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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生生长环境各异，有的受不良风气
的影响，滋生了享乐至上、功利至上等错误认
识。大学生张宇来自东部沿海城市，家庭条件
优越，之前，他认为奋不奋斗都无所谓，享受当
下生活才是要紧事。

“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人
生。”训练营教导员胡晶认为，青年学生一定要
系好人生理想信念的“第一粒扣子”，在薪火相
传的责任担当中端正价值取向。

军事训练营的课目设置中，军地采用理论
学习与实践训练、思想教育与行动规范、价值
引导与个人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年学子在
追寻先辈足迹中感悟初心，在讨论交流中明确

责任担当。
走过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哈达铺长征纪念

馆、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每名青年学
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感动，汲取精神的滋养
和力量。

训练营活动后期，记者在“讲长征故事，谈
长征体会”主题活动上，听到了张宇的发言：

“‘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很多先烈用鲜血换来的’
这句话从小到大我听了无数遍，但根本没往心
里去。这七天以来，我的内心越来越不安，越
来越愧疚，今后我一定会脚踏实地，努力实现
自我价值，奉献社会。”

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前，训练营师生

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赓续红色基因，发扬长征
精神。追求真理，笃志勤勉……”誓言铿锵有
力。来自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康洋
辉坚定地说：“在这片红色革命热土，接受的思
想洗礼让我今生难忘，我会以实际行动继承先
烈遗志，把这些精神带回我的学校，带到我的
未来工作和生活中。”

据了解，今年初甘肃省军地相关单位联合
下发《关于做好 2019年度学校国防教育工作
和学生军训工作的通知》，规范了军事训练营
各项制度和专项经费保障，更明确参训学生在
返校后，要在新生进行军训时，交流自己的感
悟和体会，达到“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
目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
行程二万五千里，直到 1936年 10月红军三大
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凡是终点，亦为起
点。长征永远在路上，处在新时代，走过苦难
和辉煌，红军传人何惧“远征难”。看，新时代
青年正从前辈们手中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
传承与发扬长征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而不懈奋斗。

站上宣讲台——

在薪火相传中系好“第一粒扣子”

7月下旬，甘肃省 300余名高校大学生参
加军事训练营活动，踏上当年红军长征路。80
多年前人民军队的伟大远征从未从人们记忆
中抹去，革命前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自强不
息的英勇壮举，深深地感染激励着生活在象牙
塔里的莘莘学子。一路走来，我们深思：诞生
于血与火的革命岁月里的红色基因如何在青
少年身上生根发芽？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作为新时
代的青年，要想成为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必
须将红色基因根植灵魂、融入血脉，使之永不
变色、代代相传。

用红色基因培育远大理想。透过历史的
硝烟，我们不难发现，革命先烈之所以面对生
死考验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就是因为他
们对理想信念坚贞不渝、矢志不移。志不立，

天下无可成之事。青年一代要始终胸怀忧国
之心、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把个人理想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让人生在实现
强国梦的奋进追逐中展现勇敢奔跑的英姿。

用红色基因锤炼过硬本领。玉不琢，不成
器；人不学，不知道。革命战争年代，我军长期
处于敌强我弱、无后方作战状态。人民军队从
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探索规律，使我军
最终立于不败之地。青年一代要珍惜韶华、孜
孜不倦，心无旁骛求知问学，丰富知识、增长见
识，更好地为国争光、为民造福。

用红色基因激发实干精神。空谈误国，实
干兴邦。我党我军的发展历史上，那些可歌可
泣、感天动地的英雄人物，那些气势恢弘、彪炳
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一不是实干作风的鲜
明体现。广大青年千万莫做“光想青年”“略懂
先生”“坐等过客”。当下，最紧要的就是提振
精神，倍加努力，不尚空谈尚实干，以一步一个
脚印地实干走出精彩人生，在传承红色基因中
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和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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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重走红军路、赓
续报国志的寻根之旅，这是一
次用脚步丈量信仰、用汗水除
去迷茫的精神洗礼之旅。

7月下旬，甘肃省军地联
合组织为期7天的大学生军事
训练营活动。全省300余名大
学生，打起背包、扛起旗帜，沿
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共同追寻
红色历史，感悟信仰的力量。

张力（兰州理工大学学生）：古语有
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腊子口战
役纪念馆里，那些模糊的老照片、破烂
的草鞋、老旧的步枪……静静地诉说着
曾经的风雨历程，仿佛都在提醒着我
们，历史不能忘却，前行更需努力。

梁继增（兰州大学学生）：身着迷
彩，踏上长征路，心里不敢有丝毫懈怠，
因为革命前辈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军
事训练营只有短短 7天，但对我而言意
义非凡。当年红军战士，没有先进武器
装备，没有充足后勤保障，却赢得最后
的胜利，我想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陈孝善（甘肃农业大学学生）：以前
觉得“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
队”只是句口号，现在才知道这就是军
人的真实写照。不论是战火纷飞还是
岁月静好，军人都刻苦训练，扛起保家
卫国的重任。作为大学生，我们也应
该担起自己肩上的责任，为实现中国
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立群（西北师范大学学生）：这次
活动是我青春备忘录里浓墨重彩的一
笔，我收获的不仅是行军拉练时拼上全
力也不愿掉队的坚毅，更有熟悉军人生
活中了解到的自身差距。我想，这次活
动的收获一定会转化为我克服困难的
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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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9月 12日，红军用血肉之躯，突破
了天险腊子口。时隔84年，300余名高校大学
生来到这里，站在仅 8米宽的隘口前，仰望着
两侧刀劈斧削般的绝壁，感慨万千。

绵绵密雨中，青年学子沿着蜿蜒的山路行
军，途中连续进行了传递口令、防空中袭扰、通
过染毒地段和炮火封锁区等战术课目训练，很
多学生累得大汗淋漓，但没有一个人喊累叫

苦。平时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兰州大学学生聂
春燕累得浑身酸痛，但她默默告诉自己，必须
咬牙跟上，这路可是红军前辈走过的。

行进中，队伍中一名同学的提问，引起了
大家的深思：“当年红军通过腊子口，前有围堵
后有追兵，处境之险难以想象。究竟是什么力
量支撑着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红军战士，披荆斩
棘、无所畏惧地走下去？”

一路走来，年轻学子逐渐找到了答案。在
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参观时，一位学生告诉
记者，我想红军之所以能够战胜无数艰难险阻
创造出万里长征的光辉历史和战争奇迹，一定
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崇高的理
想信念。

“风雨如磐、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信仰始
终是不灭的灯塔，有了信仰才有了胜利的信
心。走进长征、了解长征，长征精神才会植根
于心。”兰州理工大学带队老师唐洪川告诉记
者，经过实地重走长征路、参观和聆听革命先
辈感人故事，学生们对信仰和长征精神都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活动的最后一站是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
馆，纪念馆前巍峨雄健的纪念塔擎天矗立。训
练营师生在纪念塔前一起高歌《我和我的祖
国》，铿锵有力的的歌声在天空中久久回荡……

踏上长征路——

在历史追问中读懂信仰的力量

7月21日，烈日炎炎。甘肃省天水军分区
综合训练基地实弹射击场上，刚刚结束体验射
击的学生们纷纷“秀”起了成绩，第一次摸到真
枪的大学生杨文欢激动地告诉记者：“握枪的
那一刻感觉自己是个真正的兵。”

“每个学生都有一份考核成绩表。”训练营
营长陈晓明向记者介绍，在活动中，他们按照
真训、真练、真考的原则，安排了轻武器操作、

投弹、战术、战场救护、识图用图、电磁频谱监
测等 8个训练课目，确保军事训练营保持军
味，体现战味。

在训练间隙，来自陆军、空军、火箭军、武
警部队的4名大学生士兵，走上讲台向学弟学
妹们介绍自己参军入伍的体会。听完大学生
士兵的事迹报告，有几名大学生自豪地告诉
记者，他们已经报名并通过了审核，此行目的

就是提前感受军营生活，没想到收获远远超
过预期。

在救护训练场，一些学生看着用三角巾包
扎的“伤员”样子，忍俊不禁，曾经参加过联合
军演的天水军分区刘甫清司令员，当即给大家
讲起了空降兵部队在实战中组织自救互救的
真实经历，让大家感受到战场的残酷。

“刚刚投完手榴弹，就来爬铁丝网……”西
北师范大学学生姚江鹏在战术训练中，时而卧
倒匍匐、时而快速跃进，完成动作后兴奋地说：

“听着远处其他同学打靶的枪声，感觉自己像
真的上了战场一样。”

红色薪火，代代相传，传递的是红色传统，
延续的是革命品格，挖掘、弘扬长征文化是缅
怀这段历史的最好办法。当青春邂逅军营，大
家对长征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青春的光芒愈
加闪耀。

走进训练场——

在实战体验中绽放青春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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