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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程

琴音新村坐落于南京溧水区
东郊，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
身边有着一位乐于助人，还乐于
传播正能量的“活雷锋”。

叩开一幢两层楼的农家小
院，第一次见到赵明才时，很难想
象眼前这位老者已是耄耋之年。
他头发雪白，身材瘦小，但走起路
来步履飞快，无论是站着还是坐
着，都笔笔挺挺，讲起话来中气十
足，一股子军人的威武气概油然
而生。

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
赵明才去过越南也去过老挝，打
过土匪特务更打过侵略者，在铁
与血的战场上，他忘记生死英勇
奋战，多次荣立战功。但在他的心
里却始终记得一个承诺，一个与
雷锋共同许下的承诺。

“我们相识在一次报告会上，
他作忆苦思甜报告，我作学习毛
主席著作体会报告。他身上的那
股子好学上进的精气神让我由衷
敬佩。我们当时就相约，要做‘党
的忠实儿子’。”赵明才说。

尽管赵明才一辈子就和雷锋
见过三次，但那个时代独有的纯
粹让这两个部队标兵惺惺相惜。
当雷锋意外牺牲时，赵明才悲痛
万分。当他在雷锋的追悼会上看
到十几万群众自发相送时，更是
突然意识到，曾经两人间的承诺
如今有了新的含义——— 向雷锋学
习，一辈子学习宣传实践雷锋精
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从此，赵明才走上了一条已
经坚持了 59 年且仍在持续的，独
自一人的履约之路。

“我去学雷锋、做雷锋、宣传
雷锋，不是靠雷锋沾光，而是要为
雷锋争光。”赵明才说，“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他在工厂是标兵，
到了部队还是标兵。我就算做不到，也一定要努力向他看齐。”

作为一名军人，战场下，赵明才钻研战斗技术，探索的“应
用地雷”技术受到贺龙、陈毅、叶剑英、罗瑞卿等军委首长的接
见与赞扬。战场上，他身先士卒，先后负伤 4次，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5次，被授予学雷锋标兵、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 30
多次，还曾荣获越南、老挝政府颁发的奖章。

“赵指导员是出了名的‘不要命’，哪里危险那里去。”赵明
才的战友孙凤权说，“有次我们在老挝遇到大洪水，他带着人
冒着齐腰深的水就去排险，整个人泥古千秋(方言，形容一个
人浑身上下都是泥)，没个人样。”

“雷锋愿做个‘傻子’，我也乐做个‘呆子’”

溧水大金山不高，也没有太多的文化遗迹，但是这里却有
着一座全国知名的雷锋文化馆。开馆当天，光是雷锋生前的战
友，就来了十多人。

“这个馆能开出来，全靠赵老忙前忙后。你看这条被子，是
雷锋生前工友送给他的。虽然这里展出的是件仿品，但也是赵
老出面帮忙找来的。这些名人书写的学雷锋字画，都是赵老免
费提供的。”大金山国防园总经理张勇说。

2018 年开馆至今，这里已经接待了 45万人次。赵明才在
这里作的报告，也已经不下百场。但他从没收取任何报酬。

“我这个傻哥哥，自己也不富裕，但是从来不想着去占别
人便宜。他从前线调回来在区里当干部，那么多年来出去作报
告，不要接送、不要吃请、不要报酬，还给贫困生献爱心 20 多
万，都是自己掏钱。”赵明才的弟媳陈爱琴说。

谈起别人口中的这股子“傻劲”，赵明才面露出一丝自得。
“很多人不理解雷锋，说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个傻子，但
他依然乐此不疲。我要也乐于做一个别人口中的呆子，尽我所
能把雷锋精神宣传出去。”

这份“傻”有时很“浪漫”。在 2012 年雷锋同志牺牲 50周
年之际，赵明才想出用自己的肩膀为立柱，打造流动的雷锋文
化馆。他背着自己收藏的雷锋资料、道具、书画，和自费购买的
书籍、照片，去北京、南京、武汉等地演讲、办展 40 多场，观众
达 3万多人次。

这份“傻”有时是不近人情。赵明才老母亲临终之际，他为
了遵守给小学生讲雷锋故事的约定，毅然辞别了母亲赶去无
锡。接下来 3 天里，他多的时候一天连作 5场报告，站得两腿
发麻、全身出虚汗。等到心急如焚地踏上归途，看到庭院内的
布置时，他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内疚失声痛哭。

这份“傻”有时也是不要命。有一次，赵明才肾病发作要做
切除手术，家属都签字了，他忽然想起要去某部队作报告。于是
不顾家人反对，赵明才拔下吊针就往浦口赶。等坚持着作完报
告，他的汗水已经湿透了衣背，未走出营院大门就瘫坐在地上。

“我这个老伴是傻得可爱，别人给钱、给权他不要，反而是
别人喊他去讲雷锋，跑得比谁都快。”赵明才的爱人李克荣说。

退休以来，赵明才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共宣讲了 3400 多
场报告，听众达到 180 多万人。

“退休了却感觉比战场上还累”

2012 年以来，赵明才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不管作报
告作到多晚，都要尽可能赶回家去。因为卧病在床的老伴正等
着他。

谈起这位相守了 51 年的老伴，赵明才颇有些自责。“那么
多年了，她一直都默默支持我。那年她突发脑溢血倒在路旁，也
是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赵明才每天
要帮她翻身，晒太阳，做康复按摩……看似简单的动作，对于
84 岁的赵明才来说也不亚于一场长跑，每次都累出一身汗。

7 年来，既要白天出去讲雷锋，还要晚上回来做护工，这
让赵明才日渐吃不消，“没想到退休了比在战场上还累。”

让赵明才累的，还有不断挖掘新意，让学雷锋报告与时俱进。
为了适应不同年龄段人的特点，他给小学生讲雷锋做好

人好事的故事，给大学生讲雷锋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顺应
时代发展，他自学了电脑，还开通了微信。他的微信头像是一
张戎装照，65式军装特有的“一身绿、三片红”把年轻时的他
衬得格外精神。

“那时我们当兵就是穿这身，现在我去作演讲，主办方总
让我穿上一件挂满军功章的军服。穿着这么一身八九斤重的
衣服作报告确实很累，但现在的年轻人好像还挺喜欢这样。”

如今，让赵明才最担忧的还是如何将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现在有很多声音在误读雷锋，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知道它们
错，知道怎么去纠正它。但以后呢？”赵明才说。

让赵明才略感欣慰的是，每次去给学生们作完报告，他们
眼里透露出的火苗是如此真切；这么多年来，他帮助过的很多
人如今也成为了雷锋的忠实簇拥……

“我现在最希望有人能帮我整理家里那么多名人、名家、
名将赠予我的，关于雷锋的字画。它们是一个个火种，我要把
它们捐出去，让更多人感受雷锋精神。”赵明才说。

本报记者顾小立、高敬、魏一骏

2018 年 12月 1 日，浙江省温岭市环境
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兼大溪中队中队长陈奔在
执法过程中不幸牺牲，此时，距他 30 岁的生
日还有六天。

参与环境执法行动 2000 多次，执法里程
近 10万公里，查处环境违法案件近 200 起，
调处环境信访 1505件……陈奔用他对环保
事业的深切热爱，守护着一方绿水青山。

业务标兵：“拼命三郎”眼里

揉不得沙

温岭市大溪镇镇政府 917 办公室，是陈
奔生前办公的地方。

“前溪工业区整改”“散乱污治理”“环评
办理过程中的难点”……陈奔的工作电脑屏
幕两侧仍留着五六张蓝色贴纸，上面写着最
近的待办事项。办公桌上散乱地堆放着上半
年中队工作总结等各种物件，窗边则是一列
码放整齐的文件夹。

“他忙得没有时间收拾自己的办公桌，却
把环保案件材料整理得井井有条。”陈奔的同
事方成说。

陈奔的工作圈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干
了环保这个工作，就好比坐在了“风口浪尖火
山口”。环保执法任务繁重，压力巨大。近三年
来，台州市一线执法人员平均每人每年需要
完成 20件以上行政处罚案件，200件以上环
境信访投诉。

大溪镇分管环保工作的副镇长陈小康，
第一次见到陈奔时心里曾犯起嘀咕：“小伙子
这么年轻，环保工作能不能做好？”

但很快，一本翻烂了的执法手册打消了
他的疑虑。“这些条法规章他就随时记着，随
身带着。他不仅自己善于学习，还送了我好几
本专业书。”

“陈奔眼里可揉不得沙子。”在温岭城西
派出所教导员王戎和陈奔领导的记忆里，“托
人情”“走后门”“递条子”遇到陈奔完全行不
通，“执法中遇到这样的电话他根本不理，不
管哪个领导求情，他都不可能放掉。”

对陈奔而言，他早已把“五加二”“白加黑”

当成了家常便饭。一办起案来，就完全顾不上
明天是什么日子。星期六出去加班的，一定就
是他。

“他牺牲的那天，也是个周六。”一想到
这，王戎便哽咽了起来。

铁面柔情：用心守护天清气

朗的美丽山川

在温岭，许多企业主都与陈奔打过交道。
在他们眼中，陈奔这个“环保局的人”似乎既
有点熟悉，也有点特别。

温岭市威宇金属表面处理厂的陈兵，多
次领教过陈奔执法检查的“厉害”，起初颇为不
解，抵触情绪强烈。“这个陈奔，到底想搞什么
名堂！”

随着对陈奔了解的深入，陈兵发现，陈奔
在严格执法外还对企业发展挺“牵肠挂肚”：
耐心指导企业办理环评手续，说明环保设施
建设方法，不厌其烦地讲解环保政策……

“‘环保局的人’不是我们的‘对头’吗，怎么
跟我们想到一起了呢？”陈兵琢磨了好一阵
子，终于明白过来———

陈奔的“名堂”，就是让企业真正提高环
保意识，让企业真正获得绿色效益，共享同一
片天清气朗的美丽山川。

“陈奔来检查我们的工厂，就像老师检查
学生作业一样，很认真很严格；可他说起话
来，又像个孩子一样‘细声细气’，挺平易近人，
和我们想象中的执法者不一样，”浙江跃鑫机
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刘旭晖说。

“陈奔对企业主既讲原则，也留温情。既
树规矩，也交朋友。”方成说。

在一次执法中，某企业经营者因废水排
放问题被拘留，妻子直接找到陈奔哭诉。“丈
夫是一家老小的唯一经济来源啊，”陈奔一想
到这些，便从自己腰包里掏了 1000元钱，塞
到那位妻子手中。还有企业因为不符合环评
要求而面临停产，陈奔便和他们一起想办法，
前后跑了五六趟寻找新工艺新技术。

陈奔高中时喜欢阅读。高二时，他的同桌
陈增收到了陈奔借给他的一本书，里面的一
句话，让陈增至今仍记忆犹新：

“没有怜悯的正义不是正义，只是一个屠

宰场。”

心如刀绞：被拖行的 91 秒

2018 年 11月 29 日，温岭大溪环境监察
中队接到举报，称沙岸工业区施工场地存在
不明污泥乱倾倒现象。经过现场踏勘和对部
分当事人的询问调查，12月 1 日下午，陈奔联
系大溪派出所民警，驱车寻找其中一名涉案
人员王某某。

很快，陈奔一行锁定了目标车辆。17时
55分许，目标车辆在箬横镇浦岙村路段的一
个红绿灯路口停下。陈奔一行下车走到目标
车辆驾驶座侧，出示执法证件，要求车内人员
下车配合调查，

但是，车上二人紧锁车门，拒不配合。陈
奔让派出所工作人员上前，要求目标车辆前
的两辆私家车不要开走，帮忙堵住目标车辆。

此时，谁也没有料到的一幕发生了。在绿
灯亮起后，目标车辆利用中间车道的空隙往
左急转抢路逃离，站在驾驶室旁的陈奔猝不
及防，被撞到了引擎盖上，而目标车辆没有丝
毫减速，疾驰着逃离现场。

陈奔同事颜伟国立即驾车追赶该车辆，
试图阻止暴行，但未能追上。在原路返回途
中，颜伟国发现路边有几位交警正在处理一
起事故，地上一片狼藉，碎裂的眼镜散落一
地，死者已血肉模糊，难以辨认。

最终，通过掉落的工作证，交警确认了死
者正是陈奔。据事后调查，陈奔在引擎盖上被
车辆拖行了 91 秒，拖行距离为 2 . 1 公里。

当天 20时许，嫌疑人王某某在家人的陪
同下，投案自首。21时 50分许，警方在城东
街道温岭网商园区附近将另一名同车的犯罪
嫌疑人江某某抓获。

“陈奔出事了！”
噩耗传来，所有人都不敢相信。陈小康望

着手机上与陈奔的聊天记录，心如刀绞。
11月 30 日，陈奔牺牲的前一天深夜。时

钟指向 22时 43分，陈奔仍在埋头加班工作。
看到陈奔仍未休息，陈小康给他发了一

条微信问候，“辛苦了兄弟”。
数秒后，他收到了陈奔四个字的简短回

复：“职责所在”。

这四个字，成了陈奔给昔日“战友”的最
后留言。

母子情深：“愿来生我们再做

一辈子的母子”

一副黑框眼镜，一脸腼腆的笑容，一身斯
文气。与陈奔相处过的同事们都说，陈奔外形
阳光，是单位的“颜值担当”。

“别把我拍丑！”平时一碰到拍照，陈奔便
会朝同事们半开玩笑地嚷嚷。

然而，就是这位“怕丑怕脏”的小伙子，每
次遇到污水执法检测却总是冲在第一个。工
业废水臭气熏天，毒性强烈，有几次他还不慎
掉进污水里，但从没皱过一下眉头。

“他是真正有环保理想的人。他用生命守
护和点亮的，是这一方他深深爱着的绿水青
山。”陈小康说。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3 年参加工作以
来，陈奔共组织或参与环境执法行动 2000 多
次，执法里程近 10万公里，查处环境违法案
件近 200 起，调处环境信访 1505件，移送公
安行政拘留、刑事拘留涉案人数达 78 人。

2018 年 4月，生态环境部通报表彰 2017
年全国环境执法大练兵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
人，陈奔名列其中，是浙江省受表彰的 8 名表
现突出个人之一。

2019 年 1月 18 日，陈奔被浙江省人民
政府追授为烈士。

陈奔走后，他的母亲寻找着和儿子的合
照。然而，合照里最近的一张，竟是陈奔七八
岁时拍的。他结婚后，也还没有来得及要自己
的孩子。“遗憾太多太多了。”

母亲曾为儿子的工作隐隐担心。有一次，她
提醒陈奔：“老奔，你做的工作是挡人财路的，要
小心一点。”陈奔笑了笑回答：“我知道的。”

只是，母亲的叮咛终究成了永远的遗憾。
在病床上，母亲为陈奔写下了一封悼词：
“老奔我的儿，你为我们的天空多一点白

云、少一点雾霾，为我们的环境多一点净土、
少一点污染，为我们的空气多一点清新、少一
点污浊而战斗到最后一刻。安息吧，陈奔我的
儿，愿你在天堂一切安好，愿来生我们再做一
辈子的母子。”

“他是真正有环保理想的人”
追记绿水青山卫士陈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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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闵捷、洪雪华

香港西贡斩竹湾，纪念东江纵队港九独
立大队的烈士碑园坐落在面朝大海的山岗
上，20 米高的纪念碑上镌刻着“抗日英烈纪
念碑”七个大字。清明节前夕，记者随原东江
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会长林
珍等老战士及后人来到这里，祭奠抗战期间
牺牲的英烈们。

从西贡赛马会大会堂后院到沙头角罗家
大屋，在寻访香港抗战老兵们的过程中，记者
仿佛重新置身于当年的历史情境中：在日军
侵占的三年零八个月里，港九独立大队的战
士们参与营救南下文人和美国飞行员克尔
等，为抗战出生入死。

从“黑色圣诞”开始的三年零

八个月

西贡赛马会大会堂后院，十余平方米的
房间里，挂满了红色锦旗，这是东江纵队港九
独立大队老战士们的“荣誉簿”。1998 年成立
的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
会便位于此处。

84 岁的林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她回
忆起当年的“黑色圣诞节”。1941 年 12月初，
香港充满了节日气氛，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放
上了“圣诞老人”。8 日清晨，港岛东北角突然
传来了飞机呼啸声，伴随着空袭警报声。“我
和母亲正在去教堂的路上，飞机从头上飞过，
我们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

日军进攻香港次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
队(东江纵队前身)立即派遣精干武装进入
香港抗日。5 天内，日军占领了整个新界和
九龙半岛。25 日下午 6时，香港总督府挂起
白旗，短短 18 天，香港宣告沦陷，开始了三
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

1942 年 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正式
成立港九独立大队，包括沙头角、西贡、大屿
山、港岛等中队及海上中队和国际情报组，成
为香港的抗日力量。

“我参加抗战队伍是受姐姐影响。”林珍
说。1937 年抗战爆发以后，粤港地区相继沦
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为抗击日寇，两地社会
各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通过游击战等方式
进行斗争，林珍的姐姐林展就是其中一名游
击队员。

1943 年 12月，8 岁的林珍成为港九独
立大队的“小鬼”通讯员，利用年纪小不易被
察觉的优势，在游击队之间传送情报。“情报
写在很细小的纸条中，卷起来跟火柴棒差不
多大。送信途中会爬山，经过小溪和沙滩。幸
运的是，没有遇到日军。”

彼时队伍中不乏这般年纪的小战士。老
兵罗競辉 13 岁参加抗日，加入港九独立大队
海上中队，他们自称“土海军”。“我们当时是
用小船，专门在海上偷袭日军的物资补给
船。”后来罗競辉成了连长通讯员，直至 1945

年 8月抗战胜利。

营救“南下文人”和美国飞行

员克尔

又是一年木棉花开的时节，记者来到西
贡斩竹湾烈士碑园。抗日英烈纪念碑碑座上
有这样一段碑文：“三年零八月之艰辛岁月
中，游击战士活跃在崇山峻岭，海港河湾，出
没于田畴村舍，郊野丛林，与人民群众血肉相
连，如鱼得水，肃匪锄奸，克敌制胜，营救文化
精英，支援盟军作战……”

1940 年，大批文化界人士从重庆、桂林、
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后，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香港沦陷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紧急配合
香港地下党组织营救文化界人士。

“日军占领西贡后没有留下驻兵，游击队
总队命令我父亲黄冠芳带领武工队挺进西

贡，同时做好营救文化人的准备。”黄冠芳的
女儿黄瑾瑜说，游击队总队于大亚湾吉澳岛
成立武工队，黄冠芳担任队长。

此后，黄冠芳带领武工队在西贡开展剿
匪行动，迅速深入九龙城东北一带，初步建立
起九龙-西贡-企岭下的交通线。“建立交通线
后，父亲潜入九龙城开了一间搬运行，以做生
意的名义，进行营救文化界人士的准备工
作。”黄瑾瑜说，至 1942 年春节前后，已有大
批文化界人士、爱国人士撤离香港。

著名作家茅盾也在营救名单中。据茅
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记载，他们一行人翻
过大帽山离开香港。“我们终于登上了梅林
坳，俯视山下，在茂盛的树木中，隐约可见
几点灯火。”那就是白石龙——— 游击队总部
所在地，终于安全了！有千把文化人，在香
港地下工作者的安排下和东江游击队的保
护下，逃离香港抵达内地，这是一次伟大的

营救行动。
在营救盟军方面，港九独立大队也扮演

重要角色。1944 年 2月 11 日，美军第十四航
空队飞行员克尔中尉在轰炸启德机场时，被
日军击中，跳伞降落观音山。

“父亲在送信返回途中遇见了克尔，将
他带到一处山洞，就跑回去报信了。”李石的
儿子李瑞零对记者说。《克尔日记》中多次提
到李石：“他头戴一顶刚从衣柜拿出来的帽
子，脸上是坚毅、警觉的神情。”李石带着克
尔一路小跑，转移到地势相对隐蔽的山洞藏
身。

日军派出一千多人封山搜捕，为了转移
日军注意力，黄冠芳、刘黑仔等人袭击了日军
在启德机场的仓库。最终在游击队的掩护下，
克尔中尉安全离港。

筹建抗战纪念馆铭记历史

寻访抗战老兵的最后一站，记者来到了
沙头角罗家大屋。数十载岁月沧桑，老屋外墙
已斑斑驳驳，院子里一簇簇的三角梅开得正
盛。

“罗家大屋是游击队进入香港后的落
脚点，也曾是港九独立大队的活动基地和
交通站，见证了香港的抗战历程。”林珍介
绍。

2018 年 2月，为了纪念东江纵队港九独
立大队和香港居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香
港多个民间团体决定在沙头角罗家大屋设立
抗战纪念馆。

94 岁的老兵徐墀在这里回忆起 1945 年
8月抗战胜利的情景。“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
消息后，奔走相告，欢呼高歌。”

完成抗战使命的东江纵队随之北撤，老
兵黄清也在其中。“我原本计划去山东，但因
病留在香港，后来在西贡当警察，从此再也没
有离开过。”

目前，港九独立大队健在的抗战老兵超
过 100 人，分别居住在香港、广州、深圳、惠
州、佛山和北京等地。最多时达千人的东江纵
队港九独立大队，如今在香港原东江纵队港
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的老兵仅剩下
58位。
从 1985 年起，老战士和他们的后人开始

整理香港抗战历史。1998 年，香港特区政府
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115 名烈士名单放
进香港大会堂，供市民瞻仰。而昔日的抗战英
魂也长眠于西湾和赤柱等地。

香港历史学者邱逸用了两年时间写下
《战斗在香港》，书中讲述了 8 名港九独立大
队普通战士的人生轨迹。导演刘深通过寻访
50 多位抗战老兵，拍摄了纪录片《香港大沦
陷》，纪念老战士们的英雄事迹。

“在年轻人记忆中，这段历史几乎是空白
的，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走出课堂，了解和感受
这段历史。”邱逸说。

新华社香港 4 月 7 日电

寻访香港抗战老兵

大图：在纪念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烈士碑园，20 米高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巍然
耸立（3 月 21 日拍摄）。 图片均由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左下：93 岁的老战士黄清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3 月 21 日拍摄）。

右下：老战士在沙头角罗家大屋接受采访，回忆抗战往事（3 月 29 日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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