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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国 家
宪法日来临
之际，平利县
开展“大力弘
扬宪法精神，
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文化”
主题宣传活
动，通过发放
宣传手册、有
奖问答等方
式，让宪法知
识家喻户晓、
宪法理念深
入人心，形成
群众自觉学
习、 遵守、维
护宪法的浓
厚氛围。

余亚男 摄

镇坪，一片巴山深处的康养福地，一座德润人
心的文明之城。 历经岁月沉淀，饱受沃土惠泽，善良
淳朴的镇坪人，用一次又一次的善举，温暖着人心。

11 月下旬， 正是巴山彩叶美得肆无忌惮的时
节，从海拔 300 米到 2000 米，漫山遍野的林木披红
挂彩，把山乡大地装点得无比绚丽。 此际，镇坪红叶
节举办在即，被美景吸引的摄影爱好者曾莎独自从
湖南辗转来到镇坪。 在航拍过程中，曾莎的无人机
不慎坠落山坳，正当她懊恼不已之时，村民柯其宗
无惧危险，爬坡过坎，连夜帮她找到了无人机。 这一
小小的凡人善举， 在曾莎的心里泛起无尽的涟漪，
她忍不住把这一际遇分享到互联网上，引起了无数
网友的点赞与共情。 “比美景更美的是人心。 ”而当
记者深入挖掘这件事的始末，亦发现，在镇坪这片
温暖的土地上，人性的光芒如涓滴成海，早已奔涌
成潮，回荡滚滚涛声。

一次善举温暖一颗心

今年之前，湖南人曾莎从未听说过镇坪，在互
联网上看到镇坪县如诗如画的美景时， 她起心动
念，从长沙坐飞机到西安，又租车辗转数百公里来
到镇坪。 一路上，她边走边拍，秦巴山的壮美之景给
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天下午，她按照惯例，取出无
人机准备航拍一些高空景象，正当她沉醉于画面里
的迷人景致时，无人机却猝不及防跌下山崖，这让
曾莎的心情也瞬间从高地跌落到谷底。 “当时天快
黑了，我就想着把机器收一下，没想到突然掉下去
了，只能看到无人机上面微弱的灯光在闪，我心里
特别着急，因为对路况不熟悉，下面又都是树，不敢
贸然去找，再者想到如果明天再找，电量耗尽灯也
不亮了， 更不可能找到， 就白白损失掉一台无人
机。 ”回忆起当时的境况，曾莎直言，“心里特别无
助，原地踌躇了一会儿后，还是决定先下山，入夜后
天气也特别冷，只能确定大概的方位等天亮了再去
找找看。 ”

沿着蜿蜒的山路，曾莎的心里七上八下，城关
镇小河村村民柯其宗就是在这个时候闯入了曾莎的眼帘。 “当时我碰
到柯大哥后，就只想问问无人机掉落的地方路该怎么走，没想到他直
接说要去帮我找，我想着天黑了也很危险，连忙推辞，柯大哥说他对山
里的情况比较熟悉，让我放宽心，我才同意他进山去帮我找机器。 ”吃
下定心丸的曾莎焦急地在原地等候，不多时，她便接到了柯其宗打来
的电话。 “妹子，无人机给你找到了，就是有两个桨叶不见了，我帮你在
树叶底下翻到了一个，另一个实在找不到了……”听到这话的曾莎霎
时间就被感动到眼角潮湿。 “我当时鼻子一酸，就想着怎么会有这么好
的人，帮我找到机器就算了，他还在树叶里面扒拉那么久，给我找桨
叶，后面我想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就说加上微信，柯大哥连连摆手说算
了，怕我给他转账，微信都拒绝了添加。 ”拿到无人机的曾莎心里感慨
万分，在千里之外的小山村，她被镇坪当地淳朴的民风和老百姓的善
良所触动，将事件的始末发布在网络上，柯其宗也一下成了远近闻名
的红人。

谈及当时为何不惧危险，义无反顾地帮助他人，柯其宗说：“当时
没想那么多，就想着她一个小姑娘，又大老远地来到我们镇坪，几万块
的无人机丢了，心里肯定很着急，就赶紧打着手电筒去帮忙找一下。那
里也没有路，只能靠手扒拉开树枝，一点点去找。 ”

事后，当曾莎定制的锦旗送到柯其宗的家里时，这个善良的巴山
汉子露出了腼腆的笑容，羞涩地说道：“我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而已，换作旁人，也会一样帮她的。 ”

众人拾柴情暖一座城

事实上， 柯其宗热心帮人找无人机的事迹在镇坪也的确不是孤
例，因为风景旖旎，每年都会有大量外地游客来到这里，饱览巴山美景
时，也会将航拍镜头对准崇山峻岭。有无人机坠落的事件发生时，游客
一般会求助当地村民。 “游客找上村民后，大家都会积极去帮忙找，实
在遇到路况复杂、山高林密的情况，也会向游客说明。再加上镇上也会
经常组织各种精神文明宣讲活动，号召群众争做好人好事，大家崇德

向善的积极性就更足。 ”城关镇小河村党支部书记陶忠山介绍道。
丰饶美丽的镇坪县，靠着美景、美食和淳朴浓郁的乡情乡味，近

年来屡屡刷屏朋友圈，好人好事也层出不穷。
2021 年，刚参加完高考的钟宝镇旧城村村民陈宝川，在危急时刻

毫不犹豫跳入水中，用双手救起了落水母子，挽救了一个家庭。2022 年
第二季度，陈宝川被评为“中国好人”。 同年“9.19”特大洪涝灾害中，镇
坪县曙坪镇桃元村村民匡松在危难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克服艰难险
阻，勇敢救下被落石砸伤的村民和被卡车卡住腿部的司机。 今年 1 月
份，一名老人不慎掉入南江湖水库，城关镇竹节溪村民王兴林路过发
现有人落水，毫不犹豫跳入 10 余米深的水中营救落水者，就在王兴林
体力将要耗尽时，村民张祖兵和曾进也奋不顾身跳入水中，加入了这
场生死救援中，然而由于救援难度大，这三位挺身而出的村民竭尽全
力也未能把老人救上岸，这时，十几个村民闻讯而来用一根麻绳合力
将 4 人成功救上了岸……在民风淳朴的镇坪，见义勇为、崇德向善，甚
至无畏生死帮助他人的感人事迹不胜枚举，这片古老的土地，也因这
些闪烁着崇高美德的凡人善举，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一城之花常开竞芳华

新风润乡村，入目皆是景。 淳朴民风、文明新风扑面而来的镇坪
县，除了当地群众本身具备的良善底色，也离不开当地政府孜孜不倦、
持之以恒地狠抓精神文明建设。

自 2018 年以来，该县把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固本塑魂工程，深
入推进“弘德镇坪”建设，充分发挥道德榜样和身边好人的引领作用。
全县各村（社区）每季度开展一次道德评议会，截至目前，全县共开展
道德评议会 1258 场次，评议正面典型 2225 个，并给与正面典型一定
的物质奖励或爱心超市积分，表扬先进，贬斥失德失范行为，为群众树
立身边典型，引领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同时大力选树身边道德典
型，深入挖掘凡人善举，精心组织“中国好人”“陕西好人”“安康好人”
的推荐评议和学习宣传。 2018 年至今，该县“中国好人”上榜 3 个，“陕
西好人”上榜 11 个，“安康好人”上榜 13 个，身边好人上榜人数为全市
各县区之最。

为广泛宣传先进典型，镇坪县还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立“好
人馆”，在全县各村（社区）、文明单位设立“善行义举榜”，在镇坪融媒
开设专栏，广泛宣传镇坪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故事，让见义勇为、助人
为乐、孝老爱亲、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的品质蔚然成风，让文明之风吹
遍各个角落。 村（社区）建立“一约四会”制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民风建设融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重点对奢侈浪费、恶霸乡里、
不诚不孝、打牌赌博等行为进行打击，大力倡导见义勇为、诚实守信、
助人为乐、孝老爱亲，让农村陈规陋习得以革除，文明新风逐步树立；
建立《镇坪县礼遇和帮扶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办法》，重要
节日开展县级领导慰问先进典型活动。

镇坪积极组织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参加重要庆典、纪念活动；为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免费健康体检、实行免门票或优惠参观县内景区景
点；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给与帮扶，在全社会形成了人人
爱模范、赞好人、颂美德、学先进的良好风尚，让“好人有好报”成为共
识，让文明基因植入城市血脉，努力打造“崇德向善好人镇坪”品牌，以
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

一系列举措的落地实施，一项项先进事迹的大力宣扬，促推镇坪
县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文明成为最鲜亮的底色，在
巴山深处舒展出精神之花常开长盛的斑斓画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8 岁，正值青春年
华，一头扎进抗日游击
队；23 岁， 在瓦子街战
斗中浴血奋战 40 多个
小时， 击退敌人 30 多
次 ，全连 140 人 ，牺牲
127 人， 他成为幸存者
之一；经历无数次枪林
弹雨 ，荣获两次 “一等
功”，获得“解放”“独立
自由”等多枚奖章……
他就是赵玉先，一位直
到离世也未曾向外界

展示“功勋薄”的老兵。
1990 年， 当时身为陕西平利合作社退休职工的赵玉先去

世后，子女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压在箱底的证书、奖章以及
陈旧的军装，但他们此前从未听父亲说过立功的事。 2023 年 3
月，他的后人在网络偶然看见“硬骨头六连”的一面旧战旗上
有“赵玉先”这个名字。 “这个‘赵玉先’是不是我们的父亲？ ”今
年夏天，赵玉先的子女带着疑问来到“硬骨头六连”，经过核
实，最终确认赵玉先为“硬骨头六连”的一名战斗英雄。

陆军某旅“硬骨头六连”是一支有着红军血脉、立下赫赫
战功的英雄连队，组建 84 年来，先后参加战役战斗 161 次，
荣立一等功 9 次、二等功 28 次。 1964 年被国防部授予“硬骨
头六连”称号，1985 年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硬六连”称号。

2023 年 8 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专题片《逐梦》第六集
《永远守住根与魂》，播放了“硬骨头六连”寻找抗战老兵赵玉
先的故事。 自此，这位深藏功与名数十载的老英雄在离世 30
多年后，重新被人们所认识。

全连仅剩 13 人，也要拼死取得“最后的胜利”

1925 年，赵玉先出生在山西省原平县辛庄村的一个贫穷
农民家庭，8 岁起为地主放羊谋生， 饱经压迫和剥削。 1938
年，日军占领山西后，经常进村烧、杀、抢、掠。 眼睁睁看着同
胞被残害、家园被掠夺，赵玉先暗自发誓：一定要让侵略者付
出代价！18 岁时，他毅然选择加入了新庄村抗日游击队，后在
队长的带领下，投靠了晋察冀军区哼代支队。

因为作战勇猛、 不畏艰难，1944 年赵玉先被任命为支队
第四班长，先后在山西嵉县、代县、原平、忻州、五台以及河北
邢台、石家庄等地与日军进行抗战。 在一次战斗中，他带领的
四班消灭了鬼子 100 余人，一时轰动上下，被人称为“虎将”。

1946 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人民解放战争开始。1947
年，哼代游击队被列为中央正规军三五八旅，由于表现突出，
赵玉先被任命为四团二营六连二排排长，在彭德怀、贺龙的
带领下，参加了保卫延安战役。

1948 年 2 月， 历史上西北战场的一次重要战役———“瓦
子街战役”打响。 在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
军集中 5 个纵队、7.2 万人的兵力，利用黄龙县瓦子街地区的
地理优势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

在本次战役中，赵玉先所在的六连担任主攻连，当敌人
进入瓦子街包围圈后， 全员将士在他的带领下浴血奋战、奋
勇杀敌，在 40 多个小时里，打退敌人 30 多次由排到营规模
的进攻。 所有子弹打完了，赵玉先便脱下棉衣，拿着刺刀与敌
人拼杀。 全连 140 人，127 人血洒疆场，赵玉先仍然顽强地坚
守阵地，直至取得最后胜利，最终成为全连幸存的 13 名战斗
英雄之一。

“据父亲后来讲，那时候打仗什么也不怕，当时敌人拿枪
拖照着他胸腔就是一下， 把肋骨打断了 3 根， 他仍坚持抵
抗。 ”赵玉先的大女儿赵清玉回忆，“父亲说‘我一点也不后
悔，那么多人在战场上光荣牺牲了，可我赵玉先活下来了，我
还有后人，我是幸运的。 ’”

“140 名官兵牺牲 127 人， 这个故事一直激励着我们，我
作为连长，如果有战争，我们要申请的肯定是最难的那场战
斗、最危险的那场战斗。 ”在央视的镜头下，陆军某旅“硬骨头
六连”连长王刚说。

炮火近在咫尺，也要做到“最后一个撤离”

1948 年 10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各个纵队向
荔北国民党防御阵地发起的荔北战役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
赵玉先所在的七一四团六连，素以“能攻善守”著称，奉命守
卫在胶泥坡口，掩护主力部队向后转移。

由于国民党军队一整天的重炮轰击和飞机扫射，六连阵
地和上级之间的通讯联系已经断绝。 两翼的兄弟部队根据上
级安排，在黄昏后悄悄撤走，而赵玉先和六连的战士们因为

未能及时接到命令， 在胶泥坡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一整天，直
到营里发现并派人通知才决定撤出。 但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
借势偷袭，赵玉先主动请缨与其他两名将士继续留在阵地对
国民党军队进行监视。

“国民党军队近在咫尺，将士们都已撤离，继续留在这里
就像守在狼群门口的羊，境地十分凶险。 ”赵清玉分析说，“父
亲这分明是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 ”

在荔北战役大获全胜后的表彰大会上， 赵玉先荣立一等
功。 之后几年，赵玉先又参与了解放青海的一系列战斗，过程
中由于表现突出再记一等功，并被任命为二营六连副连长。 新
中国成立后，因表现优异，先后被提为五五师一六五团九连连
长、二营副营长，并于 1955 年荣获“解放”“独立自由”奖章。

如今，赵玉先的故事已成为“硬骨头六连”教育官兵敢于
牺牲、对党忠诚的生动教材，也成为连队官兵逢人必讲的英
雄故事。 先辈传承下来的基因已流淌进以“90 后”“00 后”为
主体的新时代官兵的血脉中。

病危寸步难行，也要交齐“最后一笔党费”

1962 年，赵玉先响应国家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青海辗转奔赴大西北，来到妻子的
家乡———陕西省平利县开展工作。 自此开始了在秦巴山区
“隐姓埋名”、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日子。

“过去经常有人劝说父亲去找组织帮忙安排工作， 父亲
总是义正词严地拒绝。 ”赵清玉回忆，在平利县生活期间，赵
玉先从未跟别人提起过自己的战功，更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
何要求。 后来为了带动群众发展产业，赵玉先和群众一起组
建了陕西平利合作社，并担任负责人。

“那时候，父亲一门心思扑在合作社的工作上，不分白天
黑夜帮助群众谋发展。 在生活中，谁家有困难，他总是第一时
间伸出援手，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 ”赵清玉说，“无论是在工
作还是在生活中，父亲始终保持老英雄、老党员、老革命的本
色，永葆奉献初心，从不居功自傲”。

赵玉先育有 6 个子女，在他本人的影响下，四女儿和孙
子都选择了当兵，女婿中也有三个从军。 “四妹去新疆当兵时
候，父亲专门交待她：‘你既然选择了从军，就要在部队里好
好干，要能吃苦、讲奉献，决不能当逃兵。 假如你当了逃兵，你
就不是我赵玉先的女儿’。 ”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赵清玉对

这件事仍记忆犹新。
在赵玉先的所有身份中， 党员是他最看重的身份之一。

自 1948 年入党后，他始终坚守着共产党员的信仰，一生都不
曾动摇。1990 年，他病情危重卧床期间，仍记挂着没交的三个
月党费。 “当时家里穷，大家都没钱，我们几个子女一起想办
法才凑齐了这笔党费。 在帮助父亲交完党费后，他才如释重
负一般离开了我们。 在他心里，这是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
一件大事。 ”赵清玉哽咽着说。

在赵玉先离世后的 30 多年里， 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始终鼓舞着子女们。 “无论面临什么困难， 我们都会想起父
亲。 和他比起来，和打仗比起来，我们吃的这点苦算什么。 所
以无论走到哪，面对什么艰难险阻，我们都是不怕的。 ”赵清
玉说：“父亲的革命精神、党性修养、为民情怀、顽强意志永远
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

2023 年，在和“硬骨头六连”“相认”后，赵玉先的子女们
毫不犹豫地将父亲曾经穿过的军装捐给了部队。 如今，“硬骨
头六连”老连旗上的 66 位老英雄，已经找到了 11 位。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老兵赵玉先的英雄往事
记者 肖兵 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王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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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柯其其宗宗接接过过锦锦旗旗。。

年轻时的赵玉先。

赵玉先所获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