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津，聂荣臻元帅的故乡。
从1991年起，曾先后7次荣获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荣誉。

2024年1月4日，江津第八次获评“重庆
市双拥模范城”称号。其实，帅乡的“双
拥”，可以往上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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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前，江津荣获全国唯一的“双拥模范县”
邓小平亲自为“双拥模范县”题字

□封林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大规模作战结束后，老山
前线仍然硝烟弥漫。

赴老山前线参战的驻江津某部队班长袁凤军24岁
的生日来到了，他在被称为“死亡观察口”的某哨位担任
哨长。越军视哨位为眼中钉，10天组织了15次偷袭，都
失败了。傍晚，猫耳洞内一阵欢声笑语，战士们举杯祝
福哨长时，电话响了。哨兵报告：“越军一个排的兵力偷
袭我们哨位！”战士们抓起枪，迅速奔赴各哨位。顷刻
间，敌人疯狂的炮火倾泻在哨位上。突然，一枚枪榴弹
打进了哨位，袁凤军抓起枪榴弹准备投出去时，“轰”的
一声巨响，他倒在血泊中……至死，还紧咬着牙齿，两眼
盯着敌人阵地。

新战士邓尚春走上前线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
病重在床，年幼的弟妹们被迫退学种田做家务，家里欠
下900元外债。弟妹们来信说：“亲爱的哥哥你快回家
看一看吧！”邓尚春把信藏在衣兜里，给弟妹们寄去了每
月5元钱的津贴。在反偷袭的战斗中，他歼敌8名后不
幸中弹。临牺牲时，邓尚春挣扎着对班长说：“我死而无
憾，请你代我去看看我的妈妈吧。”

10年对越作战，局势渐趋缓和。正当全国都高呼
“理解万岁”的时候，《南疆战报》发表了代表驻津部队师
党委的评论员文章《自强万岁》。文章大声疾呼：和平时
期军人的出路在于自强，取而代之“理解万岁”的口号应
该是“自强万岁”！

这支英雄的部队1928年在鄂豫皖地区的农民武装
起义中诞生，万里长征、突破乌江、百团大战、保卫延安，
直到将八一军旗插到祖国南疆，用他们的血肉为四化筑
成新的长城。

1988年11月24日，聂荣臻元帅得知家乡的这支英
雄部队驰骋南疆时，挥笔为之题词：“珍惜部队的历史荣
誉，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做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聂帅
题词使正义之师如虎添翼，他们浴血奋战，打出了国威
军威，6次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

江津，是英雄部队的第二故乡，部队进驻江津20多
年来，为江津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与江津人
民结下了深情厚谊。

1990年初，江津化肥厂尿素工程遇到坚硬岩层，多上
民工和加班加点都无法在限期内实现“三通一平”！工程
指挥部领导焦急万分：拖延一天工期，将要多支付工程资
金利息两万多元！驻津部队得知后，派出“雷神”工兵营
搞大爆破，另派200名官兵平整地面。春节期间，官兵们
支起帐篷，风餐露宿，连续攻坚，终于提前完成了任务。

1990年除夕夜，几江镇发生特大火灾，200多名官
兵冲向火海。有的跃上房顶推开瓦片，切断火源；有的
奋力向火焰泼水；有的抢救居民和财物……大火扑灭
了，灾民们情不自禁地呼喊：“共产党好，解放军亲！”

19861986年以来年以来，，驻津部队驻津部队7272分队和四牌坊小学开展分队和四牌坊小学开展

军民共建文明单位活动，连续荣获重庆市命名的军民共
建文明单位，被市委市府评为德育先进集体……

英雄决战岂止在疆场！驻津部队官兵们用自己“爱
人民、学人民、为人民”的实际行动，塑造了新一代最可
爱的人的高尚形象，他们不愧为聂帅故乡的子弟兵。

情满老山

故乡的亲人也牵挂着江津驻军赴老山前线作战的
官兵们。

1988年8月13日，时任江津县委书记辜文兴率慰
问团一行23人翻越万水千山，到达老山前线。慰问团给
2万余名老山参战将士带来了驰名中外的家乡特产——
江津油酥米花糖，官兵们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在前线电话机前，江津电视台女播音员一曲高歌
“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头……”响彻老山
前沿阵地，顿时响起热烈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

第二天，时任县武装部政委周秀模与县电视台同志
一行五人，在副团长带领和10名战士护送下，悄悄攀向
老山前沿阵地摄影、录像。不巧暴露了目标，越军一阵
枪弹扫射过来，情况万分危急。幸而越军一阵胡乱扫射
后竟停了下来。就这样慰问团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五
集《老山散记》。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驻那拉口某团，为
了让那些长年累月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的“猫耳洞
人”了解外界信息、听听乡音乡曲，部队开通了连接500多
个哨位的电话线路，战士们欢呼：“军民团结万岁！”

驻津参战部队在老山浴血奋战，打出了军威，打出
了国威，成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1989年夏秋，县委县政府决定：由时任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周克勤、时任县委副书记唐昌放带领征求意见小组，
再次奔赴老山前线，再次慰问老山将士，征求部队意见，
尽量为部队做好相关工作。就这样，周克勤和唐昌放一
行，又马不停蹄地来到老山前线。

部队首长紧紧握着周克勤和唐
昌放的手，激动地说：“感谢家乡的
父老乡亲，你们真是为部队操碎了
心啊！”

这支英雄的部队在老山
轮战两年，用血肉之躯筑起
保卫祖国人民、保卫家乡的
钢铁长城；江津人民则千方
百计地为部队解除后
顾之忧，为部队建设提
供了大量援助，增添了
官兵们战无不胜的勇
气和力量。

1989 年 11 月 4
日，英雄部队从老山前
线凯旋线凯旋。。江津举行了江津举行了

盛大欢迎仪式。官兵们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欢声雷
动，蜂拥上前……

双拥模范县

1991年伊始，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
福州隆重召开。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双拥模范城”“双拥
模范县”题了字。

在1月10日至16日召开的会议上，时任县委副书
记唐昌放双手接过“双拥模范县”奖牌时，激动的泪水顿
时模糊了双眼——那响彻全场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像滚滚春雷在他心中震响……

国家民政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保定、江津等10
个单位“双拥模范城”“双拥模范县”荣誉称号，而江津是
全国唯一的“双拥模范县”。唐昌放立刻成了新闻人物。

新闻记者把唐昌放团团围住：“请问，江津是如何荣
获全国唯一‘双拥模范县’的？”唐昌放侃侃而谈：“这次
我县有幸获此殊荣，我认为主要有三条：一是江津有很
好的人民。全县人民历来对解放军有深厚的感情，各级
党政和广大群众一直‘待军人为亲人’，拥军优属之花越
开越鲜艳，到我们这一届结出了硕果。二是江津有一支
很好的军队。我县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49年
后就驻有解放军。驻津部队一直‘视人民如父母’，拥政
爱民活动既丰富多彩，又扎扎实实，为全县两个文明建
设作出了杰出贡献。三是江津是聂荣臻元帅的家乡。
聂帅是江津人民的优秀代表，又是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之
一。江津人民热爱聂帅，热爱包括聂帅在内的人民军
队；军队热爱聂帅，热爱聂帅家乡的人民。家乡人民和
驻津部队都为江津出了个聂帅感到自豪。军民团结一
条心，誓把聂帅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心连心

1991年1月17日下午3点过，时任江津县县长康纲
有、政协副主席杨辉宗和县有关单位、部门的负责人一
行7人，前往聂荣臻元帅办公室。

下午4：05，康纲有等人走进了聂帅住所。92岁高
龄的聂帅一见来了家乡客人，十分高兴，忙请他们坐
下。康纲有激动地向聂帅说道：“聂帅，我首先代表家乡
人民向您问好，来看望老帅。”

聂帅说：“感谢。”
康纲有紧接着汇报：“我向聂帅报告个好消息，江津

县被评为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县，是全国两千
多个县中唯一的县。”

聂帅操着一口地道的家乡话，兴致勃勃地说：“江津
县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县，这很好，我很高兴。拥军优属，
这不是江津一个县的事情，这是四川的大事，是全国的
大事。拥军优属工作非常重要，全国都要搞好。掌握政
权，武装很重要，党要抓军队建设，全国都要支持军队建
设，军队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地方要做好拥军优属工
作，对人民要在进行文化、政治教育的同时，进行国防教
育，不要等战争打起来了，才抓拥军优属工作，在和平时
期就要好好抓。现在没有打仗，但要有战争准备。我们
要建设，要稳定，就要有世界和平。要和平，就得有强大
的国防军。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

随后，聂帅又详细地询问了家乡的有关情况，家乡
亲友的近况。谈话结束后，聂帅高兴地和七位家乡客人
合影留念。

1月29日晚，“心连心”军民联欢晚会在中国剧院演
出。演出大厅上空悬挂着10盏精美绝伦的“双拥”彩灯，其
中一盏特别醒目，上面书写着“四川江津”几个大字……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江津日报社原社长江津日报社原社长））

江津区双拥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