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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日报记者 马思为 李莎莎

“王杰”
“到！”
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装步六连，有一

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特殊仪式——每次晚
点名，第一个被呼点的名字永远是“王杰”，而
回应的，是全连官兵震耳欲聋的齐声应答。

这声穿越时空的呼应，不仅是对英雄的缅
怀，更承载着一支部队对“两不怕”精神的坚守
与传承。

尤其对于“王杰班”的战士而言，王杰精神
早已超越了历史的维度，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指南。

2017年随着编制体制调整改革的浪潮，
“王杰班”由工兵班调整为装甲步兵班，随后又
换装某新型步兵战车。这意味着，所有训练都
要从零开始。

转型初期，班里一专多能训练成绩迟迟没
有突破。当时的班长王大毛心急如焚，他带着
全班战士在王杰雕塑前表决心：“再苦再难也

要迈过转型这道坎儿。”朴实的话语点燃了全
班的斗志。

从此，每天太阳刚露头，训练场上便有了
他们的身影，晚上回到宿舍，大家又马不停蹄
地钻研装甲兵专业理论……

为了不辜负“王杰班”这3个字的分量，为
了在战场上能“先人一步”，他们还定下了一个
近乎苛刻的目标：减员至7人时，战斗能力不打
折扣；减员至5人时，能继续冲锋陷阵；哪怕减
员至两人，也要坚守阵地、坚持战斗。

目标既定，唯有苦练。在闷热的装甲步战
车里，他们常常一练就是几个小时，“王杰班”
战士们的手背、膝盖上爬满了伤疤，但没有一
个人叫苦。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王杰班”全员取得
了通信、射击、驾驶、载员4个专业的等级证书，
这样的成绩背后，是“两不怕”精神在新时代的
生动实践。

“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
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对王杰部队的战士来说，
从英雄王杰身上淬炼出的战斗精神从来不是

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信念。
“爸爸妈妈，不论你们听到怎样的噩耗，请

相信，那就是因我选择这个职业而注定离开你
们的方式……”这是一名王杰部队战士在“三信
一书”活动中写下的告别信，短短一段话，字字
千钧，道尽了军人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家国情怀。

长期赓续传承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精神，近年来，王杰部队积极探索开展“三信一
书”活动，官兵们写下的“告别信”，字里行间是
对亲人的眷恋，更是对使命的决绝。

亲人的“嘱托信”里，有不舍更有骄傲；社
会的“慰问信”中，有期盼更有信任。而退伍老
兵递交的“请战书”，则是“若有战、召必回”的
铿锵誓言。

当集结号再次吹响，当晚点名的“王杰”声
在营区回荡，那一声声嘹亮的“到”里，澎湃着
的是一代代军人的忠诚接力，是“最可爱的人”
用生命与青春许下的永恒承诺。

这份从历史深处走来、在奋斗中淬炼、于
奉献中升华的“两不怕”精神，将在新时代的征
程上，续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应答

■徐州日报记者 王春莹

江苏邳州，王杰烈士陵园。青松肃立，丰
碑无言。

“王教员，一转眼都60年了，我们……来
看您了！”86岁的李彦清，在王杰牺牲地纪念碑
前，声音微颤。

他身旁，几位同样白发苍苍的老人，目光
灼灼，凝视着碑文。空气凝重，时光仿佛被
拉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瞬间——1965 年 7
月14日。

“如果躲的话，王教员他，完全能躲开啊！”
李彦清的手下意识地攥紧，指节发白，“可我眼
睁睁看着他，身子猛地往前一扑，火花一亮，他
掩护了我们，自己却……”

老人哽咽难言，泪水滚落脸颊。身旁，当
年一同被救的民兵代表们，无声地抬手拭泪。
那惊天动地的巨响和弥漫的硝烟，早已散尽60
年，却如同烙印，深深刻进每个人的骨髓里。

李彦清，这位“王杰民兵班”的第一任班

长，正是王杰用血肉之躯护下的12名民兵之
一。“是王教员，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这份以
命相换的“新生”，从此成了他生命中不可磨灭
的烙印，更成为他终身仰望的标杆。

命运，有时如同英雄精神的回响。1973年
5月，在李彦清带领戴庄民兵进行地雷实爆演习
时，险情突至。千钧一发之际，为保护身边一名
年轻的女民兵，李彦清没有丝毫迟疑，像当年英
雄王杰一样，决绝地扑向那致命的炸点！

这一次，死神擦肩而过，却永远夺走了他
的光明。黑暗降临，绝望也曾笼罩，然而，王杰
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铿锵誓言，如同穿
透浓雾的灯塔之光，在他心中闪耀。

60年来，李彦清的足迹遍布部队、学校、机
关、企业、农村。他主动担任王杰事迹宣讲员，
义务作报告超过3000场次，吸引听众数百万
人次。“只要还能说，我就要一直讲下去，让更
多人知道王杰，学习王杰！”

英雄王杰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
23岁。但他用生命守护的12颗“火种”，却顽

强地生存下来，并将那精神之火，以各自的方
式，在漫长岁月里点燃、传递。

“有时夜里，还会梦见他……”当年民兵地
雷班的吴步良退休后，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常
以亲身经历讲述王杰故事，教育年轻一代，“王
教员用生命护住我们，我们活下来的人，就得
活得有骨气、有担当，不能给他丢脸。”

“他对我们太好了，手把手教技术，生活上
也处处关心。”另一位被救民兵郭文武，将对王
杰的深切思念，化作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勤恳工
作与古道热肠，“讲好英雄故事，践行王杰精
神，是我们几个被王杰掩护下来的人义不容辞
的责任。”

这些跨越时空的足迹，共同铺就了一条无
形的精神之路。

这场跨越时空的接力——从李彦清扑向炸
点的决绝，到吴步良、郭文武等人的毕生坚守；
从“王杰班”战士的血性传承，到超3000场报告
激荡的层层回响，都在传递着一个永恒的声音：
王杰，从未离开。

王杰，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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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在任城区越河街道竹竿巷社区书记张宁的办公桌上，
一张母亲张宝芳的照片静静伫立——她是社区的前任书
记。照片右下角，压着一枚温润的“王杰精神”纪念章。
2022年5月，张宝芳倒在工作岗位上，未竟的事业沉甸甸
地落在了女儿张宁肩头。

“妈，您看，我也在这里了。”而立之年的张宁，俯身于
案牍之间，指尖划过待处理的文件。窗外，是她母亲曾丈
量、如今需她扛起的街巷。那枚纪念章，无声诉说着血脉
里的传承：新时代的“王杰精神”，正在这位年轻书记的实
践中焕发坚韧生命力。

去年深秋，辖区内几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严重滞后，
垃圾堆积如山，油污满地无人清理，居民怨声载道。张宁
多次催促物业，收效甚微，网格员反馈，该物业经营困难，
员工工资被拖欠。

居民代表将更换物业的投票结果送到张宁面前，她深
知其中复杂利害。老物业经营多年，骤然更换恐生事端。
然而，民意如山。“干得不好就得让贤，居民们的意见就是
我的意见。”张宁顶住压力，依法启动程序，终止原合同，引
入新物业。

不出所料，原物业人员气势汹汹上门质问，场面一度
紧张。张宁挺直脊背，面无惧色：“服务是物业的本分，没
做好，居民不满意，更换依法依规。有诉求，请走合法途
径，威胁恐吓解决不了问题。”她的话语如磐石般坚定。那
一刻，母亲沉静的目光与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
骨，在她身上化为守护社区安宁的铜墙铁壁。

如何让社区赋闲工人、全职妈妈、小店主破碎的时间
产生价值？这一难题萦绕张宁心头。一次社区钩织活动
让她发现了转机，全职妈妈陆女士将学到的钩织手艺变成
小摊生意，脸上也重现出自信的光彩。

张宁四处奔波，最终与邹城一家外贸厂家达成合
作：社区成立“能工巧匠工作室”，承接简单手工工序，按
件计酬。

消息如春风传遍社区，公益岗人员、宝妈、赋闲阿姨、
小商贩纷纷加入。清晨、午后、深夜的碎片时间，被赋予
了实在价值。“以前空闲时间只能刷手机，现在动动手，一
天挣二三十块菜钱，日子有盼头了。”一位宝妈边缝制布
偶边说。

王杰精神里“为人民服务”的朴素内核，在张宁的巧思
和奔走中，化作了“能工巧匠工作室”里此起彼伏的谈笑声
和指尖翻飞的勃勃生机，让无数个平凡的日子，悄然累积
起微小却真实的幸福。

低保户齐阿姨家的困境是张宁心头重石，50平方米蜗
居里，老伴脑出血丧失劳动能力，八旬公公佝偻，女儿尚在
读书。齐阿姨双侧股骨头坏死，步步钻心痛，却因原单位
社保欠缴致退休手续卡壳、医保失效，十几万元手术费
没有着落。“张书记，我这腿废了，一家老小可怎么办？”齐
阿姨绝望的泪水和颤抖的声音刺痛了张宁。

“阿姨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张宁立即行动，她安排
齐阿姨在工作室做最简单的手工。“坐着就能做，挣点买菜
钱。”微薄收入给这位困境中的阿姨带来一丝光亮。

为从根本上让齐阿姨摆脱困境，张宁抓住参加住房城
乡建设局征集意见活动的机会，力陈齐阿姨的困难：“一套
带电梯的公租房，对她家来说不是改善，而是救命。”她言
辞恳切，眼中是不容置疑的坚持。精诚所至，齐阿姨家被
优先配租。拿到钥匙，齐阿姨泪流不止。

然而，张宁并未因此止步，她为齐阿姨办理退休手续
多方奔走：联系原单位主管部门、跑社保局、反复沟通协
调、补充材料。障碍被一一扫清，退休手续最终办妥。

齐阿姨在老伴搀扶下，将锦旗和感谢信送到居委会。
“感谢党培养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社区是有爱的家，有
这样的好书记，我们感觉很幸福很温暖。”紧握张宁的手，
齐阿姨早已泣不成声。张宁眼眶湿润，轻拍其背如待亲
人。王杰舍己为人的赤诚，此刻融入了张宁奔波的脚印与
锦旗的重量中，化作润泽苦难的暖流。

没有惊天动地，只有俯身倾听、伸手搀扶、迈步踏坎。
在竹竿巷的街巷与万家灯火间，张宁正以无数个沾满泥土
的平凡日夜，在母亲未竟的足迹上，奋力书写新时代“王杰
精神”最温暖、坚实、情真的篇章。这传承，无声却重若千
钧；这脚步，平凡却直抵民心深处。

薪火，生生不息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仰浩
通讯员 孙亚曼

7月8日，济宁能源霄云煤矿通防工区内，刚刚结束夜班
的队长周彦昌卸下光学瓦斯检定器、便携式瓦斯检测仪、多
参数便携式气体检测仪等工具，摘下浸满汗水的安全帽，向
即将下井的工友交接了井下现场的最新情况。这是周彦昌
与矿井“打交道”18年里寻常的一幕。身背斜挎各样仪器仪
表，走遍矿井每一处角落，记录着每一处空气数据，他和通防
工区的队友们是矿井安全的“哨兵”，在千尺井下甘于寂寞，
用实干笃行擦亮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用平
凡却又伟大的守护换来井下的安全。

1974年，周彦昌出生在英雄王杰的故乡金乡县，从小耳
濡目染王杰的英雄事迹，沐浴着王杰精神一路向上而行。
2007年6月，周彦昌由部队转业进入济宁能源集团，如今已
经扎根煤矿一线18载。周彦昌所在的霄云煤矿通防工区区
队被誉为“王杰式区队”，由10名来自天南海北的“老兵”组
成，肩负着矿井通风、瓦斯防治、矿井火灾防治等重要工作。

“王杰对党和人民怀着无比坚定的信仰和忠诚，把个人
利益置之度外，甘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作为王杰
的家乡人，他的精神一直深深感染着我和工友们。”周彦昌
说，由于煤矿工作的特殊性，如果通风系统不完善或出现故
障，就有可能导致井下氧气不足，有害气体聚集，引发中毒窒

息甚至爆炸事故。他们在井下开展的这些工作看似平凡，但
是责任重大。“以我们区队的瓦斯监测人员为例，每一班要在
井下一待就是七八个小时，为了保障工友们的安全，哪里最
深、哪里人最少、哪里最不熟悉，我们越要坚毅前行，坚决不
退缩。”

“不怕苦”“不怕累”“不服输”是周彦昌始终坚持的信
念。“只要是周彦昌队长认准的事，他一定会不停钻研，直到
成功，我们真的很佩服他这种不服输的工作劲头。”通防工区
的刘军深有感触地说。初入煤矿，身为瓦斯检查员的周彦昌
为了掌握过硬的专业知识，反复研读专业书籍，常常放弃休
息，向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请教，边学习边在工作中实践，
在实践中寻找技巧，在技巧中总结经验，在积累的经验中不
断完善自己。井下潮湿、空气质量差的环境很容易造成光学
瓦斯检定器等精密仪器的故障，且维修周期又长，时任瓦斯
检查员的周彦昌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他翻阅了大量有关书籍，从网上搜集资料，拜访业内专家，并
与厂家技术人员多次交流，经过反复思考、不计其数的摸索
练习，终于攻克这一难题。

周彦昌经常打破常规，以独特的视角和思维，和队友们
一起为工作开辟新的路径。在矿井防灭火工作方面，他和他
的团队把创新放在了重要位置，通过建立包括井下束管和光
纤火灾监测系统、人工采样监测系统、安全监控系统的矿井
自然发火预测预报系统，完善了采空区密闭巡回检查分析及
管理制度和密闭构筑及检查管理制度，确保井下的每一分钟

都处在安全的环境中。为了坚决守护好矿井的通风安全，周
彦昌在井下通过无数次实践与琢磨，成功练就了45度高效
侧身测风法，实现了测量精度的显著提升，成为行业内公认
的精湛技艺。周彦昌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工友，
他们十几年如一日，共同守护矿井的通风安全。

“作为霄云煤矿王杰式区队的一员，我们将以王杰精神
为驱动引擎，以严明的纪律、坚强的意志、过硬的技能，立足
岗位、忠诚奉献，攻坚克难战煤海，奉献能源为人民，为矿井
安全生产筑牢坚实防线。”周彦昌说。

千尺井下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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