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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第十一干休所上等兵刘星一直梦想当特种
兵，却被分到干休所，现实的落差让他倍感失落，工作
态度一度消极。

前不久，干休所邀请老干部吕品给大家上课。
“1939年，我刚满 15岁，便参加八路军，在陇海南进支
队第 3团当战士。我还参加了抗美援朝，获得二级独
立自由勋章、三级红旗勋章。2015年，我作为抗日老
战士代表，光荣赴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真没想到，平时为人‘低调’的老首长有那么多

荣誉！”刘星听完眼中满是崇拜。聆听的是报告，收
获的是感动。吕老的讲述引发刘星的反思：“老首长
也是从普通战士成长起来的，要想成功应先把平常
事干好！”

崇拜什么人，就会成就什么样的人生。接下来几
位老干部的授课辅导，也撞击着刘星的心：“首长的故
事，件件都在言传身教。”润物无声的变化，是最真实
的变化。细心的该所官兵发现，最近，刘星跟变了个
人似的：主动与老干部结成“一帮一”互助对子，早晚
电话问安，随时上门服务。

一路踏访干休所，记者边走边看，采访本上留下
一个个革命前辈戎马一生的精彩故事，也留下广大官
兵追寻红色基因的铿锵脚步。
“在老首长的讲述中，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听

完老干部授课，从第 79集团军转改交流到庄河市人武
部的文职人员张家田晚上失眠了。

几个月前，他从排长岗位转为文职人员。本以
为自己能从野战部队转到大城市，没想到分到的人
武部远离市区，人少事多，工作压力很大。一时间，
张家田思想上有些转不过弯来。老干部的英雄事
迹，让他找到了担当重任的“参照系”。“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几天后，张家
田主动向党委提交思想汇报，又请缨担任该部两个
大项任务的负责人。
“他们好比镜子，可以反映出我们的不足；好比竖

在跟前的标尺，可以测量出我们的差距。”张家田认为，
在日常工作中恪尽职守，在普通岗位上埋头苦干，每个
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

趁热打铁，省军区又在广大党员中开展“三想三
问”活动，即想一想先辈们的英雄壮举，问一问自己的
差距在哪里？想一想自己做得怎么样，问一问自己的
责任是什么？想一想弘扬传统的责任，问一问自己的
精神状态好不好？

随着改革调整不断深化，省军区个别干部考虑个
人利益较多、考虑工作不够，有的甚至不作为、混日
子。在“三想三问”活动中，省军区党员干部做到不回
避问题，不推卸责任，不失去开拓进取的信心和动力。
“强军，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担，谁担？我们不干，

谁干？”采访结束时，聆听官兵的肺腑之言，记者真切感
受到他们的心灵为英雄精神所震撼。“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这 12个大字，正凝聚成一支火炬，燃烧
在每名红色传人的心田。

崇拜谁，就会变成谁

习主席强调，要发挥老同志的政治优
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组织引导老同志讲
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好声
音，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的重
要指示，挖掘老干部身上的历史资源，对增
强部队的主题教育效果，实现强军目标，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英雄是鲜活的基因库，是不可多得的
精神富矿。老干部从枪林弹雨中一路走
来，他们的传奇经历和理想追求，是一个
时代的标志，也是我党我军光辉历史和优
良传统的生动写照。

在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中，辽宁省军区注重挖掘身
边红色资源、重温红色记忆，引导官兵将
目光向身边老前辈、老英雄聚焦，感受革
命前辈的理想之火、信仰之光，从而激发
官兵担当强军重任的无穷力量，取得良
好效果。 —编 者

他们用什么拨动官兵心弦
—辽宁省军区充分利用身边红色资源开展主题教育的探索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赵 雷 付大勇 贾文暄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即将展
开时，在与官兵座谈中，辽宁省军区政委王边疆反复
提及鞍山第二干休所离休老干部郑起“一把小号吓退
敌兵”的故事。

1951年 1月 3日，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郑起
所在的志愿军第 39军 116师 347团 7连奉命在釜谷里
阻击英军第 29旅的皇家来复枪团。战斗异常惨烈，打
到最后全连仅剩 7人。此时，敌人集中兵力再次发起
进攻，很快便涌上阵地。危急关头，作为连队司号员
的郑起跑向阵地最高处，用尽全力吹起军号。敌人听
到号声，转身就跑，一直退到山下公路，为我军主力部
队围歼敌人赢得时间。如今，这把军号陈列在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一次调查后，该省军区党委发现，现在官兵虽然
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但对党史军史知之不多、
体会不深。特别是以“你崇拜的人是谁”为题的问卷
中，61％的战士崇拜明星，崇拜英雄的仅占10％。

主题教育活动如何才能深入，真正走进官兵心
里？过去搞教育，一提起典型引领，有的单位总习惯

于请“外援”，对身边典型则不善于发现和挖掘，以致
出现这样的尴尬：墙外的花很香，却难以经常。

在王边疆看来，省军区有 40余个干休所、1800余
名老干部，这一重要红色资源不能被忽视。“一位战
斗英雄就是一部生动教材，一个军史故事就是一次
深刻教育。他们身上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无比珍贵，
比训诫更有说服力，比教诲更有感染力，比呼唤更有
引领力。”
“抓紧挖掘老干部身上丰富的历史资源，也是一

项‘抢救性’工程，刻不容缓。”在主题教育部署会上，
省军区司令员张联义感慨尤深：如今，干休所的老干
部年纪越来越大，在提供温馨服务的同时，应当有意
识组织人员把他们九死一生、坚贞不渝的经历加以整
理、汇编成册，这既是对老前辈的尊重，也是为后人留
下宝贵精神财富。

认识有高度，落实有力度。该省军区抓紧时间，
按照信仰、忠诚、奉献、血性等板块，分赴各干休所，拍
摄纪实片，撰写故事集，通过回溯历史，为官兵筑起强
军征程的“精神高地”。

一位战斗英雄就是一部生动教材

“我一天最多时打了12仗。你们看我身上，敌人给
我留了7处‘纪念’！”不久前，在鞍山第二干休所的主题教
育课上，再忆金戈铁马，95岁高龄的老红军余新元慷慨激
昂，讲述自己13岁参加红军后的一系列战斗经历，这里既
有狼牙山反扫荡时的悲壮惨烈，也有辽沈战役时的艰苦
卓绝……聆听余新元讲述烽火岁月，官兵心中仿佛燃起
一团火。课后，官兵自动列队，向余老庄重敬礼。

几段英雄往事串成一堂课，前来听课的省军区领
导告诉记者：“身边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从革命前
辈的精神世界汲取养分，我们会让自己的生命更有张
力、更有高度。”
“‘走’出来的、‘打’出来的、‘干’出来的！”在省军

区直属队主题教育课上，原省军区副司令员南启祥用
这样三句话概括自己“铁心跟党走、打仗不怕死、时刻
守纪律”的一生。越是深入浅出，越能深入兵心。课
后，有官兵说：“历史课本上简单的几行字，浓缩的是
英雄不凡的一生。”

和平时期，崇尚英雄也应是一支军队不变的魂。
不同时代的老兵，不同战位的军人，支撑他们创造辉
煌的，是同一个内核——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在官兵看来，老干部的每一堂课，都是历史与现实的
对话，也是自己与信仰的对话。

这天，辽宁省军区主题教育第二专题授课辅导如

期进行，此次主讲人是国防教育的“播火者”、辽宁省
军区沈阳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退休老干部金恩祥。

他作为国家国防教育师资库首批入库专家，退休
11年，年均百课，被 14所军地院校聘为客座教授。2
个多小时授课，金恩祥围绕“强军兴军竞一流”这一主
题，深入浅出进行阐释，赢得满堂彩。
“过去到处请专家，现在专家在自家，作为组织者

必须及时转变观念，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教育强势。”省
军区领导告诉记者，过去开展教育时，他们请了很多
教授学者，如今老干部成为主题教育座上宾，教育既
接“地气”，又冒“热气”。
“原以为英雄‘在水一方’，其实英雄就在身边。”沈

阳警备区中士刘银星的这句话，道出不少官兵的心声。
一个军用水壶、一封战地家书……这些看似简单

的老物件，其实是革命前辈为国为民奋斗打拼的历史
见证。老干部分享的故事，虽是个人经历，但汇聚在
一起，就构成一部连接历史与现实的“英雄史”。沈阳
第十一干休所四级军士长刘铁柱说：“身边老首长的
战斗故事，不仅让我们触摸到战火硝烟，更让我们融
入其中，不由得热血沸腾。”
“让‘大道理’变得亲切而具体，让‘小道理’走出

狭隘和片面。”省军区领导说：“我们的主题教育深入
官兵思想深处，取得不错的效果。”

身边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习主席强调，“军队离退休干部为党领导

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

党、国家、军队的宝贵财富。”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发出通知，要求结合“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在离退休干部中部署开

展“向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学习”活动。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涌。

作为党和军队事业建立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

广大离退休老干部群体潜藏着巨大精神能量。

翻开尘封历史，回眸烽火岁月。从三湾改编支部

建在连上的根本制度到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

建军的根本原则；从井冈山艰苦卓绝的斗争到长

征中“跟着走”的坚定信念；从抗战中“一寸山河

一寸血”的同仇敌忾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义

无反顾，一路走来，人民军队红心愈坚、赤胆愈

壮。无数前辈在理想与主义的坚守中，在生死与

血火的考验中，在牺牲与奉献的选择中，形成了

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胆忠心、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

高追求、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革命纪律，进而成为

人民军队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特有的基因。

踏寻战斗足迹，感悟精神伟力；走近革命历

程，触摸道德丰碑。长期以来，广大老干部犹如

一条对接时空的精神纽带，将我军红色血脉传

承、发展。“半个世纪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老红

军”余新元、“铁心向党”的高玉宝、“矢志不渝传

播党的创新理论”的李光祥、抗美援朝战争中首

创坑道战范例的高云和……一位老干部的人

生，就是一部值得品读的红色经典；讲好一个红

色故事，就能鼓舞激励一批官兵；萃取提炼一种

品格，就能立起一个震撼心灵的榜样。

血脉流贯弦歌不辍，爝火传薪松竹常青。

全军休干机构调整改革后，来自各军兵种的老

干部齐聚国防动员方阵，既为省军区开拓广阔

的职能舞台，也为部队建设注入丰厚的红色基

因。“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思想

就永恒；传承下来了，发展就永恒。”英雄气的

传承总是踏着时代的节拍，适时升级，顺时换

代。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更加需

要红色基因贯注丰厚的政治营养，提供强大的

精神力量。把重要的红色资源保留下来、传承

下去，既是新时代国动人共同的政治责任，更

是厚实国动系统红色家谱、培塑官兵灵魂血脉

的现实需要。

山因脊而雄，屋因梁而固，一个有希望的

民族不能没有英雄。我们崇尚英雄，不仅因为

英雄引领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更因为英雄身上

闪亮的精神光芒，可以穿过岁月、直抵人心。

有句话说得好，英雄不是点燃的蜡烛，而是一

束纯净的阳光。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红色基因的传

承是一个时代课题，挖掘保留好老干部身上蕴

含的精神财富是一个系统工程。让英雄光焰照

亮强军征程，就要大力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扎实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

题教育，培养“四有”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

部队，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为实

现强军目标增添正能量、作出新贡献。

（作者系辽宁省军区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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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夜间战斗，全团参加，拔除敌

人的据点。据点有围墙、壕沟、炮楼、

暗堡。我们没有机枪、没有炮，只有步

枪、手榴弹。我背的是汉阳造，只有三

发子弹，但子弹袋鼓鼓的，那是用一截

截高粱秆撑起来的。

黄昏，部队出发，接近敌人据点。

连长带一个排在前头。战斗打响，连长

就负了重伤。我们继续往上冲，不见敌

人不开栓，每一发子弹要消灭一个敌

人。冲啊！冲啊！突然我的左臂像被

小石头砸了一下。情况紧急，我什么也

不顾，直接往上冲。战斗直到第二天拂

晓结束，这时我才逐渐感到左臂有点

痛，伸手一摸，有血，再一摸有个硬东

西，我用手指甲把周围的破皮烂肉拨

开，硬是把它抠了出来，发现是子弹

头。我的手脏兮兮的，指甲里尽是污

垢，伤口没涂药，但也没发炎。

事后，班长向上汇报，说我轻伤不

下火线。领导和战友称赞我：全连战

士数他年纪最小，真不简单。听到这

话，我心里也很高兴，七十多年过去

了，那颗牛痘花般的伤疤还留在左臂。

（辽宁省军区原顾问吕 品讲述、

王 丹整理）

老八路的小故事——

一颗子弹

老干部李兆文、余新

元、南启祥、吕品、程茂友

给官兵讲战史，畅谈学习

心得。 王 丹摄 制图：刘 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