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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阅兵兵最最年年轻轻旗旗手手是是个个济济南南小小伙伙
名叫陈玉豪，去年才入伍，今年刚满18岁

9月3日，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纪念大会将在天安门
广场举行，其中包括部
队受阅。本次阅兵仪
式，共有 1 1 个徒步方
队。与以往阅兵不同的
是，今年阅兵每个徒步
方队前都增加了七名
旗手。在武警抗战英模
部队方队，有一名最年
轻的旗手陈玉豪，生于
1997年的他，今年刚满
18岁，去年刚入伍，是
一名济南人。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还没下连队

就被叫去参加阅兵

武警抗战英模部队方队由
武警北京总队抽组而成，在这
个方队的七名旗手中，有一名
最年轻的旗手叫陈玉豪，出生
于1997年6月份的他，刚刚年满
18岁，2014年入伍，是一名地地
道道的济南人。

由于是一名“95后”新兵，这
两天，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

《朝闻天下》等都对陈玉豪进行
了报道，这让他一下子成了知名
人物。“做梦都能笑醒，家里人也
非常替我感到骄傲。”陈玉豪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身高1 . 88米的
他，高大英俊、相貌堂堂，还没下
连队，就被挑选到武警抗战英模
部队方队参加今年9月3日的大
阅兵。新兵就能参加阅兵，陈玉
豪无疑是幸运的。

但高兴之后，训练的痛苦
让他有点措手不及。“非常得
苦，真的很苦，我从来没吃过这
种苦，感觉自己有点吃不消。”
旗手走在方队的最前面，不能
出任何差错，对动作的要求也
更高更严。由于刚入伍不久，训
练基础差，陈玉豪一度被列为
预备队员。

据报道，方队领导为陈玉
豪制定了一系列严谨周密的训

练计划，还为他请来心理咨询
师进行心理干预，激励他沉下
心来，苦练本领，终于让他真正
成为了阅兵方队的一名旗手。

入伍前

在职专学校学汽修

在家乡济南，陈玉豪入选了
阅兵式方队旗手的消息也被众
人津津乐道。尤其是在济南市历
下区中井村，村民们更是纷纷向
陈玉豪的父母表达祝贺。

24日下午，在陈玉豪的母
校——— 济南市景山小学，记者
见到了他的父母以及小学、初
中时的班主任。“这两天家里就
和过年似的，电话都快被打爆
了。”陈玉豪的父亲陈秀和母亲
杨洪兰激动地说。

陈秀和杨洪兰都是历下区
园林局的普通园林工人，负责旅
游路周边的园林养护工作。“前
几天部队打电话要孩子的照片
和全家福照片，才知道他要上电
视了。”杨洪兰说，去年春节前他
们就接到了陈玉豪的电话，得知
他入选了阅兵方队，但没想到还
成为了方队的旗手。

去年9月3日，在济南二职
专上学的陈玉豪应征入伍，成
为武警北京总队的一名新兵，
当时他刚17岁。当兵前，陈玉豪
在学校里学习汽修专业。

“他自己愿意当兵的，走之
前说他到了部队上一定好好

干。”陈秀告诉记者，算上儿子陈
玉豪，一家三代都有当兵的经
历，他1982年入伍，1984年退伍。
陈玉豪的爷爷则是一名老革命，
参加过淮海战役、莱芜战役等。

“是个好孩子，懂事、孝顺。”
杨洪兰说，能从电视上看到儿子，
这让她很激动。“看着他比以前瘦
了、黑了，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孩
子年龄小，没离开过我们。”

陈秀说，陈玉豪作为新兵训
练了三个月后，还没有下连队，
就被选进了阅兵方队，这让他很
是为儿子感到骄傲。“他被评为
训练标兵，打靶还得了个优秀。”

小学四年级时

就立志当兵

“文化课成绩一般，但体育
成绩很好。”这是陈玉豪小学和
初中班主任对他的一致评价。
2003年至2009年，他在景山小
学就读，2009年至2012年在济
南锦屏学校读完了初中。

“虽然成绩不太好，但从来
没有放弃过，一直在努力。”初
中班主任赵鹏老师对陈玉豪的
印象深刻，作为班里身高最高
的学生，初一军训时他就让老
师刮目相看。“军训又苦又累，
很多学生都会偷懒，但陈玉豪
不会，训练认真刻苦。”

由于他的良好表现，军训
结束后，赵鹏让陈玉豪担任了
班级的财产管理员，一干就是

三年。其间，虽然家离学校很
远，接近20里地，但每天陈玉豪
都是第一个到校开教室门，最
后一个离校锁教室门。

“除了有责任心外，他还很
善良。同学中不论谁遇到困难，
他都是第一个冲上去，从来不计
较。”赵鹏说，“有时候跟他谈学
习谈到父母时，他还会掉泪，很
懂事。”入伍前的政审材料是赵
鹏写的，他说他始终记得陈玉豪
临别时说的一句话：“老师放心，
我一定好好干，当个好兵。”

“在课堂上，陈玉豪并不善
于发言。”小学班主任杜祥伟
说，她后来专门和陈玉豪聊过
理想，当时还在上四年级的他
回答：“长大后想当兵”。

民政部公布第二批抗战英烈和群体名录

660000名名抗抗战战英英烈烈中中，，涉涉鲁鲁8899人人

大阅兵很节俭

通勤车是租来的

24日下午，陈玉豪
的父母在观看电视上有关
儿子的报道。

据新华网北京8月24日电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正

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不管是
阅兵训练，还是后勤保障，“节
俭”是今年阅兵的主要特点。

为了厉行节约，阅兵不新建
“阅兵村”。老百姓们口耳相传的
“阅兵村”实际上是依托北京周边
地区或机场营区进行改造的阅兵
训练基地，并非真正的“村”。

阅兵联合指挥部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
王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提
出，“这次阅兵在住房保障上全
部依托现有营房，是一种很好
的节约资源的方式和手段。”

由于有的院校学员到部队
实习，有的部队官兵野外驻训，
防化学院便腾出了学院宿舍
楼，防化研究院腾出了新建科
研楼，周边部队腾出了现住营
房。阅兵保障兵站充分利用这
些空闲营房，进行再改造。

兵站营房监管中心主任张
晓光介绍，整个改造过程中装
卸、安装、配置、维修破损龙头、
阀门就近300多个，共回收了11

个徒步方队床隔板5000余个。
对旧营房的整修利用，既保

障了官兵们驻训拥有良好的环
境，也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开
支。

联勤保障组副主任吕悦
英说，针对以往受阅官兵输送
任务重、人车管理难度大、装
备输送程序繁琐等问题，探索
了市场运作、配租结合的军交
运输保障新方法。

同样，在受阅部队训练场以
往数百辆大客一字排开的场面
不见了，几十台工作用车解决了
阅兵期间的所有通勤任务。

“从阅兵训练场到天安门广
场有几十公里，上万人的受阅部
队，至少需要300台以上的大客
车。需要全军征调，费时费力还
浪费资源。而且大客车只有在合
练时使用两三次，平时都在车场
停着，使用率较低。”曾两次参加
阅兵保障任务的联勤保障组运
输助理员狄绍锋说。

此次阅兵，通过租用北京
市大型运输企业的运力，既节
省了人力物力，还保证了运输
安全。

24日，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通报了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600名抗战英烈包括7个团体，593名烈士；国内抗战英烈590人，国外抗战英烈10人。

本报记者 李阳 戚云雷 郑帅

山东两英雄群体上榜

在民政部公布的600名烈
士名录中，涉鲁的革命英烈（团
体）共91人（个），其中包括59名
山东籍贯烈士、30名牺牲在山
东的英烈和两个英雄群体。

600名抗战英烈包含7个英
雄团体中，其中山东占得 2席
位，分别是英雄“岱崮连”（八路
军鲁中军区第 2军分区 11团 8
连）和渊子崖抗日楷模村村民

（山东省莒南县渊子崖村）。
“岱崮连”诞生于抗日战争

时期，现为济南军区某部6连。
1943年11月9日，一万余日军
“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企图

消灭八路军鲁中军区部队。为
粉碎日寇的“扫荡”，鲁中军区
决定留下第二军分区第8连坚
守沂蒙山区中部的南岱崮和北
岱崮。南、北岱崮位于蒙阴城北
部，两崮之间隔着一道小山梁，
距离1500米。8连指战员占据岱
崮后，立即构筑工事。

11月13日，在飞机、大炮的
掩护下，日寇开始向岱崮发起攻
击。8连的93名指战员，凭险抗击
敌人。经过十几个昼夜的激战，8
连指战员胜利完成了牵制敌人
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了外线部队
作战。并以负伤7人、牺牲3人的
代价，取得了抗击超过自己40倍
的敌人、毙伤300余敌人、消耗敌
人大量弹药的巨大胜利。

而榜单中的渊子崖抗日楷
模村村民，则是农民自发组织

的抗日团体。

两日军加入反战同盟

在公布的600名抗战英烈
中，除了为数居多的军人和政
界人士，新闻报业、文艺戏剧、
教育等行业都有英烈涌现。

包括原大众日报通讯部部
长郁永言在内的多位报人获评
英烈称号。在战火年代，他们用
纸张和笔墨吹起反日的号角，
在恶劣的环境中，为抗日斗争
宣传、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身为
日本人的松野觉和今野博，却
跻身抗战英烈名录。二人有着
和其相似的革命经历，都是在
参加侵华战争被俘虏经过感化
后，加入日本人反战同盟。其

中，今野博还曾在山东鲁中一
带活动。

松野觉（1918—1944），日本
广岛县宇品人，日本人反战同盟
苏中支部宣传委员。1940年1月
被迫征入丸山旅团来华作战。
1941年12月，在江苏如东县双灰
山战斗中，被新四军一师三旅八
团俘虏，经新四军敌工人员的耐
心启发教育，他逐步认清了侵华
战争的罪恶，毅然参加了新四
军。后又加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
者同盟苏中支部。

每到一处，松野觉都动手
刻写、油印传单。他积极参加对
日军的敌工工作，经常到火线
喊话、宣传。1944年3月，车桥战
役打响后，他冲过警戒线，丢掉
喇叭筒，贴近碉堡喊话，不幸中
弹牺牲。

本报讯 民政部公布的第
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
施、遗址名录中，山东有12处入
选。分别为淄博市革命烈士陵
园、八路军抱犊崮抗日纪念园、
梁山歼灭战遗址纪念园、泰安
市岱岳烈士陵园、肥城烈士陵
园、天福山革命遗址、沂水革命
烈士陵园、山东省政府和八路
军115师司令部旧址、滨海革命
烈士陵园、冀鲁边区革命纪念
园、鲁西北革命烈士陵园、鲁西
南烈士陵园。

此前第一批80处纪念设施、
遗址名录中，山东有8处入选，分
别为胶东革命烈士陵园、地雷战
纪念馆、马石山烈士陵园、华东
革命烈士陵园、费县烈士陵园、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铁道游击队
纪念园、滕州市烈士陵园。

在去年公布的第一批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
录中，山东籍有35人。

据新华社

山东已有20处

国家级抗战纪念地

相关新闻

陈玉豪在部队照片。（翻拍）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