数网友。

一位网友在整理奶奶遗物时发现了一张老照片，照片背后是一串数字，好奇之下

上网求助。经过热心网友的解密，那串数字其实是一组四角号码，表达的意思是：

“信任和爱就是我对你永远的态度。”

1952 年中学毕业后，17 岁的她响应党的号召去建设边疆，而她的初恋同学

则应征入伍，自此天各一方。因为路途遥远，书信时常收不到，渐渐断了联系。

毕业一年后收到的这张照片，正是那位同学寄来的，她珍藏一生，可他们两人却

始终未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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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一辈人相继逝去，当年的故事细节再难重现，不过，在回忆里搜集只

鳞片羽，也不难串起一段青春无悔的浪漫故事。奶奶曾经说过，那个年代的人们

对于理想、对于感情以及很多东西的理解，都很单纯，是许多后来人难以体会的。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实现了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以火热激情投入社会

主义建设，神州大地一派热火朝天、蓬勃发展的新气象。一般来说，“人往高处

走”，迁居往往是向着繁华都市，而那个年代，艰苦边疆却成为许多年轻人心中

向往的“圣地”，许多有志青年放弃家乡优渥的生活，前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奉

献青春，只为改天换地，让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了新的风景。

中国东北，曾经的“北大荒”，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却也荒草连天、

野狼成群。经过半个世纪的“战天斗地”，昔日的蛮荒之地已被开垦为千万亩良

田。奇迹背后，是百万屯垦人的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他们之中，有百战解甲再

出征的解放军官兵，有响应国家号召的支边青年，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干部职工，

对祖国的纯真情感将他们聚在一起，众志成城，为了新中国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奋

斗。

初心不改，奋斗不息，以身许国的志向从不会因职务高低、岗位不同而变化。

1957 年 8 月，在革命硝烟中身负重伤、留下严重脑震荡后遗症的开国少将甘祖

昌主动解甲归田，回到阔别 20 多年的家乡，打起赤脚下地干活。“活着就要为

国家做事情，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决

不能无功受禄，决不能不劳而获。”老将军这句朴素的心里话，也是许多人的心

声。一心之谓诚，尽心之谓忠。以身许国，听起来很抽象，做起来却很具体，只

要心无杂念，把自己能做的做到最好，每个人都可以在平凡岗位中创造不凡。

从广大知识青年奔赴边疆，到无数青年志愿者逆行抗疫；从浴血沙场殒身不

恤，到守卫边关誓死不退，90 后、00 后已在不知不觉间握紧了祖辈、父辈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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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接力棒，成为时代的“主力军”。他们用行动证明，先辈们不忘初心、以身

许国，新时代的青年们同样能够写出属于自己的青春无悔。

据《解放军报》报道，那场战斗后，陈祥榕所在连队斗志更加旺盛，服役期

满的士官 100%主动留队，所在团义务兵踊跃申请选取士官继续战斗。“头顶烈

日乐为祖国守边防、手扶蓝天甘为人民作贡献。”这句陪伴一代代边防官兵的标

语，写在边防前哨，更写在子弟兵的心里。

万千将士如斯，他们用青春护山河长安。

万家灯火如昔，他们用生命谱时代新篇。

巍巍昆仑为证，对祖国清澈的爱，将永远与万载不变的皑皑冰雪交相辉映。

人民网 2021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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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笔小球”们，网络绝不是法外之地

3 月 1 日，南京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辣笔

小球”微博主仇某明批准逮捕，同时决定开展公益诉讼调查工作。当天，“辣笔

小球”出镜忏悔的新闻，登上了《新闻联播》。

1 日下午，《检察日报》公开了仇某明的忏悔视频。仇某明在视频中说道：

“我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一种良知泯灭的行为。我对此也非常地自责，非常地

懊悔。”

他反思道：“我在事实不明朗、掌握信息不全面的情况下，还用这样一种轻

浮的、夸张的、戏谑的词汇去描述这位英雄团长，不仅仅是贬低了英雄团长的形

象，也是影响了整个边防将士的形象。”

当晚，央视《新闻联播》也对“辣笔小球”微博主仇某明被批捕一事进行了

报道，用时近 1分钟。

报道称，2021 年 2 月 19 日，犯罪嫌疑人仇某明在新浪微博上使用其个人注

册账号“辣笔小球”先后发布两条信息，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相关

信息在微博等网络平台迅速扩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2 月 20 日，犯罪嫌疑人

仇某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侦查。2 月 25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仇某明利用信息网络贬低、嘲讽英雄烈士，

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社会影响恶劣，情节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之一的规定，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侵害英

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犯罪嫌疑人仇某明批准逮捕。

3月 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修正后的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明确

将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行为纳入犯罪，规定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

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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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这为捍卫英烈形象提供了法律武器，体现了国家

捍卫英烈的坚定意志。检察机关对仇某明批准逮捕，于法有据。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烈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承载着跨越时空

的精神力量。没有先烈们舍小家顾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奋斗、牺牲奉献，

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的美好幸福生活。一直以来，从各种形式纪念英烈、表彰先

进、慰问英模，到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尊崇英雄、褒奖英模已成为

一项国家大事。2018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英雄烈士保护法庄严宣告：“国家

和人民永远尊崇、铭记英雄烈士为国家、人民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为全

社会注入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强劲正能量。

然而，有的人打着“还原历史”“寻找真相”“重新评价”等幌子，歪曲、

否定历史，诬蔑、诋毁英模人物。从“质疑”黄继光，到制造谣言丑化刘胡兰和

“狼牙山五壮士”，一些人把否定历史当时髦，以解构崇高为能事，将民族英雄、

革命先烈污名化。这些人数典忘祖，肆意歪曲历史、亵渎英雄先烈，影响大众认

知、伤害公众情感。鉴于此，将英烈的名誉纳入刑法保护范畴，大幅提高对诸如

仇某明等侮辱、诽谤英烈名誉的违法成本势在必行。同时，刑罚威慑所形成的警

示“涟漪效应”，能使更多的人自觉地不踩踏红线，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捍卫英

烈名誉的浓厚氛围。

网络世界，追求自由、张扬个性、崇尚多元无可厚非，但是自由是有边界的

自由，个性是有底线的个性，任由历史虚无主义不断消解和侵蚀历史和主流文化，

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拿英雄开涮、拿历史说笑，将恶俗当噱头，以追逐点击率与利

益为重，这是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和人文情怀的体现，亵渎了英雄、玷污了经典，

为世人所不齿，更为法律所不容。让其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是对英烈负责，对

国家的价值观负责，更是对民族的未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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诋毁英烈，已涉嫌犯罪。英雄烈士用鲜血、生命捍卫祖国领土，其名誉、荣

誉不容诋毁。对仇某明批准逮捕，依法惩处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犯罪行为，用

法律之盾保护英烈精神，告慰英烈泉下之灵。

近年来，诋毁抹黑英烈的事件时有发生。从“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到

“作业本”、加多宝侮辱革命烈士邱少云案，从“暴走漫画”短视频戏谑侮辱董

存瑞烈士和叶挺烈士，到网民侮辱贬低凉山救火英雄……

在全社会纪念英雄、缅怀英烈之际，总有一些人选择博眼球、蹭热度、带节

奏，上蹿下跳、诽谤造谣，成为诋毁侮辱英烈的跳梁小丑。有人思想狭隘，断定

英雄事迹“不可能”，有人闭门造车，假想还原“真相”，还有人仅为了抢流量，

胡编乱造、信口开河。

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才能英雄辈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和平生活，是烈士们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英雄们为祖国和人民献出了一切，可一些人不但没有感恩

敬畏之心，反而是非不分，以扭曲的价值观恶意丑化烈士形象，煽动人心，甚至

大搞历史虚无主义。这不仅刺伤了烈士家属的心，也侮辱了公众对英雄的神圣感

情，更亵渎了国家的尊严。

我们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烈士的尊严和权益不容侵犯。近年来，诸多政

策相继出台，以法律的名义，给英烈最有力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对

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2021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

士名誉、荣誉罪。

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但一切行为都应有底线！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网络空间里，人们思想活跃，个性张扬，但

是网络空间不是无规矩、无底线、无人管的空间。那些为了谋取个人私利、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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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博取眼球的人，拿英雄进行诽谤、恶搞，踏破了情理法的底线和红线，触

犯了众怒，引起了公愤，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诋毁英雄的“辣笔小球”最终成了受人唾弃的小丑，但是，此类诋毁侮辱英

烈的事件屡次发生，其暴露的问题，全社会必须警惕和警醒。捍卫英雄烈士的荣

誉与尊严，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对于网络上的那些“辣笔小球”们，必须露头

就打！

澎湃网 2021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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