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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  潇
□ 本报通讯员 朱宇航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们不仅要铭记国家与
民族的伟大胜利，也要缅怀一个个普通国民在抗战
中的坚守与奉献。从纷繁的抗战史料中发掘的一批
家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从个体经历出发重
温抗战伟大斗争的视角。
　　这批家书出自浙江绍兴籍士兵钟定胜之手，写
于1939年前后，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家书主人公
钟定胜时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预备师三十八
团通信排的一名通信兵，随部队辗转江西、浙江、安
徽等地，在艰苦的行军和紧张的作战间隙，写下十
余封信寄往家乡，向家人报平安、寄真情。这些家书
记录了一名普通士兵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民族担当
与家国情感，也为我们理解全民抗战提供了来自个
体视角的宝贵材料。

冲锋陷阵 家人勿为我忧

　　作为通信兵，钟定胜虽不在战斗一线，但他也
担负着架设战地线路、保障战地通讯的重大职责。
在信中他向家人写道，部队每日长途行军后，其他
官兵可以休息，而他则必须彻夜铺设通信线路，清
晨天未亮即起拆除，“真是苦极了”。但他又随即补
充道，自己有别于其他以刀枪与日军直接对垒的兵
种，处境“妥安”，让母亲切勿担忧。
　　他曾在信中提到一次长达14天的行军。从安
徽出发，途中经过浙江金华，再到江西临川县李
家渡驻扎数日，即奉令前往南昌附近的进贤前线
参战。此役中，他“抱定杀敌决心，拼着牺牲的热
血与鬼子拼命，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经数小时激
战，我军击毙百余人，占领了阵地，打得日军狼狈
而逃。寥寥数语，勾勒出我抗战官兵的战斗意志
与抗敌决心。
　　细读下来，钟定胜的信中战斗从未远离，紧张
从未中断，但他却在不停安抚家人心绪，为家人传
递抗战必胜的信念。

身处行伍 不卸家庭重担

　　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家国之情始终交织不
分。1939年春，钟定胜在信中写道：“又到清明佳节，
儿心中又想家中一切的事——— 掘笋、养蚕、种田、采
茶……本应小儿亲自回家祭祖，无奈为国抗敌，不
能请假归乡，千万请大人顾谅一二。”家人的农事劳
作与祭祖仪式，乃至生活中的点滴都萦绕在他心
头。这种对家人与故乡的情感链接，不因时局动荡
而中断，反而在为国抗敌的斗争中愈显深刻。
　　尽管军中生活条件艰苦，钟定胜仍设法省出军

饷寄回家中。有时是银洋十元，有时是衣物一包，抑
或自己的服役证明，交代母亲妥善保管，以便必要
时向地方申请帮济。自己不能在家分担辛劳，钟定
胜便提醒弟弟妹妹要勤俭过日、早起务农，请求兄
嫂多多照应家庭事务。他并未因参军远离家庭责
任，反而在信中频频表现对家庭事务的关心。他对
亲人的那份体贴与牵挂，穿越战火，流淌在纸笔间。

面对纠纷 依法申诉维权

　　家书中，还提及钟定胜为家人出谋划策以解
决地方上的经济纠纷。得知家中耕地被侵占，他
曾希望由师部发函至地方政府交涉，虽因“无凭
无据”未能成功，他仍请营指导员具书一封给当
地保长，请求协助。他更给家人随信寄去一份《出
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向他们指明，若在地方受
到欺凌或陷入经济困境，可依据该条例向保甲组
织或优待会提出申诉，甚至还能依法在战争期间
暂缓偿还债务。
　　钟定胜在日常生活的安排中，贯彻了他对制度
与法律的理解。他并未幻想特权，也未诉诸强力，而
是在制度和法律允许的优待范围之内，积极谋求地
方保甲组织的保护，并向家人宣传贯彻抗战军属优
待政策，以维护家庭利益。这体现了战时中国普通
士兵对国家意志与制度正义最朴素也是最坚定的
信任。

战局险恶 不失信念希望

　　尽管战事残酷、环境险恶，钟定胜在家书中始
终流露出对未来的信心。他在战斗间隙仍积极寻求
个人发展，在通信排服役期间，主动申请调入干部
教导队接受训练。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若运气
好，将来升官也未为难。”他并非指望在军中升官发
财，而是朴素地表达对个人前途与国家未来所抱有
的坚定信心，希望以学习和训练提升自身的能力，
既反哺家庭，也为国家多尽一分力。
　　他的信念不是空泛口号，而是体现在其面对现
实困难时的勉励坚持。他提到自己“每月伙食不够
支用”“鞋子买不起”，甚至希望家人能寄来旧鞋。但
他仍然一边在训练中努力上进，“受训十分用心以
备将来为国之抗战英雄”，一边继续节省微薄的薪
俸寄回以支持家用。正是这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
的态度，使我们在家书中看到民族危亡之际的希望
之光。
　　他还在信中写道：“敌人虽已如此兽行，实在已
无力量来侵犯我们民族，我们不就可以将日本收
服。”可见其在局势最为危急的1939年，仍未动摇胜
利的信念。他相信国难终将过去，人民终将胜利，自
己也将在苦难之后，迎来能够亲手建设和平生活的
那一天。

烽火家书寄深情
一名抗战军人的家国情怀

■ 记者手记

　　钟定胜的信件字句朴实，笔迹粗糙，却承载着动人的情感与信
念。他不曾高喊口号，也未提及受到表彰嘉奖，但始终保持着对胜
利的信心，忠实履行着自己作为战士、作为儿子和作为国民之一员
的责任，为救亡而战斗。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天，重读这批
家书，不只是缅怀一位士兵的忠诚与担当，更是向千千万万个普通
人的坚韧与信仰致敬。他们用笔墨维系亲情，用行动守护家国，是
抗战胜利伟大图景中最生动鲜活的色彩。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戴伦乔 徐保林

 　“将庭审开在案发现场，不仅是对犯罪行为的有力震慑，
更让广大老百姓感受到国防设施就在身边，守护责任重于泰
山。”全国劳动模范、江苏省人大代表、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
镇芦沟社区书记徐玲说。
　　7月15日，解放军南京军事检察院协同淮安市盱眙县人
民检察院，对一起过失损坏军事通信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并在案发地盱眙县马坝镇一处农田间公开开庭审
理。盱眙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潘凌云作为公诉人出庭指控犯
罪，南京军事检察院大校检察长刘剑作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起诉人出庭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盱眙县人民法院院长田庚担
任审判长。为加大案件警示教育效果，庭审邀请全国人大代
表、江苏省人大代表、部队有关人员，以及案发地附近村民
100余人参与旁听。
　　2024年4月，胡某受雇主金某安排，负责马坝镇某村农田
排水沟内更换水泥管作业的施工管理，赵某受金某雇佣驾驶

挖掘机在该处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在现场有军用光缆警
示桩、周围村民提醒风险、二人明知可能在施工中挖断光缆
的情况下，胡某、赵某仍进行深挖作业，不慎将某部军用光缆
挖断，造成重要军事通信中断共计100多分钟。
　　今年4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盱眙县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由于涉及国防和军事利益受损，该院与南京军事检察
院开展军地协作，共同调查取证，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准确认
定案件性质。军地检察机关认为，上述行为应当以过失损坏
军事通信罪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同时，相关人员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附带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金某赔偿相关损
失共计20余万元，并在媒体公开道歉。
　　庭审后，军地检察机关在现场联合开展保护军事设施普
法宣传活动。全国人大代表、陆军某旅二级上士陈瑜向在场
人员讲解破坏军用光缆的严重后果及应急处置办法，金某等
5人被聘任为兼职国防光缆守护志愿者。军地检察机关联合
向有关乡镇公开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属地乡镇开展排查整
改、强化施工监管、加强普法教育，建立常态化军地沟通协助
机制。
　　为将个案办理成效转化为长效保护机制，南京军事检察
院与淮安市人民检察院签署《全面加强军地检察协作工作的
会议纪要》，在案件协办、信息共享等方面达成共识。

南京军地检察机关联合地方法院

把庭审现场搬到田间地头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王  振 王国银 张永清

　　7月19日，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锋刃-2025”国
际狙击手射击竞赛，在新疆乌鲁木齐武警部队
某训练基地落下帷幕。
　　20余个国家的50余个狙击小组在6天时间
里，围绕精准基础、典型场景、综合战斗、极限挑
战4个类别12个课目展开激烈角逐。
　　论剑天山，淬锋砺刃。随着最后一声枪响归
于沉寂，这场“枪王之王”的巅峰对决在苍茫戈
壁画上圆满句号。来自不同国家的狙击精英们，
在风沙与烈日见证下，不仅用精准的弹道刻下
技艺巅峰，而且在并肩作战中结下深厚情谊。他
们将带着这份友好开放、务实合作的理念，继续
投身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
使命。

毫厘之间决胜负

　　天山脚下，狙击手拉米·那赫拉匍匐在地
面，食指缓缓扣动扳机。“砰！砰！”两颗子弹穿
过枪膛呼啸而出，两根直径仅为3毫米的红色
玻璃管应声炸裂，“轩辕剑”笔直插入下方泡
沫垫。
　　黎巴嫩参赛队员拉米·那赫拉参加的课目
名为“暗箭刀锋”，要求选手在60米外、50秒内击
中一横一竖两个长10厘米、直径3毫米的玻璃管，
全部命中目标方能获赠“轩辕剑”。
　　“3毫米，细如铅笔芯，十分考验射手对线状
目标的精准狙击能力。”课目主裁判郑印介绍，
“另一个考点藏在射击顺序里，纵向管好比‘钥
匙孔’，只有第一发命中，才有机会触摸到横向
管这个‘锁芯’。”对射击流程的巧妙设计，让难
度陡升，对狙击手而言是技术和心理的双重
考验。
　　另一边赛场上，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正在
上演。
　　“呼吸！压住！”中国武警参赛选手孙邦众在
负重通过“Z”形排水管道时，小声提醒前方队
友。剧烈运动后，两人心跳加快，呼吸急促，但已
经没有时间调整。他们迅速完成枪弹结合，脸颊
紧贴着枪托，透过狭小管道寻找目标。
　　“砰！”一阵枪炮声炸响。与此同时，孙邦众
透过瞄准镜锁定，轻扣扳机，果断击发，近300米
外的靶标瞬间被贯穿。
　　场边工作人员介绍，这个课目名叫“声响掩
护隐蔽狙击”，要求狙击小组在120秒内，在256米
至288米的远距离，携带背囊和弹匣协同依次通
过低桩网、排水管道，利用狭小管道对半遮蔽头
部靶进行射击。
　　“想要在这个课目取得好成绩，必须在负重
运动后快速调整呼吸，同时还要克服光照、温度
及湿度等不利条件的干扰，以最快速度搜索瞄
准击发，不能有丝毫迟疑和失误。”走下场的孙
邦众告诉记者，虽然时间有120秒，但射手必须在
枪炮声响起的3秒内完成击发，时间短、干扰多、
距离远，要求他们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判定
位置、据枪瞄准、修正偏差等一系列准备动作。

　　这是孙邦众第二次参加“锋刃”国际狙击手
射击竞赛，虽然经验丰富，但仍不敢掉以轻心：
“这里高手如云，一个细节处理不好，就可能被
拉开很大差距。”对比上一届“锋刃”，他告诉记
者，这个课目变化很大，不仅距离变远了，而且
直径8厘米的半遮蔽靶上还有标着1至5环的环
线。要得高分，必须精益求精。
　　“高难课目竞技，放大了技术、心态、反应
上的差距，当这些细微的变化投射到赛场，就
成了决定胜负关键。”武警部队参谋部主办局
领导说，课目“难”是相对的，是人为设置的挑
战。而狙击手本领的“强”则是绝对的，是千锤
百炼的结果。“淬锋砺刃，就是在一场场竞技比
拼中精进技艺，在一次次挑战不可能中实现突
破。”他说。

瞄准实战砺硬功

　　狙击赛场竟设置了手枪靶？不可思议的一
幕出现在“渗透狙击”课目现场。记者跟随选手
们比拼的脚步，发现他们在抵达5号射击阵地
时，会放下狙击步枪，迅速领取手枪对近处5个
“集团目标”展开射击。
　　“真实战场，狙击手不能只依赖狙击步枪，
而是要学会使用多种武器，甚至近战搏斗。”走
出竞赛区，中国武警参赛队员刘士柱喘着粗气
说，“这简直就是一场完整的战斗。”
　　完成渗透狙击，选手需要在20分钟内依次
跃进至丛林、巷道、屋顶等5个射击阵地，对目标
进行定点清除，全程奔袭约1.1公里，各类射击目
标共有20多个。
　　“渗透狙击”课目满分为400分，是此次竞赛
中所有课目中分值最高的，但是想拿到高分并
不是易事。
  该课目以狙击小队深入敌后解救人质为战
斗背景，共设置隐蔽渗透、协同接敌、定点打击、
控守压制、游动反击、掩护打击、快速撤离7个作
战环节，采取综合演练的形式分段组织实施，全
程贯穿组织指挥，注重技战一体运用，检验狙击
小组在复杂环境条件下的综合战斗能力。
　　课目主裁判张浩指向远处一个侧身钢板靶
向记者介绍：“我们在课目设计时，充分考虑了
将竞赛环境向作战环境靠拢，确保紧贴实战。例
如这个靶位被设置在山坡两条沟壑之间，周围
风向、风速一直在不停变化，这就要求狙击手在
有限的时间内不仅要果断扣动扳机，而且要充
分考虑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难度系数极高。”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狙击竞技，而是真正的
实战较量。”刚完成这个课目的科威特参赛队员
马尔迪·梅弗雷说。
　　借鉴实战案例增强实战性，是此次竞赛的
一大特色。本次比赛课目设置，借鉴了近年来武
警部队成功处置的实战案例经验、全球发生的
恐怖事件应对之策，以及各种特战比武中的国
际惯例，每个课目都带有实战背景。

智能裁评护公正

　　在“百步穿杨”课目现场，骤然响起的枪声
如密集鼓点，打破戈壁的沉寂。12名狙击手凝神
屏息，几乎同时射向近百米外的目标——— 印有4
枚直径4.5厘米、中心方孔边长1.5厘米的铜钱靶。
　　最后一发子弹的余音还在戈壁滩上空回
荡，白俄罗斯参赛队员安德烈·卡夏纽克径直走
向赛道裁判。一台轻薄的手持平板递到他眼前，
上面清晰展示出他的半身照、专属二维码信息
以及四发子弹弹着点的高清放大图。
　　“命中区域判定清晰无误。你无法质疑自己
眼睛看到的东西。”安德烈·卡夏纽克快速滑动
确认，指尖在最终成绩栏下方郑重签下电子签
名。评分、核实、登记，整个过程用时不到1分钟。
　　“不仅狙击需要精准，裁评也需要精度。”
武警部队参谋部主办局领导介绍，他们在前一
届竞赛的基础上，迭代升级智能裁评系统，通
过人脸识别与二维码双重验证检录，实现命中

效果远程可视、成绩评定系统生成、排名打分
现场公布、比赛成绩实时显示，让每名参赛选
手能够第一时间看到自己的射击情况、得分情
况。如果参赛选手对成绩有异议可以及时申请
复核，保证第一时间能够发现问题，作出公平
公正的裁评。
　　隐蔽、跃进、匍匐……中国陆军选手杨健
山在“渗透狙击”课目中身手敏捷，干脆利落。
张浩手持移动终端，调取靶标段、射手端以及
空中无人机的高清摄像头，将这些动作细节尽
收眼底。
　　只见他和队友迅速占领2号射击阵地，调整
呼吸，推弹上膛。“叮！”子弹精准命中钢板半身
靶的脆响，甚至能通过系统清晰传回。
　　张浩告诉记者：“如果靠裁判员两条腿追
着选手跑，既危险又难免疏漏。现在‘电子裁
判’实现无影覆盖，让执裁的盲区与风险消弭
于无形。”
　　身着橙色背心、手持移动裁评终端的赛道
裁判员遍布各个射击阵位，120多个靶位高清摄
像机覆盖暗箭刀锋、百步穿杨、搭乘舟艇水上狙
击、远距离挑战狙击等7个竞赛场地。靶标感应
器、高清摄像头、无人机航拍，多角度视频流实
时汇聚终端。
　　古巴选手奥马尔·加西亚·苏萨对此竖起大
拇指：“一切比赛都在阳光下，你的每一枪，都在
无数‘眼睛’的公正注视下被精确捕捉。”
　　科技赋能托举公平与效率。武警部队参谋
部主办局领导说：“利用技术手段打造公平的竞
赛环境，目的是让狙击手们关乎技艺、意志与勇
气的巅峰对话，回归最纯粹的竞技本质，让这里
的每一份成绩更快更精准更公平地反映射手真
正的实力。”

文化纽带连真情

　　比赛第一天，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胡达耶尔
加诺夫·胡而希德凭借稳定的发挥，成为获赠
“轩辕剑”的选手。从郑印手中庄重地接过那柄
中国古剑时，他的脸上写满了喜悦、自豪与深深
的敬意。
　　一旁的翻译向他阐释这份独特荣誉的深厚
内涵：“轩辕剑，是中华文明始祖黄帝的佩剑，象
征勇武、智慧与正义。今日以‘剑’赠‘枪王’，敬
您百步穿杨、弹无虚发的巅峰技艺，传递出我们
中华民族尚武崇德、敬重英雄的传统。”
　　得知赢得的“轩辕剑”有“宝剑赠英雄”的含
义，胡达耶尔加诺夫·胡而希德显得格外高兴。
他告诉记者，这件来自中国的礼物意义非凡，这
柄剑不仅象征着狙击手的荣誉和成绩，也包含
着一种共同维护和平捍卫正义的理念和追求。
回国后，他将把这次参赛经历与战友交流分享，
把这次竞赛促进合作交流的理念继续传递
下去。
　　赛场休息区旁边的空旷场地上，古巴参赛
队员奥列尔·佩雷斯·阿尔迪雷斯向围拢过来的
多国同行们演示上膛前检查子弹底火、确保供
弹顺畅的独特手法；柬埔寨选手陈·索菲普则用
手比划着，介绍他们小组狙击时高效、隐蔽的专
用手语沟通系统；中国武警选手康凯宁从战术
背心侧袋中掏出几个不起眼的小沙包，展示他
在野外缺乏稳定依托时，如何利用沙包快速构
筑稳固射击平台的方法……这些来自实战一线
的宝贵经验，在轻松的氛围中自由共享。
　　“语言不是沟通的障碍，肤色也不是学习的
壁垒。”陈·索菲普通过翻译人员告诉记者，尽管
相处时间不长，但在每一个课目的比拼中，与世
界各国狙击精英切磋技艺、交流情感，友谊迅速
升温，这已经超越了竞赛本身。
　　竞赛组委会领导告诉记者：“‘锋刃’搭建的
不仅是比拼技艺的擂台，而且是取长补短、互
学互鉴的平台。世界各国顶尖狙击手在这里碰
撞出的思想火花、分享的实战智慧，最终都将
融入各自军队实战化训练中，转化为更强大的
制胜能力。”

论剑天山 淬锋砺刃
“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纪实

  图为7月17日，白俄罗斯参赛队员在新疆乌
鲁木齐武警部队某训练基地参加“城市要点控
守狙击”课目竞赛。

本报通讯员 赵俊杰 摄    

  7月15日，
“锋刃-2025”国
际狙击手射击竞
赛在新疆乌鲁木
齐武警部队某训
练基地开幕。图
为开幕式后，参
赛队员进行多种
姿势课目竞赛。

本报通讯员
马士宝 摄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军地协作 共护国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