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位战斗英雄，两次荣立“一等功”，荣获
“人民功臣”称号。 转业两年后的 1962 年，响应
国家号召退职回家务农，深藏功名，保持本色，
初心不改。

硬骨头六连的“光荣榜”写着“赵玉先”

“赵玉先！ ”
当这个名字跃入眼帘时， 小柯心头一颤，

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我外爷的名字吗！
小柯偶然发现的，是南部战区在网站上发

表的英模部队巡礼：《硬骨头六连：传承“硬骨
头精神” 让硬骨雄风代代相传》。 报道中一幅
图片———写着“光荣榜”的红布上有“赵玉先”
的名字。这块红布是老连旗的一部分，1951 年，
时任连长胡开珍在上面记录了刘四虎等 66 位
英雄模范的姓名、6 个模范班级的名称。

这个“赵玉先”是不是我的外爷？ 在军队供
职的小柯，犹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异常兴
奋，迅速将消息告诉了长辈：硬骨头六连的“光
荣榜”写着“赵玉先”！

时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 与这面“光荣榜”
的形成已经相距 72 年。

“硬骨头六连”是一支传承红军血脉，立下
赫赫战功的英雄连队。1939 年 3 月组建于河北
雄县，1964 年被国防部授予“硬骨头六连”荣誉
称号，1985 年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硬六连”荣
誉称号，2020 年 7 月被中央宣传部授予 “时代
楷模” 荣誉称号，2021 年 7 月入选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 “100 位重要英雄模范名单”。
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1 月 18 日给硬骨头六
连全体官兵回信， 勉励他们牢记强军目标，传
承红色基因，苦练打赢本领，把“硬骨头精神”
发扬光大，把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并向官兵
们和他们的家人致以新春祝福。 “硬骨头六连”
以 “三股劲”“四过硬”（压倒一切敌人的狠劲、
百折不挠的韧劲、坚持到底的后劲；战备思想
过硬，战斗作风过硬，军事技术过硬，军政纪律
过硬）而闻名于全军全国。

在战场上，一个个六连人倒了下去，而硬

骨头的旗帜却立了起来。 那旗帜是六连集体的
光荣，也是六连人的光荣。 赵玉先名字的出现，
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925 年 3 月 5 日，赵玉先出生于山西省崞
县（现原平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时生活困
难，曾随母亲讨饭，稍大后即放羊、给富人做短
工。 1943 年 7 月，面对日寇的烧、杀、抢、掠，18
岁的他毅然加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崞代支队，
从此开始了血雨腥风的战斗生涯和革命历程。

他没有上过学，却有一副好身板，长到一米
八五。 参加过抗日游击战、解放战争中的石家庄
战斗、青化砭战斗、羊马河战斗、蟠龙战斗、攻打
榆林、沙家店围歼、瓦子街战斗、扶眉战役、荔北
战役、固关镇战斗、追歼马步芳匪部等数十场战
役战斗，并多次立功受奖。 1950 年被西北军政委
员会授予“人民功臣”称号，1955 年被中华人民
共和国授予“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

他像一块璞玉，自然而纯粹，觉得除了生
我者父母，自己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 参
加抗日游击队时，他的信念是抗日救国；进入
解放战争，他的信念是解放全中国；新中国建
立后，他的信念是报效国家。

对这个赤胆忠心、蛮劲有余而知识缺乏的
基层指挥员，部队在着力培养。

1951 年 1 月，赵玉先被选送到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一步兵学校（位于天水），编在一大队二
中队。 虽然做梦都想学习文化，可时值抗美援
朝刚刚开始，多年奔驰在战场上的他一时还不
习惯坐在平静的教室。 “不进课堂，要上战场！ ”
他的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七嘴八舌：叫
我们学文化，我又不当文化教员；叫我们学算
术，我又不当司务长！ 我们要学五大技术新式
武器，去消灭美国鬼子! 经学校领导教育引导，
他端正了学习态度 ，从 “速成识字法 ”扫盲起
步，向着“文武兼备”的高峰攀登。 射击训练中，
对快速出现的隐蔽目标射击百发百中；在学校
运动会上，手榴弹掷远成绩，弹均 76 米，名列
全校第二，被称为“枪榴弹筒”（一种美造装在
步枪上发射榴弹的兵器）。

因为军事技术过硬，他被选送到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位于南京）参加军委
训练部举办的射击训练队。 来自全军的“神枪
手”“狙击手”会聚校园，让他大开眼界。 其实，
在这高手如林的训练队中，他并不逊色，“善打
移动靶的高个子”，是令人称羡的对象。 两个月
的射击训练，使他的射击天赋和过硬的军事技
术名扬校园。

4 年步校学习期满，赵玉先获得毕业证书。
扫除了文盲并接受过系统教育的赵玉先，

回到部队后得到提拔，先后担任五十五师一六
五团二营七连连长、侦察股长。

1955 年冬，赵玉先奉命到陕西省平利县接
收新兵， 首长同时交代的另一个任务是找对
象，因为他此时已年届三十还孑然一身。 经县
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与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 18
岁农家姑娘姜宏莲相识。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
解，第二年夏季，赵玉先又到平利，办理结婚证
并举办婚礼。 几天后就带着妻子返回部队。

1960 年，赵玉先以五十五师一六五团二营
副营长身份转业到地方。 历任青海省地矿局汽
车队副队长、 青海省地矿局天鹏农场科长、场
长，刚察农场书记等职。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大精简”的 1962
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减轻国家负担，赵玉先
申请退职 ，放弃 “行政十八级 ”及月基本工资
128.5 元 （原部队工资标准）， 回到妻子的娘
家———陕西省平利县吉阳区八里公社姜家坳
大队（现城关镇龙头村），当起了农民。

因为战争太过残酷，眼见很多战友牺牲在
战场，赵玉先不忍回忆，加之本身就是个寡言
少语之人，他很少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
和赫赫战功。 那些金灿灿的奖章和红彤彤的证
书，就像沉入湖底的玉石，不为世人所知。

1990 年 10 月 29 日，赵玉先因病去世。 子
女整理遗物，置于箱底的奖章、证书得以“重见
天日”。

子女开始探究父亲的足迹，特别是在部队
的经历。

他的名字犹如夜空中的一颗星星， 闪烁
着，具象、璀璨而又缥缈。

“赵玉先排”锦旗赠给二排

2023 年 3 月 31 日。 广东惠州。 阳光灿烂，
百花争艳,草长莺飞。

驻扎在这里的南部战区某旅硬骨头六连，
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赵玉先的子女一行 4
人带着疑问来到部队。

他们先被安排在荣誉室里参观。 一幅幅照
片、 一件件实物呈现的硬骨头六连的光辉历
程，令人目不暇接，心灵震颤。

一把刺刀 ，已无木柄 ，前部弯曲 ，锈迹斑
斑， 但岁月和时光淹没不了它闪闪发光的质
地。 垫在刺刀下边的红色呢绒，印着“铮铮铁骨
英雄六连”8 个魏碑体金色大字， 透着雄强厚

重之气。 讲解员说：“这把刺刀是刘四虎用过
的，功劳可大了……”曾在部队服役、有“神枪
手”之誉称的幺女赵云，目光盯着刺刀，神情凝
重，若有所思。 “刘四虎！ 是的！ 这就是我小时
候爸爸讲过的所在连队的特等战斗英雄！ ”

1948 年 2 月，在宜川战役攻占瓦子街东南
高地战斗中， 刘四虎所在连担负主攻任务，他
率全班奋勇突进，连续攻占两座山头，当接近
国民党军军、师、旅部所在地时，遇敌强大火力
阻击，战友相继伤亡。 他奋不顾身，只身冲入敌
阵，英勇格斗。 随后被 10 余名敌军士兵包围，
毫无惧色，奋力拼刺，拼弯了刺刀。 战斗中，为
救护战友，身体 11 处被敌刺伤，被西北野战军
授予“特等战斗英雄”称号。1950 年出席全国战

斗英雄代表会议，排名第一，成为享誉全军的
拼刺英雄。 “父亲曾说，刘四虎是我们连的大英
雄；我曾和他并肩作战。 ”面对这把刺刀，赵云
一脸的敬仰，热泪模糊了双眼。

这就是一个英雄对另一个英雄的影响，军
人血脉的代代赓续！

在赵玉先子女与部队联系时，恰好部队也
在寻找“光荣榜”上一些老兵的下落，搜寻英雄
事迹，此时才找到 10 位老兵。

经过核实，部队确认赵玉先是硬骨头六连
的一名战斗英雄。 并迅速制作了“赵玉先排”锦
旗。

在赠旗仪式上，硬骨头六连将锦旗交给二
排， 孙指导员庄重地说：“这面锦旗赠给二排，
希望你们铭记英雄，再立新功！ ”接着为赵玉先
的子女颁发了纪念牌。 子女们激动万分，泪如
雨下，在心里说：“爸爸，部队没有忘记你呀！ ”
幺女赵云代表父辈后代作了发言，将父亲生前
的一件军棉衣郑重地捐赠给了连队。

此后不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在硬骨
头六连采访时，得知这个消息，迅即赴赵玉先
遗孀及儿子居住地———新疆和田采访。

2023 年 8 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放专题
片《逐梦》第六集《永远守住根与魂》，讲出了硬
骨头六连寻找抗战老兵赵玉先的故事。 从此，
赵玉先作为一位深藏功名数十载的老英雄，在
离世 30 多年后重新被世人所知晓、所谈论。

人们感叹唏嘘，敬佩不已。 原来，这么了不
起的英雄就是陕南平利人！ 英雄离我们这么
近！

是的，赵玉先原本就与平利有缘。 他曾经
所在的十九军五十五师两次解放平利，涌现出
了“突破鹰嘴岩，直取长安坝马江水英雄连”；
“硬骨头六连” 发源于贺龙的部队，1932 年，由
于在湘鄂西苏区反击蒋介石第四次围剿失利，
贺龙率红三军 3 个师 1 万余人从洪湖根据地
突围转战，12 月途径平利，后入四川；而平利人
廖乾五作为贺龙的同事，是贺龙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两位介绍人之一。

平利县委迅速做出安排： 为赓续红色血
脉，传承弘扬“硬骨头精神”，教育砥砺全县广
大党员、 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攻坚克难、拼
搏创业，我们应对赵玉先同志光辉事迹进行挖
掘宣传。

于是，由多个部门人员组成的两支赵玉先
事迹寻访组，奔赴广东、青海、新疆、甘肃及陕
西西安等地，走近老英雄的遗孀、子女，走进老
英雄曾经的单位同事、知情人，走近党史研究
室、档案馆、图书馆、故纸堆。

中共大荔县委组织部、中共大荔县委党史
研究室编的党史资料 《荔北丰碑》《辉映同州》
等文献，记载了赵玉先的英勇事迹；上海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血染战旗红———硬骨头
六连之歌》 记载：“二排长赵玉先带领两名战
士、 两挺机枪……”；《平利县志》《平利县军事
志》也有相关记载……

战场上的“虎将”

谁高出众人一筹， 谁在众人眼里就是英
雄。 赵玉先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
的优秀基层指挥员，他以“高人一筹”而成为一
位真正的战斗英雄。

刚参加抗日战争时，赵玉先所在的辛庄村
抗日游击队缺少枪支弹药，他们就用土地雷与
日军斗争，常常偷袭小股敌人。 不久就缴获一
批枪弹，在队长的带领下编入了八路军晋察冀
军区崞代支队。 由于他作战勇猛，不畏艰难，得
到上级赏识 ，1944 年被任命为支队第四班班
长。 他们在山西崞县、代县、忻州、五台以及河
北邢台、石家庄一带抗击日军。 在一次战斗中，
赵玉先带领四班消灭鬼子 100 余人， 被称为
“虎将”，一时轰动全支队。

1947 年，崞代游击支队被编入晋察冀军区
独立旅一团， 随后编入八路军一二 O 师三八
六旅，赵玉先任四团二营六连二排排长。 他历
经长途行军，由古北口、张家口、水源、包头，来
到陕北延安。 在彭德怀、贺龙指挥下参加了保
卫延安战役。

在赵玉先参加的数十场战役战斗中，瓦子
街战役、荔北战役尤其记忆深刻，写进了履历。

1948 年 2 月，西北野战军在司令员彭德怀
指挥下，采取围城打援战法，以部分兵力将国
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六师围在宜川城内，主力包
括赵玉先所在的第一纵队等三个纵队，进入宜
川以西的瓦子街地域待机打援。 敌人的 4 次冲
锋， 都在第一纵队六连的反击面前败下阵来。
休整了三四个小时后，敌人改变策略，以少数
兵力佯攻六连阵地，以主力猛攻六连的友邻阵
地，企图拿下友邻阵地之后再收拾六连。 六连
的阵地比较靠前， 对敌人的活动看得一清二
楚。 当敌人接近兄弟连队的阵地时，二排排长
赵玉先立即带着两名战士、两挺机枪，忽地跳
出阵地，三脚两步跑到梯田边上，兜屁股狠狠
地向敌人扫射起来。 敌人哪里经得起如此猛烈
的前后夹击，就像镰刀割麦一样成片倒下。 友
邻阵地上的同志们站起来呐喊道：“打得好，打
得好！ 谢谢你们的主动协同！ ”经过浴血奋战，
全连 140 人牺牲了 127 人， 赵玉先是 13 名幸
存者之一。 他们取得了最后胜利。

由于思想积极，作战勇敢灵活，战功突出，
赵玉先 1948 年 3 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1948 年 10 月展开的荔北战役， 进攻时赵
玉先担任突击队长。 他带领战士们奋战在前沿
阵地，弹药打完，便从敌尸中搜集手榴弹，硬是
把敌人砸了下去。 后来六连奉命掩护部队转
移，由于敌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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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在黄昏后悄然撤走，
六连因为未能及时接到命令， 仍然继续坚守在
胶泥坡阵地上。 直到营里发现六连未能跟上，派
了两人一路寻来，他们才撤出尸横遍野的阵地。
为了防止敌军借势偷袭，六连在撤出阵地后，需
要留下断后人员，对敌军进行最后监视。 敌军近
在咫尺，战友们都将撤离，留在这里就意味着把
生的希望送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排长
赵玉先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与战士高家凯、王
立奇一起留了下来。 谁知过了不久，他就发现不
远处的高家凯抱着枪倚在战壕直喘粗气， 很不
正常。 高家凯在此前的战斗中头部已受重伤,因
失血过多，这时出现了间接性昏迷。 赵玉先和王
立奇要背他撤退， 已经不能说话的高家凯只是
摇头，把自己的枪交给王立奇，双手仍然紧紧握
着那颗手榴弹。 他不愿连累战友，还要为革命出
尽最后的力气。赵玉先和王立奇忍痛离开。 一阵
炮声过后，十几个敌兵出现在高家凯的面前。 他
毅然拉响手榴弹， 走在最前面的 5 个敌兵被炸
死，其余的敌兵惊得仓皇溃逃。

战役结束后，高家凯被授予“特等战斗英
雄”称号，赵玉先荣立“一等功”，参加了师英模
表彰大会。

英雄来自勇敢地挑战生命的极限，不怕牺
牲。 立功亦如是。

经过休整后，1949 年夏，部队向甘肃、青海
大进军。 时值盛夏，赤日炎炎。 我军因车辆很
少，战士们徒步前进，跋山涉水，行进艰难，尤
其是体弱者难免掉队。 身强力壮的赵玉先常常
帮战士背枪挑担。 随后担任行军后卫工作时，
遇着生病或掉队的战士， 就背着他们及时赶
上。 夜晚宿营，又查铺查哨，给后进战士打气鼓
劲。 就这样，部队跨过了陇东干旱地区和其他
行军环境恶劣的区域，经天水、武山、临洮、临
夏，直捣马步芳的老巢———青海西宁。

在漫长的行军途中， 赵玉先被称为 “骡
子”。 这是战士们对他的戏称，也表达了对他吃
大苦耐大劳的由衷赞赏、敬佩和感激。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冬季总评时，赵
玉先被评为全团行军模范干部，荣获“行军模
范”称号，再次荣立“一等功”，还被提拔为六连
副连长。

从 1958 年开始， 赵玉先又参加了青海平
叛的一系列战斗。 他所在的部队在化隆、刚察、
果洛等地剿匪，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大获全胜。
由于表现突出，战绩显赫，由连长提拔为步兵
五十五师一六五团二营副营长。

战争环境恶劣，缺医少药，加上不爱惜自
己的身体，他在这次平叛剿匪中染上了严重的
皮肤病，久治不愈。

皆晓英雄名，谁知个中味……

“我在地上捡苹果蒂吃的时候，怨过父亲”

1962 年赵玉先从青海退职回到平利农村务
农。 由于名下没有土地，两年后他在县城大什字
买了一间 46 平方米的“桶子房”，定居谋生。

此时，成立不久的平利合作总店，困难重
重，举步维艰，需要一个新的带头人。 经他人推
荐，1965 年主管部门县商业局任命赵玉先为合
作总店主任。

这是一个集体商业，本小利微。 赵玉先把
社会闲散人员———县城有技术或有房屋、设备
而无职业的困难群众组织起来， 拾遗补缺，报
团取暖。合作总店下辖 1 个旅社、2 个理发社、1
个清真食堂。 服务对象主要是以老正街为重点
的居民和乡下的农民。 合作总店归属县商业局
下设的糖业烟酒公司领导， 员工多为中老年
人。 管理人员除了主任，就是会计出纳，里里外
外的管理事务都得赵玉先亲力亲为。 他一门心
思扑在工作上，呕心沥血，千方百计帮助大家
谋福利。1971 年 3 月后分别由百货公司及副食
品公司、饮食服务公司代管，他仍然担任主任，
直至 1980 年卸任。 这期间，谁家有了困难，总
是尽力帮助。 如果遇到谁恃强凌弱，就“路见不
平一声吼”。

耿直的个性、一贯的作风、做人的准则，使
他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非常严格。 他认为具备
条件的年轻人应该在军队的熔炉里经受锻炼，
女儿找对象也首先考虑军人。 他生育有 6 个子
女，四女和幺女当过兵，女婿中有 3 位参过军。
他的工资加上妻子在旅社当会计兼服务员的
工资收入，支撑家里的各项支出，实在捉襟见
肘，入不敷出。 但他从来都没有找组织解决家
庭生活困难，没在单位占一点便宜。

老同事沈德新说：“在我和赵玉先同事的
几年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清真食堂每次屠宰
牛羊后， 会把剔下来没人要的骨头堆在后院，
由于当时赵玉先家里人口多、工资低，为了给
正在长身体的几个子女改善伙食，他在这些骨
头堆里挑拣还有些筋肉连着的骨头，带回去给
子女炖汤。 他在工作中传承了部队作风，工作
冲锋在前，带队下村收货，带头打扫卫生，带头
遵守纪律。 同志犯了错误，他就严厉批评，对一
切歪风邪气坚决抵制，谁家有困难，工作上遇
到问题，他总是热情相帮，对于上级安排的任
务，总是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 由于我教过书，
文化程度比他高， 他经常向我请教工作安排、
总结怎么写，讲话怎么说，某些字怎么写，但从
来没听说过他在部队立功受奖的事情。 ”

熟知赵玉先的孟声凤、王祖明说：赵玉先
人品很好， 严以律己， 干事情总是身先士卒。
“前几天我们才从他女儿那里知道， 原来他在
部队取得过那么多荣誉。 可是赵玉先从来都没
有给我们说过。 ”

年已 47 岁的幺女赵云记忆最深的是，小时
候因为没钱买苹果又想尝尝， 在街上捡苹果把
把（苹果蒂）吃，被妈妈看到了，教训了一顿，妈妈
心疼地从集市上买回便宜的烂苹果， 削掉烂巴
子给女儿解馋。 “我在地上捡苹果把把吃的时
候，怨过爸爸：人家的孩子有苹果吃，他咋不给我
买！”她说，“我最盼望爸爸让我上街买酒，因为买
酒以后多少能剩一点钱，可以买糖吃。 ”

年已 57 岁的赵淇是赵玉先唯一的儿子，
应该是最受疼爱的，但他并没有吃到什么“偏
碗子”。他说：“父母对我的要求很高。我八九岁
的时候，就上山打柴火，星期日到三里垭去背
石炭，天不见亮就出门，晚上天黑了才回家，往
返十几公里。 ”“我小时候经常去食堂，看到蒸
馍、烧饼、水煎包子、油馍等等好吃的，很眼馋，
但是没谁给我， 也从来没在家里吃过这些东
西，爸爸没有拿回来过。 ”

家里 8 口人， 住房却只有 40 多平方米；当
着企业领导，日子却过得如此困窘。 妻子难免唠
叨，要找组织，或者想点别的什么办法。 他却守
身如玉，绝不贪图不义之财，绝不向集体和国家
伸手。 年已 66 岁的大女儿赵清玉说：“当时生活
非常困难，我母亲有时候有些抱怨，希望能找原
单位解决一些问题。 但爸爸总是说，我们那么多
战友都在战场上牺牲了，我现在有老婆有子女，
够幸运的了，比他们强多了，这点困难克服克服
就过去了。 他病重期间，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还
记着党费没有交，叫我们及时把党费交上。 ”

玉质铁骨！ 赵玉先具有玉石般的质地、钢
铁般的硬骨！

目睹那历经岁月侵蚀仍然金光灿灿的勋
章，不禁浮想联翩。 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在开
天辟地的革命中，在伟大复兴的建设中，无数
先烈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矢志
奋斗，英勇牺牲。 那些幸存者，初心不改，矢志
不渝，即使身处逆境，仍然把祖国和人民举在
头顶。 他们的名字像璀璨的星斗，在浩瀚的天
空中闪烁。

英雄不朽，浩气长存。 赵玉先，共和国的旗
帜上有你血染的风采，中国共产党的党徽里熔
铸了你的忠诚。 当硝烟散尽、激情燃烧的岁月
远去的时候，我们仍然记得你的英名，接受你
的精神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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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质 铁 骨
———人民功臣赵玉先的动人事迹拾零

曾德强

在寻访老英雄赵玉先事迹的过程中，我
的眼角经常是湿润的， 内心也时时受到撞
击。

“信念”二字简单，却有着惊心动魄的磅
礴伟力。 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是激励革命
先辈、共产党人奋勇向前、克难制胜的不竭
力量源泉。 无论任务多么艰巨，无论战斗多
么残酷，赵玉先等老英雄都毫不退缩，勇往
直前，不怕牺牲，把生的希望交给别人，把死
的危险留给自己。 面对强敌，绝不屈服，担
负大任，意志顽强，用铮铮硬骨构筑钢铁般
的长城。 在和平年代，当祖国需要的时候，
他也会毅然舍弃自己的职务和俸禄，回家当
农民，为国家分忧解难。

战场英雄，也不会向生活的困难低头。
赵玉先退职回到平利后，践行党的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军人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的作风，传承“硬骨头精神”。 深
藏功与名，不逐名与利，从不居功自傲，严格
要求自己和子女，坚持原则，克己奉公，一身
正气，不谋私利，艰苦朴素，苦活累活带头

干，即使家庭生活再困难，也不给党和政府
添麻烦，更不“乱伸手”。经过战火的洗礼、时
代的淬炼，信念之光愈发明亮，初心如磐愈
加坚定。

一站有一站的承载， 一代有一代的使
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聚力建设幸福安
康，这是立足当地、放眼全国的现实选择和
战略考量， 是全市人民激情豪迈融入大局、
团结一心奔赴前程的铿锵壮举。 英雄壮筋
骨，初心励志向。赵玉先的英雄事迹、优良作
风和宝贵品质，是我们党员、干部应该补上
的精神之钙。 广大党员、干部应从思想上正
本清源、固本培元，让最讲党性、最讲政治、
最讲忠诚、最讲担当，成为党员干部的鲜明
标识。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不忘来时路、奋战
新征程。 时代和使命需要我们具有硬骨雄
风，继承先烈遗志，赓续光荣传统，永远守住
根和魂，以矢志不渝的奋斗姿态，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继承和前行是最好的纪念和告慰。

英雄虽远去 风骨犹长存
采采写写手手记记

�� 2200 世世纪纪 5500 年年代代初初，， 赵赵玉玉先先在在中中国国人人民民
解解放放军军第第一一步步兵兵学学校校。。

2200世世纪纪 8800年年代代末末，，赵赵玉玉先先留留影影。。 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