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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小”说：他奋不顾身扑向炸药包不是偶然的，平时他就乐于助人甘愿奉献

时时隔隔5522载载，，家家乡乡人人民民仍仍在在深深深深追追忆忆英英雄雄王王杰杰

身边·人物

王杰档案

1942年，王杰生于金乡县一个普通家庭。
1961年8月，王杰初中毕业应征参军。
1964年1月王杰被提任副班长，后任班长。
1965年7月14日，在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意外爆炸。危急关头，王杰奋不顾身扑
向炸药包，掩护了在场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安全，生命定格在了永远的23岁。
1968年，王杰故乡华堌村改名为“王杰村”，并建起王杰烈士纪念馆。
2009年金乡县在羊山景区建设了规模宏大的王杰纪念馆。
2011年，教育部为金乡县一中“王杰班”授牌。

1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王杰烈士生前所在连队看望官兵，再次强调弘扬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这条新闻让让金乡县王杰家乡的人民异常振奋。52年过去了，对
80岁的辛庆文和74岁的韩义祥来说，与王杰一起学习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他成为英雄，不是偶然的，在平时，他就乐于助人，甘愿奉奉献。”韩义祥说。

文/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贾凌煜 汪泷 视频记者 黄健恒 通讯员 王伟

上学时就是热心人
苦活累活抢着做

1958年9月，韩义祥和王杰一起考入
了金乡县第一中学。开学不久，学校响应
政府号召，分配班级采集猪草，由于拉耙
分组人数不一样多，王杰时常干两班，却
从未说过累。王杰是农村孩子，能吃苦，还
是干活的一把好手，他拢的猪草数量多且
质量好，为班级争得了流动红旗。为此，王
杰曾赋诗一首，至今同学们还记忆犹新。

为方便学生生活，学校为每个班级都
配备了一个木桶、一个铁桶和一个木馍
箱，木桶盛上开水或汤重达70余斤。王杰
所在的班离伙房有3000多米远，同学们一
日三餐，每天往返抬饭，这对男同学来说
还好，对年幼的女同学来讲就成了问题。
王杰所在的班有48名女生，只有4名男生，
正当班主任为此发愁时，王杰等4人主动
提出承包抬饭的任务，这一抬就是一年
多。

有一个星期六，王杰急着回家，刚
走出城里，刹那间乌云密布，大雨从天
而降。突然，王杰看到路边停了一辆拉
车，车上坐着一位老大娘，怀里抱着小
孩，头上顶着布褂子，一位老大爷在水
里坐着。王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连忙
上前询问。

原来，老大爷着急到城里给孙子看
病，走得太急把脚崴了，这可急死人了。听
到这里，王杰说“你在这里等着，我把大妈
送到城里给孩子看病。”说完，王杰拉起车
子就跑。到了看病的地方，大夫说，再晚来
一步，孩子就有性命之忧，说着就给孩子
针灸治疗，没多会孩子就哭出了声，睁着
一双大眼睛，手脚乱蹬着，脸色也好看了。

看完病，王杰又把大妈扶上车，拉起
车子，按原路走回去。

放弃读高中的机会
积极入伍当了兵

1961年，解放军开始招募有文化的学
生入伍。当时，王杰上初三，辛庆文上高
三，是考学还是应征入伍，两人有些拿不
准主意。

学校召开了征兵动员会，会后王杰找
辛庆文商量，辛庆文觉得应该回家找父母
争取意见。两天后，王杰再次找到辛庆文
后，只说了句“俺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
啥。”说罢两人就一起去报名了。参加了征
兵体检，结果显示两人都符合条件，批准
服役入伍。辛庆文的身体好，批准为特种
兵，可不知怎么回事，发军装时，是普通兵
种衣服，辛庆文有些失望。王杰对他说，当
什么兵种都一样，都能到前线打仗，保家

卫国。后来，两人分到了一个新兵班。当
时，辛庆文还是王杰的副班长。

在学校时，王杰就积极申请想加入共
青团，可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没能如愿。在
部队，王杰更加积极地申请入团，终于在
1962年2月份如愿。此后，他又积极申请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63年3月，王杰所在的连队组织团
员到野外活动，经过20多分钟的行军，到
达徐州云龙公园。王杰看到一位老师傅
在清理厕所下水道，二话没说，脱掉棉
衣，挽起单衣跪在潮湿的地上，用手一遍
遍地帮助老师傅掏污物、杂草，直到下水
道通畅。

屡次把假期让给战友
牺牲前刚回过家

按照规定，超期服役的老战士
每年可回家探亲一次。1965年初，连
队干部安排老战士探家时，都不约
而同想到了王杰。大家都知道，王杰
父母在1958年就移居内蒙古，和他
分别已七年多。而且王杰的母亲患
有心脏病，曾几次来信要他回家探
望。

此前，连里领导让王杰回家时，
他都婉言谢绝了。“训练刚开始，怎
能让私事影响训练呢？”几乎每次他
都会以这样的理由婉拒。几个月后，
连里再次安排王杰回家时，他听说
要安排集训，自己身为班长，不能不
在场，因而又再次延迟了回家的时
间。1965年4月，趁部队去参加生产
劳动的机会，连首长第三次安排王
杰探家，此次，战友韩义祥接到家里
电报，告知父亲病重。王杰听说后，
主动找领导申请把假期让给了战
友。

当年5月份，王杰的母亲心脏病

复发，连长下决心叫王杰回家探亲，
并悄悄为他备好了火车票、通行证
和粮票。这位一心为革命的好战士
这一次再也推脱不掉了。这是王杰
与父母分别八年后第一次团聚。谁
也没料到，这次相聚，竟然是与父母
的诀别。

1965年7月14日7点半，在组织
民兵训练“绊发防步兵应用地雷”课
目时，突遇炸药意外爆炸。危急关
头，王杰奋不顾身扑向炸药包，掩护
了在场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安
全。当年，他只有23岁。

“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做一个大无畏的人”“在荣誉上不伸
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
手”“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
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
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
福。”当兵4年，10多万字的日记，真
实记录下了英雄王杰成长的心路历
程。

家乡建起了纪念馆
他的精神永流传

王杰牺牲后，家乡人民为纪念
他的英雄事迹，1968年将其所在的
华堌村更名为“王杰村”。1968年，

“王杰纪念馆”为山东省重点烈士建
筑物保护单位。

2008年，在南水北调水利工程
项目建设中，以他的名字命名了“王
杰节制闸”，这也是全省唯一用英雄
人物名字命名的水利工程。此外，还
有王杰小学、王杰卫生所、王杰客运

他被王杰精神感动
写出8万字文章

在3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济宁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汪林曾出版了长篇
报告文学《好战士王杰》。

“撰写王杰的故事，源于1996
年。”多年来，汪林一直致力于搜集、
整理济宁本地的民间故事、传说、史
料等。自从涉足这个领域，“王杰”这
两个字就刻在了他的心中。“他是英
雄，更是我们身边的英雄。”汪林说，
对于许多济宁人而言，虽然距离他的
事迹发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
他的名字、他的故事，都说明了他就
是咱们济宁人身边的英雄。

为了能够更加详实的了解王杰
的事迹，汪林在一些文学交流活动
中，通过结识的全国各地的文学爱好
者，打听到了王杰生前主要生活、工
作过的地方。“大约一年的时间，我先
后去了徐州、邳州、连云港、临沂等

地。”汪林说，他还曾在临沂找到过王
杰生前修筑工事的旧址，并得知王杰
当时在工作中还曾被烫伤，然后返回
兖州疗伤。

被王杰的英雄事迹所深深打动，
汪林回来后仅用了一个月，便完成了
约8万字的初稿。“只是当时因为一些
机缘巧合，所以初稿便搁置了下来。”
汪林说，哪曾想，这一搁置便是10年。

2006年，汪林翻箱倒柜又找出了
10年前的那份初稿。虽然纸张已经有
些泛黄，但清晰的字里行间所透露的
王杰精神，让他决定要将其出版成
书，以供更多的人去学习、去怀念。

“我能深深地感受到，王杰是一
个爱党、爱军队、爱祖国、爱人民的
解放军战士！”汪林说，后来他对初
稿又重新进行了打磨，并顺利出版
成书。

“拉火管突然引爆，点燃了导火
索”“导火索突然燃烧起来，火星嗤
嗤地喷溅着，王杰惊呆了……”自上
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先后有几十种
报刊、书籍、电视节目不断炒作所谓

《“王杰事件”始末》《王杰险遭不白
之冤》等，其中充斥的不实报道，让
战友韩义祥非常堵心。

“写‘点燃导火索’，是对英雄的
最大伤害。”指着一份报纸关于王杰
的宣传，韩义祥说，你们看过电影

《地雷战》吧？鬼子一出门，地雷就响
了。如果地雷用导火索，鬼子不早跑
了？

具备一点工兵常识的人都知
道，10多公分的导火索，燃烧时间是
10多秒钟，在导火索燃烧的时间里，
只要拔掉或散开就可以避免伤亡。
假如有导火索，王杰根本不需要扑
上去。事实上，王杰牺牲当天的训练
课目是“绊发防步兵应用地雷”，这
种雷碰上绊线就瞬间爆炸，是不允

许加导火索的，实际训练也没有加
导火索。

事情刚发生时，部队也仅将其
当作事故进行上报。在走访中，调查
人员发现民兵和民兵家属流着眼泪
诉说“要不是王教员扑向炸点，我们
要伤很多人。”这引起了调查人员的
注意。

没有导火索，又是瞬间发生爆
炸，王杰怎么会有时间扑向炸点？针
对这个疑问，当年王杰事迹调查组
专门找几个工兵专业干部进行研
讨，从拉火管发火到引爆雷管，雷管
再引爆炸药爆炸，时间虽短，但作为
一个熟练的作业手，可以利用瞬间
时间往前猛扑，舍己救人的时间是
来得及的。

经过缜密调查和论证，调查组
初步确认王杰舍己救人的英雄壮
举，并整理了王杰同志“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先进事迹。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是是事事故故还还是是英英雄雄

缜缜密密调调查查还还原原真真相相

葛相关链接

王杰纪念馆内的王杰雕塑。

为了弘扬和传承王杰精神，金乡建设了王杰纪念馆。

停靠点等，这些都表达了新一代金乡
人继承和发扬王杰精神的情怀。

为更好的缅怀英雄，弘扬王杰精
神，2009年金乡县在羊山景区建设了
规模宏大的王杰纪念馆，纪念馆的整
体设计源于英雄王杰扑向炸药包的
光辉形象。每逢清明节、七一、八一、
国庆节和新兵入伍时，来这里瞻仰烈
士、学习烈士、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
红色教育的党员干部、群众和学生络
绎不绝。

2010年7月，金乡县为纪念王杰
牺牲45周年，投资规划建设了“王杰

路”，并进行了交通标志安装、绿化、
亮化、美化，作为展示金乡形象的一
个重要平台。

2016年，金乡县弘扬王杰精神的
深刻内涵，在王杰纪念馆的基础上，
规划建设了清风金乡-廉政教育基
地，现已作为济宁市廉政教育基地，
每年约20万人(次)接受廉政教育。

半个世纪以来，在王杰精神鼓舞
下，金乡县先模事迹层出不穷。时代
楷模陈新宁、救火烈士周轲、齐鲁好
少年李目辉，还有张先军、刘丙军、刘
联合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王杰纪念馆内的陈列。

王杰的发小王伟川向记者讲述王杰的事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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