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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哈尔滨市南岗

公安分局和兴路派出所

民警宋滨喜与持刀歹徒

搏 斗 身 负 重 伤 ，不 幸 牺

牲。这位普通社区民警在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鲜

血铸就了一座人民警察

的丰碑。

宋滨喜生于 1968 年 1

月，1987 年 10 月参加公安

工作。

2008 年 10 月 18 日 20

时 26 分，和兴路派出所接

到哈尔滨市公安局 110 指

令：文兴街 57 路公共汽车

终点站附近有人被打。值

班民警宋滨喜、张正球迅

速出警。

到现场后，报警人蒋

某夫妇称三个满身酒气

的人无故滋事，将蒋某打

伤，其中两人已在民警到

来之前逃跑。根据被害人

指认，宋滨喜和张正球将

没来得及跑掉的高东堵

住。

高东见无路可逃，突

然抽出尖刀刺向民警。寒

光一闪，宋滨喜本能地将

张正球挡在身后,刹那间胸

口鲜血喷涌而出。在与歹

徒的搏斗中，张正球也被

刺伤。

因顾虑周围群众安

全，民警并未对犯罪嫌疑

人开枪。宋滨喜不顾胸前

流血，死死地抱住高东大

腿，张正球强忍腰部伤口

的剧痛将他扑倒，两人用

尽最后的气力将其制服。

支援民警赶到后，宋

滨喜已伤重昏倒在血泊

中，但双手仍死死抱住犯

罪嫌疑人。

11 月 3 日，因伤势过

重，在与死神顽强战斗了

16 个昼夜后，宋滨喜不幸

牺牲。

宋滨喜牺牲后，数千

群众自发到派出所吊唁。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

他为革命烈士，人社部、

公安部追授他“全国公安

系统一级英雄模范”荣誉

称号。

“在面临困难和危险

的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

面，工作中更是抢在前、干

在先。”和兴路派出所民警

李洪奇这样描述他认识的

宋滨喜。

2006 年冬，派出所辖

区内发生一起杀人案，疑

犯将凶器扔在了白家堡的

一片荒地里。当天刚下过

雪，气温零下20摄氏度。为

了找到凶器，宋滨喜凭借

微弱的路灯光，在雪地里

一寸一寸地搜。几个小时

后，他终于找到凶器时，双

手已经冻僵，连刀柄都握

不住了。

“我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做警察就要做出警察的

样子来。不一定有人说我

好，但我要保证没有人骂

我。”宋滨喜常这样说。

宋滨喜家的日子一直

过得不宽裕，直到牺牲前，

他还和母亲住在一起，没

有自己的房子。

他不是没有“致富”的

机会。宋滨喜管理的辖区

属于哈师大附小学区，许

多家长为了孩子上学，想

方设法想把户口落进来。

可宋滨喜从不拿原则做交

易。

但对那些符合政策条

件的群众，他却主动帮忙。

低保户耿大爷和老伴结婚

十多年了，女方的户口问

题一直没解决。宋滨喜主

动帮忙办理，还把落好的

户口给老人送上门。老人

想表示感谢，却被他婉言

谢绝。“对符合政策的事，

他会积极主动帮忙办理，

从没有‘勒拿卡要’情况。”

同事们说。

宋滨喜牺牲至今的每

年清明，战友们都会去他

的墓前看一看。“他当年常

给我这样新来的民警指点

业务，教我们怎么办案、怎

么和群众相处，虽然这么

多年过去了，但我都记得

清清楚楚。”和兴路派出所

民警王铁说。

（据新华社报道）

在呼伦贝尔市阿荣

旗，有一座闻名东北的抗

联英雄园。东北抗联高级

将领、中纪委原副书记韩

光为英雄园题写园名；东

北抗联高级将领、黑龙江

省原省长陈雷为英雄园题

词：抗联精神昭日月，英雄

伟绩育后人。

“九一八事变”之后，

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东

北各地。1939年至1941年，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的

三、九支队分别在王明贵、

王均、冯志纲和高禹民等

将领的带领下，三进呼伦

贝尔，发动群众组织抗日

武装力量，开辟了阿荣旗

抗日游击根据地，在这里

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

雄事迹。

2005 年 9 月，阿荣旗

为纪念抗联英雄，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在原东山烈

士陵园修建抗联英雄园，

2006 年 9 月 1 日竣工。抗

联英雄园占地 40 万平方

米，建有以抗联英雄在阿

荣旗战斗事迹为主题的

“抗日烽火”“七勇士”“兴

安密林”等 16 座雕塑，以

及英雄亭、民族亭、缅怀

亭、报国亭、精忠亭和勿

忘亭等。

在抗联英雄园深处，

松柏掩映下的呼伦贝尔东

北抗联纪念馆巍然屹立。

该馆于 2009 年 9 月 2 日正

式开馆，由中央军委原副

主席迟浩田为纪念馆题写

馆名。占地 2300 平方米的

纪念馆建筑风格独特，高

大雄伟，气势非凡，馆内的

照片、彩图、实物和影像，

真实、深刻、生动，给人带

来身临其境的感觉。

走进抗联纪念馆，讲

解员冯丽霞向记者讲述了

当年抗联战士英勇战斗的

故事。

1940年2月4日，在阿

荣旗三岔河镇任家窝棚的

马哈山上，冯治纲率领部

队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激

战，他挥枪射击，一连打死

十几个鬼子。将士们同仇

敌忾，英勇杀敌，击溃了有

30 多辆军车的大股日军。

在这场战斗中，冯治纲和

他的警卫员裴海锋都牺牲

了，那年冯治纲将军年仅

32岁。

1940年11月30日，东

北抗联三支队接连打了几

场胜仗后，转移到阿荣旗

霍尔奇镇鸡冠山休整。因

有人告密，日军调集大批

鬼子进行围困。那天飘着

雪特别寒冷，在政委高禹

民的指挥下，战士尹德福

爬上山顶，见坡下一群鬼

子正围着一个军官听训

话，尹德福便端起三八式

步枪，一枪打死了那个军

官。趁敌人乱成一团之际，

全体将士奋起冲杀，迅速

突围。这时，传来了马架屯

打死了日本军官小浦泽太

郎的好消息，更激发了抗

联战士的斗志，他们个个

奋不顾身地拼杀，消灭了

许多鬼子。为争夺山头巨

石，掩护战友突围，年仅24

岁的政委高禹民、中队长

刘忠学、机枪手冯振和、战

士阎福春等7人战死沙场，

鲜血染红了鸡冠山。而今，

这些烈士的忠骨就掩埋在

抗联英雄园内。

冯丽霞介绍说，东北

抗联在三进呼伦贝尔战斗

期间，阿荣旗各族人民群

众积极支援部队，奋勇抗

日，他们为抗联将士送粮、

送水、送肉、送菜，送衣服、

送药物、送情报。在当年的

阿荣旗境内，数不清有多

少个联络点、堡垒户，数不

清有多少人加入了抗联的

队伍，数不清有多少家用

土豆窖、木炭窖养护过伤

员。

2018 年，东北抗联在

阿荣旗等地抗击日寇的事

迹被《中国共产党历史》收

录。

“阿荣旗作为革命老

区有着为新中国而奋战的

光荣传统，能被写入《中国

共产党历史》，这是每一个

阿荣旗人以及曾经在此生

活奋斗过的人的骄傲。”阿

荣旗退休老干部谭宏宇

说。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革命精神，争做时代新人，

责任重大，意义深远。在新

时代，阿荣旗传承和发扬

伟大的抗联精神，坚持保

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加

强对重要革命遗址遗迹的

保护。阿荣旗不断创新工

作思路，紧密联系实际，强

化党史宣传教育和学习，

围绕中心深化党史研究，

传承发扬抗联精神，助力

全旗经济社会发展。

2019 年，阿荣旗对呼

伦贝尔东北抗联纪念馆进

行了改造升级，进一步完

善了馆内的设施和布展。

此次升级改造中，建设者

精心策划、优化设计，综合

运用了照片、文物、绘画、

雕塑、大型场景再现以及

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

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了东

北抗联在呼伦贝尔地区与

日军艰苦卓绝的征战史

实，把革命先烈坚定的革

命信念、不屈不挠的革命

意志、崇高的爱国主义精

神、气壮山河的革命事迹

展现得淋漓尽致。

呼伦贝尔东北抗联纪

念馆馆长吴杰介绍：“抗联

纪念馆自2009年建成开放

以来，每年接待区内外参

观者 10 万多人。作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我们将更

好地传承弘扬先烈不畏强

暴、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激励广大群众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

力奋斗。”

如今，呼伦贝尔东北

抗联纪念馆不仅是阿荣旗

革命老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

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也是阿荣旗打造红色旅

游，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

载体，更为周边地区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提供了

理想场所。

阿荣旗那吉镇市民张

宏宇每天都要到抗联英雄

园晨练，他说：“从小就听

过很多东北抗联在阿荣旗

战斗的故事，自从抗联英

雄园建成后，我就天天来

这里，一是锻炼身体，再一

个就是感受英雄的精神，

用英雄的精神激励自己，

他们为民族解放付出了宝

贵的生命，我们要永远记

住他们！”

阿荣旗：传承抗联精神奋力前行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玉琢 实习生 王建庭

宋滨喜：用鲜血铸就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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