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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
——优良家风孕育当代卫国戍边英雄

“我的爱被雪山擦拭过
我的爱被冰河亲吻过
我的爱被雄鹰带上了蓝天
还守望高高的哨所……”
作为英雄的家乡人，卫国戍边的英雄籍贯所在地的福建和甘肃等地

音乐人联袂创作了歌曲《清澈的爱》，致敬中国边防军人。
连日来，被中央军委授予“卫国戍边英雄团长”的祁发宝、追授“卫国戍边英雄”的

陈红军，追记一等功的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的英雄事迹在祖国大江南北传颂，全国
人民在瞻仰和缅怀英雄的同时，英雄们的成长故事和家风家教也逐渐被人们熟知。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两相依。
自古以来，家国情怀就烙在中华民族儿女心中，更深深地烙在五位卫国戍边英雄

心中。

统稿：吴军华 采写：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吴军华 苏建军 袁鹏/李菁雯 马晶

“当我看到视频中的他张开双臂，毫无畏惧地拦向蜂拥而来的
外军，我很震撼。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他能那么做，绝不是偶然
的！”2月21日，在卫国戍边英雄团长祁发宝的故乡——甘肃省武
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镇，这个位于河西走廊、巍峨祁连雪山
下的小镇，英雄团长祁发宝的发小、天祝二中任生鹏老师接受了
记者的采访。

任生鹏这样讲述他心目中的英雄团长：“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他从小就是我们中间的孩子王。他是个很热心的人，爱学习、爱
劳动。上高中时，他一直是我们的班长，组织能力很强。每次学
校搞课外活动，他总能带大家做得很好。他独立能力很强，他的
衣服从来都是自己洗的。”

“在中学的时候，他就能把家里的农活独立完成好，这不是每
个村里的孩子能做到的。”任生鹏认为，祁发宝之所以很优秀，得益
于他家的家教。“他父亲很严厉，对他要求特别高。”

还有一个让任生鹏印象深刻的是，祁发宝小时候就爱穿军
装，都是他当兵的哥哥穿剩下的军装，因为哥哥的军装大，他母亲
就会改小一点给他穿，很简朴，也显得很精干。

“他那时学习成绩比我好，考大学没问题，但他有一个当兵的
梦想，所以高中毕业没上大学，他就当兵去了。”任生鹏透露。

孙有喜是祁发宝初中的班主任，在孙有喜眼里，这个娃娃从
小就特别优秀，无论学习成绩还是其他表现都特别好，尤其热爱
集体、关心同学。他做人、做事很认真，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

“上学路途比较远，有四五公里远，冬天天还黑的时候他们就
打着手电筒上学了，中午不能回家。他经常会利用中午的时间给
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同学辅导功课。

他是我班上的班长，他喜欢帮助同学，遇到弱小的同学被欺
负，他爱打抱不平，但他不是用打架的方式解决问题，总是用讲道
理的方式化解学生中间的矛盾。

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家兄弟三个，他是老三，他大
哥当了兵后，他也有了当兵入伍的念头。毕业考到了天祝三中的
高中部，按他的学习成绩考个大学没问题。”孙有喜历数了祁发宝
上学时的经历。

孙有喜告诉记者，在电视里看到祁发宝的事迹后，他这个当
老师的特别感动。

“我觉得他能有这样的表现，来自他一直以来的努力与奋斗，
以前就看过电视中对他的报道。作为家乡人，之前我就对现在的
学生播放过他的视频。用家乡的事、身边的人感召同学们，我觉
得更有意义。作为老师我也感到特别骄傲、自豪。”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月21日上午，祁发宝故乡的武威市
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赵立新，武威军分区副司令员吴冲等
带领慰问团，代表武威市委、市政府及180万武威人民专程赴新
疆乌鲁木齐对祁发宝及家属进行慰问。

祁发宝对武威市委、市政府及家乡人民的关心表示感谢，并
祝愿家乡越来越好。

“他张开双臂拦住外军，这绝不是偶然”

在河南省漯河市烈士陵园内，烈士王焯冉的墓碑旁边，放满了鲜花，墓
碑上一颗红色五角星格外醒目。连日来，当地群众以不同形式寄托哀思，表
达着对戍边英烈的缅怀之情。

烈士王焯冉的老家在河南漯河市黑龙潭镇土城王村，王焯冉牺牲后，父
母常常拿出相册翻看他从小到大的照片。

“2019年春节，王焯冉回家探亲。”王焯冉的父亲王恒召回忆，那时自己
正在住院，儿子的探亲假期都用来照顾他了。“因为我患病住院治疗，没有时
间好好拍一张全家福照片，这成了我们全家人共同的遗憾，没想到焯冉那一
次探亲却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作为父母有这样的儿子，我们感到骄
傲。”

“我总是对儿子说，在部队要好好干，遇到工作要往前冲！儿子说，妈妈
您放心吧，儿子不会给您丢脸！”母亲杨素香说：“儿子确实做到了他应该做
的。”

王焯冉在中专读书期间，曾和母亲透露过“想去当兵”，杨素香以为儿子
只是说说，就故意吓唬他：“当兵可是要吃苦的啊！”王焯冉却嘿嘿一笑。最
终王焯冉瞒着家人在学校报了名。儿子搂着母亲说：“我最爱你，最舍不得
你，一直不敢告诉你。我去当兵，锻炼好身体保护你。我觉得要是不当兵，
我会后悔一辈子。”

杨素香说，孩子自从去部队，每周都会打一次电话。2020年1月份，王
焯冉打电话时兴奋地给家人报喜，说他写了入党申请书，准备入党。“这孩子
从小就崇拜军人，长大后就向往入党。现在已经追加上了党员，我很欣慰，
终于了却了孩子的心愿。”

“最后一次接孩子的电话，是2020年5月23日晚上7点左右，我记得很
清楚。”杨素香说，“那次通话时间不长，估计也就2分多钟。临挂电话时，他
说最近训练可能紧张些，或许给家里打电话没有以前频繁了，我也没多想。
事后才知道，最后一次打电话时，他们已经在去往前线的路上了。”

“这孩子从小就懂事、乖巧，七八岁就会给家人做饭。印象中，从来没和
父母顶过嘴，给他说个啥事儿，他都会记得很清楚。”王恒召说。

王焯冉从小是奶奶一手带大的，感情非常深厚。奶奶经常念叨孙子，
常常坐在门前盼望孙子回来。大家都不敢告诉奶奶焯冉牺牲的消息，王
恒召和家人现在只能告诉奶奶，王焯冉在前线为国家效力，还立了功，让
老人不要担心。“最挂念他的就是奶奶”，平日里一向坚强的王恒召在采访

时不断落泪。
收到儿子王焯冉被追记一等功的通报后，王恒

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儿子，你为国捐躯，永远是爸
爸的骄傲！”

至今，王焯冉父母感觉儿子并没
有牺牲，仍在守卫边防。

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二，在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石婆固镇
东龙王庙村西头，一户人家门前“军属光荣”“光荣之家”铭牌十
分显眼。这就是烈士肖思远的家。

烈士肖思远2016年入伍，新兵训练期间因表现突出被评为“优秀
士兵”，2019年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2020年6月因戍边英勇牺牲。

祖国河山，寸土不让。英雄虽逝，精神永驻。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肖思远烈士用他的

实际行动诠释了这句古诗，他把自己的心头热血，化作深秋浓霜
染遍喀喇高原的冰峰雪谷，用自己的一腔热忱和血肉之躯保卫
祖国领土，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的国土界碑。

父亲肖胜松和记者谈到儿子牺牲时，悲伤地落下泪珠，“儿
子是为国家牺牲的，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的儿子是好样的！”

在烈士肖思远家里，东边的房屋是两个房间相连的套房，也
是为肖思远准备的婚房。如今这里设成了肖思远的灵堂。里面
整整齐齐摆着衣服、鞋子等衣物。肖思远的父亲说，他的所有东
西以及这个房间将会永远保留着。

“儿子是个非常懂事、有担当的孩子，独立性很强。从他去
郑州上大学，再到部队参军，都是自己一
个人掂着行李就走了，从来不让家里人操
心。”肖胜松回忆说，为了减轻家里的生活
负担，儿子在上学期间总是利用寒暑假打
工，他一个月挣1600元，给家里1000元，
自己只留下600元生活费。

肖思远是个特别孝顺的孩子，他的伯

父生病住院，他就在医院陪了20多天，直到伯父去世；放假回家
时还总是帮家里人洗刷锅碗瓢盆。

肖思远在外很牵挂父母，经常跟父母通电话或视频联系。肖
胜松说：“他跟我视频时，总让我通过镜头照照，看我吃的啥，其实
就是为了监督我不让我喝酒。”肖胜松平时不抽烟，就是爱喝点小
酒，但肖思远经常劝他少喝两口。说到此，肖胜松的眼泪再次滑
落：“现在没人管我喝不喝酒了，思远的喜酒也喝不上了。”

去年春节，肖思远回家探亲曾承诺下次回家带上女朋友，没
想到竟成永别。去年回来时，肖思远还说，今年春节回来探亲要
和家人拍一张全家福照片，没想到这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遗憾。

母亲刘利霞总爱翻看儿子的照片。见到记者时她一一介
绍：“这一张是思远第一次回来探亲在院里跟我说，要给我敬个
标准的军礼；这一张是他去年探亲后在机场送他的照片；这张是
他跟那个女孩的合照……”

“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国的领
土。”这是肖思远写在战地日记里的一句话。铮铮誓言掷地有
声，从文弱书生到钢铁军人，肖思远用鲜血和生命向祖国和人民
递交了一份不朽的答卷。

英雄从未走远，精神薪火相传。
肖思远牺牲后，他的英雄事迹感染着每一个中华儿女。党

的十九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裴寨村党支部书记
裴春亮怀着对英雄的崇高敬意，来到肖思远家中看望慰问，并为
英雄的家属捐款十万元，表达敬意。在肖思远家中，裴春亮鼓励
英雄的家属早日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

“屏南人民公园里矗立着一块革命烈士纪念碑，墙
上刻着英雄的名字。 在这些名字中，有一个人出生于
2001年。我不解，难道这些已故的英雄不是抗战时期
的烈士吗，怎么会有如此年轻的英灵？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一位21世纪英勇的战士。陈祥榕战士，我们向你
致敬！”网友小魏在了解到陈祥榕事迹的文章后留言。

2月22日，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来到福
建省宁德市屏南县革命烈士陵园时，自发前来瞻仰陈
祥榕烈士的人络绎不绝，烈士纪念碑旁摆
满了悼念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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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披露2020年6月份中印边境对峙
事件详细过程后，“清澈的爱，只为中国。”——陈祥
榕入伍时写下的战斗口号瞬间感动全国人民。

比陈祥榕大6岁的姐姐陈巧钗透露，弟弟从小就
有“军人梦”。她在和家人的影集里翻出了一张弟弟
穿着军装与她的合影，照片上一脸稚气的陈祥榕实
现梦想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陈巧钗说起弟弟时满眼心疼：“勇敢、坚强就是
我弟弟的性格”。据她回忆，弟弟入伍前夕为了能过
体能测试，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床，沿着公路跑步，靠
着自己的努力最终顺利入伍。得知陈祥榕要去新疆
后，家人都舍不得他去那么远的地方当兵。他却安
慰家人：“苦怕什么，去部队不吃苦难道还要享福？”

在采访中，记者感受到陈祥榕的“军人梦”源自
家风家教。父亲在陈祥榕小学时
因病去世后，家里不仅失去了唯
一的经济来源，还留下了债务。

姐弟俩依靠亲戚和社会
各界的关心资助才完成
了学业，陈巧钗考上大

学时，还得到了当
地妇联“春蕾助

学 ”的 资 助 。
陈祥榕母亲因
此从小教育
姐弟俩“受

恩别人一针一线都要登记在册，感恩在心，将来有能
力后一定要报恩社会和国家。”

百善孝为先，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

陈祥榕母亲回忆，陈祥榕特别孝顺，在得知父亲
患了癌症后，才13岁的他彻夜守在父亲身边，给他捶
背搓脚缓解病疼。“由于我和他父亲都在外面打工，
他们姐弟俩从小跟在奶奶身边。参军后，他经常叫
我不要再去干活儿了，说他的工资可以补贴家用。
每逢奶奶生日和重大节日，他都会给奶奶寄钱，他第
一个月的工资就寄回来孝敬奶奶。他牺牲的事我们
至今都瞒着年迈的奶奶……”

当陈祥榕牺牲的消息传到家乡，部队问烈士的
母亲有没有什么困难。英雄母亲说：“我没有什么要
求，我只想知道榕儿战斗的时候勇不勇敢。”

2月22日上午，福建省妇联、宁德市妇联、屏南
县妇联三级妇联看望并慰问了陈祥榕烈士家庭；屏
南县为原在外地实习的陈祥榕姐姐在当地妥善安排
了工作以便照顾烈士母亲，并为在外打工的烈士母
亲在当地提供了工作岗位。

陈祥榕出生于屏南县，这里曾走出了一批批忠肝
义胆的闽东儿女，书写过一段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往
事。时光流转，初心不改。陈祥榕用自己的鲜血和生
命，续写着“闽东之光”。

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那幅军装照，手中捧着的，依
然是那颗来自家乡的橘子。

“红军就是那种重情重
义的好孩子”

“以前是学生敬老师，现在我作为他的老师，要向我们最优秀的学生英
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为我们学校能培养出这样优秀的学生而感到自
豪！”2月22日，甘肃省兰州市烈士陵园，松柏肃立、远山静默。在卫国戍边
英雄陈红军烈士的墓前，前来参加悼念活动的西北师范大学的师生向烈士
庄严地敬献了花篮并致以哀悼。教师代表李建升在接受中国妇女报·中国
妇女网记者采访时，声音哽咽。

李建升是陈红军大学时期的代课老师，他告诉记者，在记忆里，陈红军
是那种为人很低调，做事不张扬的学生。他为人仗义、心地善良、学习刻苦，
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

“正是因为他身上那种乐于助人、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和在大学期间打
下的基础，使得他在部队经过几年历练以后，很快成长为一名有血性、有担
当的优秀军人。”李建升说。

“低调、感恩、仗义。”这是几天来记者在采访师生们、亲友们时大家对陈
红军烈士的共同印象。

2月20日，陈红军烈士的大学班主任刘海健在视频采访中饱含深情地向
记者回忆起自己的学生。大学毕业特召入伍后，陈红军总是会隔一段时间给
我们打个电话，报平安、问候老师。后来他成为全团最年轻的营长，每次返乡
探亲或者是送退伍战士回家路过兰州的时候，都会顺道来看看老师，请同学
们聚聚、吃个饭。每次提到部队的时候，他总会说他的战友如何对他好，他也
怎么像老首长那样关爱他的士兵。提到部队，他总是显得很豪迈、很乐观。

“陈红军曾经说过，你们是我一天的老师，我一辈子都记你们的恩情，红
军就是那种重情、重义的好孩子！”“直到昨天，我们才知道永远失去了这个好
孩子，我们一定会记得他、怀念他！”回忆至此，视频中的刘海健已泣不成声。

位于甘肃陇南市两当县东北部的张家乡张家村是个坐落在西秦岭南麓
连绵起伏的山村，这里就是陈红军的家乡。村里的老人常说“七岁看到老”，
陈红军就是这样一个自小是父母眼中的乖儿子，老师嘴里的好学生，同学身
边的好榜样。

一位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的老人蹒跚来到陈红军家很久没人居住的
老宅院里，他叫任建荣，是陈红军的姑父。在他的记忆里，陈红军从小就懂
事听话，吃苦耐劳，孝敬老人。“他每次回乡探亲都来看我，还再三叮嘱我照
顾好身体。去年7月得知他为了捍卫祖国领土而壮烈牺牲的消息，当时我
心里非常难受。”

陈红军的发小王煦辉回忆，2008年汶川地震时，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专业的陈红军义无反顾地奔赴汶川，成为一名心理疏导志愿者，他的
工作就是为在地震中受伤、失去亲人的人们进行心理疏导，在汶川的那段时
间里他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又有了更深的理解。

2009年6月，二十岁出头的陈红军从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本
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一听到征兵的消息，他临时“变卦”要去参军。

“当他毅然决然冲进外军的‘石头雨’‘棍棒阵’，把自己最美的年华定格
在守卫祖国边防的那一刻时，相信这是他无悔的选择！”一位受访者这样说。

从两当县这块孕育了革命红色基因的热土上走出去的陈红军，用青春
和热血在祖国的边陲筑起巍峨的界碑。

——陈红军老师

——祁发宝发小

“儿子确实做到了他应
该做的” ——王焯冉母亲

“儿子是个非常懂事、有担当的孩子” ——肖思远父亲

“勇敢、坚强就是我弟弟的性格”——陈祥榕姐姐

陈红军烈士学生时代。
西北师范大学提供

学生时期的祁发宝（站立者）
和他的老师。
天祝藏族自治县委宣传部提供

陈祥榕姐姐（右一）在翻看弟弟陈祥榕的照片，她身
后是陈祥榕母亲。 吴军华/摄

祁发宝祁发宝 陈红军陈红军 王焯冉王焯冉肖思远肖思远陈祥榕陈祥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