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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代宗锋 孟云飞

在英雄辈出的东海舰队，有一
艘驱逐舰声名远扬，它就是常州舰。
入列 6 年来，它创下了护航准备时
间最短、首次从外国领土上接护人
员、首次在红海解救船舶等全新纪
录，开创了人民海军的多个“第一”。

蓝海雄心，这是每一艘战舰的
终身追求，但要达成这一目标可不
容易。常州舰就是凭借着自己敢于

“亮剑”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昂首
挺胸迈向蓝海，成长为我军的又一
王牌战舰，被评为“执行亚丁湾、索
马里海域护航任务先进单位”“全军
基层文化建设先进单位”“海军先进
党组织”“海军红旗团委”“海军‘四
无’单位”，荣立集体二等功1次。

铸剑：汇聚人心，王牌
战舰初试锋

2011 年 5 月 30 日，人民海军战
斗序列增添了一员——常州舰正式
入列。但它一服役就碰到了硬骨头
——主炮打击航模拖靶。主炮要在
数千米开外击中靶机后面小小的拖
靶，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在首任舰长梁阳的带领
下，全舰人员众志成城，综合各种作
战要素，准确分析出不同条件下的
拖靶飞行轨迹。最终，首发即命中，
一举刷新了海军舰艇主炮对空射击
纪录。

成功的背后凝聚了官兵们无数
的智慧和汗水。组建之初，舰上官兵
来自不同的舰型，75%的舰员没接
触过新装备，能力素质参差不齐。舰
党委主动作为，着眼培养“全方位、
全能型”战斗员，力争做到装备掌握

“一口清”。几个月下来，官兵完整掌
握了全舰 10多个作战系统的原理、
操作流程以及装备的各种性能，先
后向工厂提出舰艇建造合理化建
议、生活设施改造方案和装备整改
措施3000余项。

“战争没有标准模式。狭路相
逢，要想战胜对手，剑和剑法都要胜

人一筹。”基于这种认识，常州舰全
舰人员在探索中求突破，在创新训
练路上奋进。通过创新训练制度、指
挥方式和管理方式，常州舰入列半
年就被支队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
位”，不到一年就完成了全训，拿到
了走向战场的“通行证”。

经过千锤百炼，一柄捍卫祖国
万里海疆的利剑横空出世！有一次，
常州舰在执行战备巡逻任务时遭遇
大风浪，海上风力达 11 级，舰艇横
摇在 30度以上，海浪剧烈地拍着甲
板，尾二甲板进水 20多厘米……但
全舰人员咬牙与风浪抗争，在海上
坚持了20天，直到圆满完成任务。

砺剑：惊涛骇浪，磨砺
中亮锋芒

前不久，刚执行完巡逻任务的
常州舰没有经过休整就参加了支队
组织的主炮射击训练。风大浪急中，
常州舰主炮几声怒吼，远处靶标应
声被击毁。

一次次惊艳表现，常州舰尽展
风采，是机遇垂青，还是实力使然？
一次成功可能是偶然，次次胜利必
定是实力的展示。支队领导都说，常
州舰官兵对打仗有股“痴”劲。

“以打仗的方式训练，以训练的

方式打仗。”常州舰舰长余松秋说，
每次组织实战化训练，他们都把这
些高难度战法训法作为主打科目，
贯穿到演习演练的全过程。反潜长
张云鹏对此感触颇深。他来常州舰
任职的第一天，前任反潜长与他交
接工作，指着电脑上名为“失误清
单”的文件夹说：“上面记录着常州
舰组建以来历任反潜长在职期间出
现过的失误，希望你能吸取教训，把
反潜部门越带越好。”张云鹏接过这
份沉甸甸的“失误清单”，感觉自己
的责任更重了……他们的坚持终有
回报，30余项创新战法训法以及 20
余项研究成果从这里走向全军。

检验战斗力的考场是战场，平
时演练无限接近战场环境，才能真
正摔打出能打胜仗的部队。

那年仲夏，常州舰担任指挥舰，
和作为假想敌的蓝军展开编队综合
攻防演练。雷达上已出现蓝军战机
身影，但演习导调组突然发来指令：
情电长“牺牲”，管线受损，电力异常
……“雪上加霜”的状况并没有吓倒
全舰官兵，对海长娴熟地进行盲操，
有序下达指挥口令，依据作战数据、
要素、任务果断转化作战系统，对蓝
军导弹实施电磁干扰、压制和拦截。

“轰隆隆……”伴随着一声声巨响，
蓝军战机始终无法钻进由导弹和舰

炮织成的防护网。演习导调组对常
州舰的训练水平竖起大拇指：王牌
战舰，果然名不虚传！

亮剑：目标深蓝，乘风
破浪闯大洋

走向远海大洋是战舰的“成人
礼”。在驰骋深蓝的征程中，常州舰
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

2012 年 7 月 3 日，常州舰解缆
起航奔赴亚丁湾。当年7月11日，常
州舰驶出马六甲海峡，向亚丁湾进
发途中，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准备
执行接护台湾‘旭富一号’渔船船员
任务。”此时该船船员已落入海盗之
手 570 多个日夜。经过连续高速大
风浪航行，6 天后常州舰按计划抵
达预定海域。

风浪中，26 名获救船员衣衫褴
褛，赤着双脚，呼喊着奔向搜救的直
升机……获救后的台湾船长吴朝义
眼含泪水：“请允许我代表 26 名船
员向中国海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衷心谢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此次行动赢得了世界的广泛赞誉，
常州舰声名远扬。

时隔不久，重任又一次落到了
常州舰官兵肩上。他们在短短 5 小
时内连续 3 次挫败 5 艘海盗母船、6
艘可疑小艇的冲击袭扰，创下了中
国军舰单日处理可疑目标批次之
最；成功解救突遭海盗袭击的巴拿
马籍香港商船“德航”轮，开创了我
国首次在红海解救遇袭船舶先例。

两年后，常州舰再次征战大洋，
执行马航搜救任务后直接转入第十
七批护航任务。两次护航任务，常州
舰累计护航 400 余天，安全护送中
外船舶 62 批 222 艘。国际反海盗组
织称赞，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用实际
行动保护了过往商船的安全。

一次次亮剑深蓝，让常州舰成
为海军中一颗耀眼的“明星”，成为
名副其实的王牌劲旅。常州舰通道
内，“忠诚、战斗、荣誉”的大字分外
显眼。这 6 字舰魂是这艘战舰的精
神内核，驱动他们在历次任务中敢
打善战、勇立潮头。

王牌战舰的蓝海雄心
——记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常州舰 本报记者 王 佳

通讯员 周雅飞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伴随
着南昌起义的枪声，中国共产党
开创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
人民军队的历史新时期。

在“军旗升起的地方”——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面“英
雄墙”刻着当年起义参加者部分
名录。这面纪念墙留下了两位宁
波战士的印记：柴水香、裘古怀。
其实还有两位的名字没被刻上
去，他们是竺扬、俞佩钦。

“我的爷爷竺扬在战斗中负
伤回乡，经过八一起义‘洗礼’
的他，不久带伤再次走向新的革
命历程。”在奉化江口竺家村竺
扬故居，竺扬的孙子竺松民深情
回忆。

竺扬故居是一座 4 间 1 弄木
结构农家老宅，老宅的一楼展室
内，陈列着竺扬的生平事迹，其中
一面墙上，“转移武汉——参加

‘南昌起义’”的展板分外醒目。
竺扬 1910 年 4 月出生，16

岁在宁波读书时便投身革命，加
入共青团，闹学潮，迎北伐，搞
农民运动。

当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时，
国民党反动派在宁波发动“清
党”，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当
时，爷爷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撤
到武汉，参加了由张秋人主办的
学习班。”在竺松民的娓娓叙述
中，那段红色记忆在跨越了 90
年后再次展开。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
中国共产党彻底认识到军队的重
要性。中共中央决定，集中自己
掌握的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
在南昌实行暴动。

竺扬和奉化团员俞佩钦、宁
波工人党员柴水香参加了贺龙领
导的二十军三师教导团，从武汉
东征到江西南昌，参加南昌起
义。此时的裘古怀，正在叶挺任
师长的十一军二十四师政治部任
宣传科长。

“8月1日凌晨，爷爷和教导
团战士隐蔽在一所学校里，凌晨
2 时，得到命令，只要枪声一

响，就冲上阵地喊口号，作政治宣
传，敦促敌军投降，缴到枪支后，
冲向前线与敌作战。”

南昌起义胜利后，部队开始南
征。为适应战斗需要，竺扬和战友
们一边行军一边学习军事知识，还
听过周恩来、恽代英作的报告。

8 月下旬，起义部队继续南下
到会昌。竺扬和战友俞佩钦在会昌
城一条巷子里坚持战斗，子弹在身
边乱飞，“爷爷亲眼看见战友俞佩
钦中弹牺牲，他自己的脚踝也被子
弹击中负伤。”竺松民说。

因伤口发炎溃烂，竺扬病倒在
一个破庙里，送到医院时，医生用
石碳酸水进行了简单处理，熬过
10 多天的剧痛后，竺扬给家里写
信，由兄弟竺一平赴汕头接回。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利后，和
众多的起义参加者一样，竺扬、柴
水香、裘古怀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
件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30 年，柴水香前往浙南工
作，任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行军
打仗时，他常把草鞋笠帽让给战
士，自己光着脚爬山越岭，被战士
和群众亲切地称为“赤脚大仙”。
这一年 9月，因遭叛徒出卖，陷入
敌手。敌人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在
温州城头示众。入夜，群众冒着生
命危险，分别掩埋了他的头颅和躯
体。新中国成立后，柴水香遗体得
以合拢安葬于温州翠微山公墓。

在潮州战斗中中弹负伤的裘古
怀，历尽艰辛返回宁波找到党组
织。在浙西分管武装和共青团工作
时，先后赴遂昌、龙游、衢州、兰
溪、建德等地指导工作，1928年 8
月 13 日晚，指挥发动了兰溪秋收
暴动。在共青团浙江省委任职时，
为恢复和发展团组织积极奔走。
1929年1月，裘古怀不幸被捕，在
浙江陆军监狱中，创编刊物、课
本，撰写文章，宣传革命思想，最
后英勇就义。

竺扬带着脚伤，在宁波、上海
继 续 从 事 党 的 秘 密 工 作 。 1937
年，竺扬与鲍浙潮等一起，在朱镜
我的领导下，共同重建宁波地区党
组织。经过竺扬与同志们的努力，
宁波地区党组织由弱变强，发展壮
大，最终遍布城乡各地。

90年前，4位宁波人
参加了南昌起义

常州舰参加攻防演练。 （东海舰队供图）

本报记者 张昊

“ 你 是 否 会 有 感 到 无 助 彷
徨，绝望时？/可曾感到一个人
的城市太孤单，转身需要爱的拥
抱？/来吧，走进影院，带上耳
朵、眼睛/用心观赏一场关于爱
的 城 市 、 城 市 的 爱 的 影 片/这
里，可以沉下心来跟着情节娓娓
体味，让爱慢慢渗透/这里，是
一座城，一城人的温暖拥抱，如
至家归，不再孤单。”

———文化志愿者罗钢林

“夏日里滋润心田
的清泉”

当泛黄的画面从 2006 年的
三江口上空骤然推进，那一年的
故事，也随着电影一帧帧展开。

电影《让爱活下去》是弘扬
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宁波现实
题材暖心戏，由市委宣传部、市
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江北区委宣
传部、宁波默默影视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联合摄制。由夏默任制片
人，著名导演曾皓文任监制，编
剧查文白执导，著名演员郑佩
佩、夏德俊、周诗璇等主演。

影片讲述了湖北籍外来务工
人员梁国华患尿毒症后“爱心反
哺”、用自己的善良收获了宁波
全城人民的爱心，成功战胜疾病
且收获爱情的爱心接力故事。
2006 年，男主人公国华还沉浸
在将为人父的喜悦中，却患上了
尿毒症。老家的医疗水平比较落
后，政府的资助也远远不够治
病，妻子不堪生活压力带着孩子

另嫁他人，抱着对生活最后一丝希
望以及割舍不下的父子亲情，国华
只身一人再次回到曾经奋斗的城市
宁波，一边工作一边治病。国华是
个善良努力的人，这座温情的城市
也给了他无数爱心。当看到一个白
血病儿童需要捐助的慈善晚会时，
国华将自己治病剩下的一万元捐了
出去。零零散散的钞票引起了在场
观众和媒体的注意，更让全城的爱
心涌动起来，政府也伸出援手，帮国
华找到了合适的肾源。国华恢复健
康的同时，也收获了美满动人的爱
情，参与公益回馈社会，将爱不断
延续下去。

观影过程中，大家纷纷为国华
以及宁波市民的感人之举流下眼
泪。江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
莉说，影片在这炎炎的夏日为我们
带来一股滋润心田的清泉。

“坐得满满当当的影院大厅，
就像一个可以放大情绪的能量场。
这部电影特有的舒缓细腻的节奏也
随之被放大了。情节的起承转合，
人物命运的百转千回，仿佛都能感
同身受。”文化志愿者张荻说，影
院里所有人眼神熠熠，有零星笑
声，有泪光闪烁，有内心澎湃，最
后内心都回归到了温暖和感动。

激励了这座城市的爱心
爱心人士为主人公国华的义举

动容。志愿者顾双鸯说，爱是个名词，
也是个动词，当两种语法交织在一
起，那便是一种流动的存在。正如一
句话说的：“城市是需要温情的，而这
些温情，是令人活下去的理由”。主人
公国华身患尿毒症，却用自己的善良
收获了宁波人民的爱心，最终战胜了

疾病并且收获了爱情。
海曙区道德模范、区检察院未

检科长、王英工作室的创始人王英
说：“在观看这部公益影片的过程
中，我和其他观众一样一次又一次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为国华热爱生
命的坚韧和毅力，一次又一次被
命运痛击后又顽强站了起来；为
宁波这座有爱的城市，一次又一
次帮助了外地游子。一个湖北的
好小伙被宁波千万的好人救助，
一次又一次激励了这座城市的爱
心和善心。”

影片中以叶老师为典型代表的
许多善良市民形象，赢得了大家的
尊重。叶老师说：“这个年轻人两
手空空地来到宁波，我怎么能让他
失望？”一句话将宁波人的善良与
爱心刻画得淋漓尽致。叶老师，代
表的是整个宁波的“人情味儿”。

志愿者“夏小猴”评价说：
“她们是人群中灯塔般的存在，当
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们总是最
先伸出援手的那一个。竭尽全力，
掏心掏肺。我一直记得暖心的阳光
下连接着国华和叶老师的那根红毛
线。‘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要有多宽广敞亮的胸怀才能把一个
陌生人当亲人般对待？”

当得知梁国华身患尿毒症却捐
献遗体的义举后，普通人的举动便
是从他那多买一份报纸，“买份晚
报……不用找钱了……买份晚报
……不用找钱了。”海曙区鼓楼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徐维燕说，看
到这里，我控制不住地流下了眼
泪。银幕里的这些人就是我们身边
的普通人，这些小小的善，丰满了
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

“我不知道十一年后的今天，
梁国华看到这部电影会怎么想。”
志愿者周贞评论说：“现在的他已

经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可能已经忘
记了‘那个冬天很冷，冷得可以听
见窒息的声音’，但是我想他绝对
不会忘记‘那年的春天，每一个从
他身边经过的宁波人都有一张炽热
真诚的脸’，他们中有懵懂的孩
子，有和他一样为生活奔波的中年
人，更有省吃俭用头发花白的老
人，他不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但是每一个人都笑着对他说：要加
油呀！正是因为这一张张朴实而温
暖的脸，让他感受到了第二故乡宁
波特有的温度，引领他再一次推开
了幸福的大门。”

影片特有的力量，激发着更多
的善良，鼓舞着爱心的继续传递。
海曙区南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敏娴说，“宁波是座爱心城市，
多年来涌现出一大批爱心志愿者，
有长年默默爱心捐款不求回报的

‘顺其自然’；有影片中原型人物‘宁
波爱心大使’梁国华；还有我们身边
的医务人员朱海平，在杭州成功捐
献了造血干细胞，这都让我深感自
豪和骄傲。我也默默许下承诺，要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宁波这座爱心城
市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7 年宁波好人、海曙区鼓

楼街道苍水社区蒲公英邻里互助社
党员志愿者毛伟君说：“宁波是个
好人密集的地方，哪里有困难哪里
就有好人，我为自己是一个宁波人
而感到骄傲。作为社区蒲公英邻里
互助社一名普通的党员志愿者，有
幸被评为宁波好人，这不仅是对我
志愿工作的肯定，也让我有了更大
的动力，志愿在心，服务于行，一
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
子做好事，我们社区像我这样的志
愿者很多，都在默默地为社区的老
人服务。我将继续努力，做一辈子
的宁波好人。”

影片《让爱活下去》令人动容

让爱心在宁波不断传递下去
7 月 25 日，根据“宁波爱心大

使”梁国华的真实事迹改编的励志
电影 《让爱活下去》 在全国公映。

当天上午，宁波市文明办、市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会组织身边好人、
道德模范和志愿者500余人共同观看《让爱活下去》。

从一个“绝症患者”重生成为幸福的“新宁波人”的暖心故事
让全场观众动容，大家认为正是影片演绎的人间大爱，让宁波成为
一座有温度的城市。希望更多的人传递温暖，奉献爱心，小爱聚大
爱，感召身边更多的人投身爱心城市建设，让爱和温暖流淌在每个
人的周围。

编 者 按

图为影片《让爱活下去》宣传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