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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精神密码，信仰信
念越学越坚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

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五一”过后，黑龙江大地春暖花开，哈尔滨警备

区组织官兵来到东北烈士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

的丰功伟绩，从苦难辉煌的革命历程中汲取精神

营养。

“运用红色资源铸魂育人，让红色基因的‘灵

魂芯片’入脑入心，是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一

个鲜明特点。”带队参观见学的哈尔滨警备区领导

介绍，哈尔滨是一片红色热土，拥有众多红色场

所，既是百年党史的见证，又记录着共产党人的忠

诚、信仰、奋斗和牺牲。他们充分挖掘整合这些精

神养分，使其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许多国防动员

单位充分发挥当地红色资源优势，按历史时序和

历史事件精心规划打造出一条条“红色教育路线

图”，广泛开展“不忘入党初心、坚定政治信仰”等

主题活动，在重温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在探寻

先辈足迹中坚定信仰信念。

“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革命先辈临危受命，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靠的就是无比坚定的信仰；新的历史时期，我

们还有没有坚定的信仰信念？”辽宁沈阳抗美援

朝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率队前来参观见学的沈

阳警备区司令员王阳振聋发聩的一问，给大家留

下深深的思索。

一路参观，一路思考。从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到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井冈山到西柏坡，从上海

石库门到北京天安门……国防动员系统官兵走

进一个个红色基地驻足凝思，透过一段段历史事

件找寻答案。

在沈飞航空博览园，学习“改革先锋”罗阳事

迹，沈阳市铁西区人武部副部长陈知阳对信仰信

念有了更深感悟：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

罗阳同志倾其一生铸就大国海空利剑，把坚定信

仰融入祖国航空事业，这是对新时期共产党人坚

定信仰的最好诠释。

回望百年党史，坚定的信仰信念始终是催人

奋进的引航灯。在红色基地参观交流中，许多官

兵纷纷表示：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共产党人为

了信仰信念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新时代新征程，

更加需要我们坚定信仰信念，从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在强军事业新

起点上勇于担当、奋力作为，不断提高履行新时

代使命任务能力。

如果说，红色基地参观见学是一种外化于行

的思想铸魂教育；那么，重温红色经典故事则是

一场内化于心的理想信念升华。

贵州铜仁，红土地上艳阳高照。1934 年，红

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开辟云

贵高原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

的动人故事。前不久，铜仁军分区“讲好红色故

事，争当红色传人”党史学习教育实践活动拉开

序幕。数十名官兵轮流走上讲台，深情讲述发生

在身边的红色故事。

热烈掌声中，铜仁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

邓元法走上讲台，讲述一段悲壮的往事：1934 年

9 月，红六军团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经湘、桂入

黔，被国民党军的 24 个团合围，打响了惨烈的甘

溪遭遇战。红军战士勇猛顽强，成功牵制了敌

军主力，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100 余名红军

官兵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故事还未讲完，台

下官兵已是热泪盈眶。

为让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国防动员系统

广泛开展“讲好红色故事，争当红色传人”教育实

践活动，充分收集挖掘革命文物、战斗遗址等红

色资源，联合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高校等单位汇

编党史学习资料和红色文化教材，整理撰写上万

个红色经典故事，通过讲红色故事、畅谈体会等

方式，引导广大官兵感悟红色力量，筑牢理想信

念，投身强军实践。

重庆警备区领导的体会道出了国防动员系统

官兵的共同心声：一个个精彩纷呈、感人至深的红

色经典故事，如同一束束明亮火炬，照亮了前进道

路，让大家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更加自觉地坚定信仰信念，投身改革强军实践。

领悟胜战之道，打赢底
气越练越充盈

夏日沈阳，车水马龙的市府大路与青年大街

交汇处，一座绿意盎然的公园——八一国防教育

主题公园静卧于闹市之中，显得格外清幽静谧。

日前，沈阳警备区一场特殊的党史课在这片

“绿色空间”悄然展开。在抗美援朝主题展区，一

辆编号为 215 号的 T-34 坦克在苍松翠柏间静静

伫立，官兵围在带有斑驳锈迹和弹痕的坦克面

前，聚精会神聆听志愿军老兵、沈阳第十一干休

所老干部程茂友激情讲述“英雄的 215 号坦克”

的光辉战史——

1953 年 7 月，为打破美军在石砚洞北山的防

御，中国人民志愿军 215号坦克奉命出击。面对火

炮射程、装甲厚度等装备性能参数均高于自身的美

军坦克，215号坦克在陷入深坑的不利作战环境下

沉着应战，打出了一场漂亮的绝地反击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215 号坦克共击毁敌坦

克 5 辆、击伤 1 辆，摧毁地堡 26 个、击毁敌迫击炮

9 门、坑道和指挥所各 1 个，出色完成了配合步兵

的作战任务。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 215 号坦克

“人民英雄坦克”光荣称号，全体乘员记集体特

等功。

劣势装备为啥能打败优势装备？身陷绝境

为何能上演绝地反击？围绕一个个问号，官兵

漫 步 在 绿 树 成 荫 的 公 园 边 学 习 参 观 边 讨 论 交

流。随着交流的深入，答案越来越清晰：两军厮

杀，既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既要把

人与装备最佳结合发挥到极致，又要始终保持

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战斗意志和不怕牺牲、舍

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如此才能在未来战场上打

败强敌。

“在青山绿水间开展现地教学活动，是国防

动员系统创新形式学深学好党史的一个缩影。”

铜仁军分区司令员沈明军对此感慨颇深：相比

“我讲你听”的传统模式，这种寓教于乐、边走边

看、现地体验的党史学习方式更具吸引力，可达

耳濡目染、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据悉，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许多国防动员

单位积极挖掘当地国防主题公园和生态旅游区

中蕴藏的退役装备、战斗遗址等资源，通过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红色一日游等不同形式的纪念、

瞻仰、教学和宣誓活动，创造性地把绿色游览和

学习红色党史有机结合起来，让官兵在绿树鲜花

中沐浴党史光辉，在亲身体验中接受战史润化，

在潜移默化中领悟胜战之道。

位于山脉深处贵州石阡县甘溪乡，当年红军

走过的一条红色步道成了当地旅游的“打卡圣

地”。1934年，红六军团就是在这条小道上辗转迂

回，击溃了敌军的重重阻截。前不久，石阡县人武

部组织 123名民兵，开展以“重走红色小道、感悟制

胜之道”为主题的党史现地教学活动，特意邀请当

年在此参加战斗的老红军陈世荣后代现身说史，让

大家在回溯历史中汲取战争智慧。

在风景秀丽的辽宁法库县秀水湖自然保护

区秀水河烈士陵园内，沈阳市辽中区人武部官兵

围绕秀水河子战役潜心研究集中优势兵力打好

围歼战的战术；在山青水绿的贵州瓮安县乌江江

界河渡口，都匀军分区官兵兴奋讨论着当年红一

军团第二师强渡乌江时机动灵活的战法……

徜徉于如诗如画的绿水青山间，许多国防动

员单位着眼打赢未来战争问计于史、寻策于史，

处处呈现出一派“学习党史、研究军史、剖析战

例、钻研打仗”的热火朝天景象。

总结经验规律，备战打
仗越来越扎实

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屈辱沉沦的历

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而不屈不挠抗争奋斗的历史。

细雨霏霏中，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

前，残历碑在风雨中高耸挺立，碑上的黑色铭文

和累累弹痕，默默向世人讲述那段黑暗苦难的

历史。

前不久，沈阳沈北新区人武部组织官兵来到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开展“勿忘国耻，居安思

危，学史力行”主题教育活动。随着讲解员的娓

娓讲述，几处历史细节让官兵唏嘘不已：当日本

关东军偷袭东北军北大营时，东北军将领有的正

在戏院看京剧，有的正忙着给父亲祝寿，第 7 旅

旅长王以哲也未回军营指挥……

“一边是歌舞升平、文恬武嬉，一边却是磨刀

霍霍、箭在弦上，岂有不败之理！”站在残历碑前，

沈北新区人武部政委金国友感慨万分：血淋淋的

历史昭示我们，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战。

金国友的一席话，令在场官兵感同身受，纷

纷表示：作为新时代军人，必须以史为鉴，时刻居

安思危、枕戈待旦，始终保持精武强能的战备姿

态，方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望中国近代史中这

段屈辱历史，我们才能真切懂得，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真正能担负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历史使命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此，四川省军区

领导有着更深刻的思考：军队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要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规律，牢记历史教

训和警示，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当兵打仗、

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时刻保持刀弓满弦的

高度戒备状态，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

与沈北新区人武部把教育课堂搬到历史遗

址所不同的是，浙江省军区则把课堂设在了网络

空间。他们组织机关和所属军分区、人武部官兵

在网上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鼠标轻点，官兵登录网上数字史馆，进入南

京大屠杀史实展和“三个必胜”主题展。伴随着

悲壮的音乐，一堆堆皑皑白骨、一件件斑驳凶器、

一幅幅凄惶画面在眼前不停闪现，一下子把官兵

带入到那段剜心之痛的历史：1937 年 12 月 13 日，

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对我同胞实施长达 40 多天

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 万生灵惨遭杀戮，留下人

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当看到南京大屠杀“万人坑”遗址页面时，许

多官兵心情激愤，写下了一段段铿锵感言：落后

就要挨打，软弱就要挨打，分裂就要挨打，强军才

能安邦；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能不必打；不让

历史的悲剧重演，新时代军人更应该听党指挥，

提高警惕，能打仗、打胜仗……

哲人说，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

就永恒。“作为新时代人民军队，在历史经验教训

中获得启示只是学习的重要过程，最终还是要转

化为强军兴军的决心意志和生动实践。”虽地处

天南地北，相距 3000 多公里，但沈阳警备区、铜

仁军分区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认识不谋

而合。

学史力行，重在打赢。6 月上旬，辽宁省军区

组织所属部队官兵来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瞻

仰革命先烈的同时，围绕长津湖战役史料掀起

“思想风暴”。“当时，第九兵团入朝仓促，虽然成

功包围多国部队并占据优势，但因冻伤、补给不

足等出现不少非战斗减员……”

面对战史警示，该省军区着眼国防动员系统

改革带来的新变化，组织开展信息化条件下的指

挥所演练和民兵应急出动演练，在复杂条件下成

功开设储油点、给养补给点、通用车辆救援点、野

战厨房等数百个保障网点，及时修订完善国防动

员和日常战备方案计划，进一步检验提升遂行应

急任务的能力。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

创新。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许多国防动员单

位主动对接备战打仗需求，先后组织开展军地联

合指挥所开设、维稳反恐、疫情防控、抗洪抗震等

一系列实兵实弹演练，有力提升了国防后备力量

应急应战能力。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习主席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
能走得远。

如何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见行见效，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皮”？盛夏时节，记者踏访多家
国防动员单位发现，他们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着力在学深悟透、创新方法、
贯彻落实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

让历史照让历史照亮前行之路亮前行之路
—国防动员系统部分单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闻思录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彭兵根 祝光强 孙 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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