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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 版）1989 年 3 月，杜平将军撰写的《在志

愿军总部》一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外发行，

并连续再版。1990 年“六一”前夕，年逾八旬的杜平将

军收到了解放军出版社寄来的 5900 元稿酬。他召集家

人商议后决定，将这笔稿酬全部捐给家乡人民兴办教

育事业。此举受到家乡县领导和人民的称赞。

尤为难得的是，在为井冈山碑林题词时，许多中央

领导及知名将军、名人的碑词落款都没有写故乡，唯有

杜平将军的落款是“万载杜平”，足见其对家乡的感情

有多么浓厚。

人人称道的才艺“多面手”

杜平将军爱好广泛，多才多艺，不仅能诗善文，擅

长书法、摄影，喜画兰草，还吹得一手好箫。

说杜平将军能诗善文，这从他主持创办的《志愿军

报》，撰写的《在志愿军总部》《万载县志!序》，以及晚年

和病重时写下的诗可窥一斑。

杜平将军学习摄影，有一个小故事：延安时期在战

场上缴获了一些照相机，当年没有傻瓜相机，照相要一

招一式地去学。他三天两头抽空跑到著名老一辈摄影

家吴印咸那里，学习选光圈、定速度、调焦距、冲洗照

片。同时，他对人物背景的安排也潜心研究。

1949 年 3 月 25 日下午，“四野”军政首长林彪、罗荣

桓陪同毛泽东、朱德在北平西郊机场举行阅兵式。当毛

泽东站着的第一辆敞篷吉普车驶到坦克部队，向站立在

坦克前的官兵举手敬礼时，杜平将军按下了快门。这是

杜平将军第一次给毛泽东主席拍照。让杜平将军没有

想到的是，就是这一瞬间的抓拍，拍下了伟大的历史镜

头，成为珍贵的史料。杜平将军后来才得知，毛泽东主

席看到这张照片时非常满意，称他拍照技术不错。这张

照片的原件现存放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杜平将军的题词遍布了万载城乡，体现了他切切

的关怀和殷殷的勉励。给年轻人题的是“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给搞县志的同志题词是“实事求是”；为

了不忘母校的培育之恩，并对下一代寄予殷切的期望，

他的题词是：“铭记母校教诲，谱写青春壮歌。”

如今，在南京也依然能看到杜平将军题写的名胜古

迹和单位匾额：梅花山的标示“第一梅山”碑，鼓楼上的

“心旷神怡”匾牌，夫子庙“咚咚更鼓逼岩城”诗碑，雨花台

的“共产党宣言”墨迹，南京军区的“华山饭店”等等。

1999 年 3 月 4 日 5 时 24 分，杜平将军在南京寓所病

逝，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知名人士或纷纷前往吊唁，

或敬献花圈。迟浩田上将为老首长杜平将军敬书：“丹

心献中华，雄才书春秋。”著名书法家武中奇先生题曰：

“文韬武略一代英豪坚贞耿介堪为吾辈典范，儒将雍容

大家风度文才书艺足称我侪师表。”著名画家亚明先生

题曰：“一生戎马南征北战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端戈九二

年，一身正气坚持真理为国富民强永安康两袖清风去。”

当好典型成长的“园艺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中，杜平将

军善于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推动部队的政治建

设。他在认真考察、调研、发现先进典型的基础上，带

领政治机关及时给典型“培土”“浇水”“施肥”“剪枝”，

当好典型成长的“园艺师”。

上世纪 60 年代初，刚刚遭受自然灾害的中国经济

比较困难，节约成为国人共渡难关的一项重要政策。

时任沈阳军区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兼军区政治部主任

的杜平，非常关注“节约”二字。他最早提出在部队中

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并十分重视对雷锋的培

养教育。

1960 年秋，杜平将军携军区机关工作组来到雷锋

所在的工程兵十团检查，雷锋的名字进入他的视野。

部队向杜平将军汇报了雷锋节约的很多故事，还特别

讲到雷锋入伍前当工人时就多次被评为“红旗手”“劳

动模范”，入伍后工作学习一直表现优异，当年就被评

为节约标兵、模范共青团员，并荣立二等功。杜平将军

越听越感兴趣。当部队同志说到雷锋做了很多好事从

来不留名的情况时，他的眼睛更放光了，感慨道：“雷锋

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他的先进事迹、先进思想在和平

时期建军史上是罕见的。”因此，杜平将军认定了雷锋

这个典型。此后，杜平将军一直注重对雷锋的教育培

养，关注宣传雷锋的进度、深度。

1962 年 8 月 12 日，雷锋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后，杜平

将军亲自组织雷锋事迹展览会和话剧《雷锋》的创作，

坚持开展学雷锋活动，为雷锋的事迹面向全国宣传做

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体现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远见

卓识。

1963 年 3 月到南京军区工作后，杜平将军总结推广

了“军民联防模范连”，十分关心“南京路上好八连”的

建设，多次到该连视察和蹲点，并手把手地传帮带。

八连身居闹市却一尘不染，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上海社会情况仍然十

分复杂。该连于 1949 年 6 月进驻上海市南京路执行警

卫任务，坚持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抵制资产

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侵蚀，团结人民群众，出色地

完成了警卫任务。全连干部战士勤俭节约，助人为乐，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63 年 4 月 25 日，国防部授予

该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

杜平将军十分重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领

导，为全面加强军区部队政治建设倾注了大量心

血。他坚持实事求是，积极为救人英雄王杰正名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1965 年 7 月 14 日，装甲兵某部

工兵一连五班班长王杰在组织民

兵训练时发生意外，奋不顾身地扑

向冒着火花的炸药包，保护了在场

12 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生命。而

年仅23岁的王杰壮烈牺牲。

追悼会上，有这样一段悼词：

“王杰同志在此次帮助民兵训练

中，身为班长、一级技术能手，酿成

了不该发生的恶性事故，

给部队建设和人民群众

造成了损失⋯⋯”部队上

呈的报告中，把王杰的牺牲定性为“一起由于违反操作

规程而造成的责任伤亡事故”。

杜平看到报告后很是震惊，命令工兵专家前往调

查。被救者李彦清对前来调查的工兵专家说：“王杰经

常教我们防止意外爆炸的防范措施，也就是跪姿设雷

时，一只脚要稍前靠，发生危险猛一蹬后仰，避开 45 度

角的爆炸最大杀伤力。导火线冒烟时，他完全可以这

样做，但他没有，而是奋不顾身地扑上前去。王杰是个

英雄啊，不是英雄就不会有这样的英雄行为！”

调查专家试验了训练用的拉火管、炸药。经过 30

多次试爆，终于找到了原因：王杰使用的拉火管是过了

安全期限的，拉火管装置早已失控。王杰把拉火管接

上炸药包的导火索时，没达到拉力的拉火管就自爆

了。这时采取任何补救措施都已来不及。王杰扑向炸

药包，不是自己操作失误，也不是故意引爆，而是舍身

救人的崇高行为！

与此同时，部队又找出了王杰的 20 多本日记。他

在日记中 8 处提到黄继光，6 处提到董存瑞，33 处提到

雷锋。日记中写道：“死要死得有价值，为了祖国和人

民，就是死得其所，死得光荣⋯⋯”

经过实事求是的调查，杜平将军对王杰的牺牲作

出了正确的结论。王杰成为了与雷锋齐名的又一位共

产主义战士。1965 年 11 月 27 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

在班为“王杰班”。

黄继光、邱少云、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郭兴

福、王杰等先进典型的发现与培养，充分彰显了杜平将

军慧眼识珠、全心全意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博大胸

怀和崇高品德，以及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

正如武中奇先生的题词所言，“文韬武略一代英豪

坚贞耿介堪为吾辈典范，儒将雍容大家风度文才书艺

足称我侪师表”，杜平将军的风范、品德，永远是“吾辈

典范”“我侪师表”。他虽然离开我们已有 23 年了，但他

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