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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 记 初 心 使 命牢 记 初 心 使 命 争 取 更 大 光 荣争 取 更 大 光 荣

““ 七 一 勋 章七 一 勋 章 ””获 得 者获 得 者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

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

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

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

势。”7 月 5 日，江西省军区组织党委中心

组理论学习，集中学习习主席“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学习现场，“听党指挥”成

为讨论的高频词。

1927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率领秋收

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此时的起

义军队伍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毛泽东

在这里领导了“三湾改编”，确立“党指挥

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的治军

方略。

“ 习 主 席 指 出 ，坚 持 党 指 挥 枪 、建

设 自 己 的 人 民 军 队 ，是 党 在 血 与 火 的

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江西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邹铁平在发言

时说，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军

队的诞生地，身处红土地，更懂得中国

革 命 从 胜 利 走 向 胜 利 ，靠 的 就 是 党 的

坚 强 领 导 ，是“ 革 命 理 想 高 于 天 ”的 理

想信念。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记者了解

到，为了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该省军区

借助驻地 2900 余处革命遗迹旧址和纪

念场馆，组织向党宣誓、缅怀瞻仰、红色

走读等活动，深入推进“红色资源挖掘工

程”，集中制作 11 部红色资源专题片，编

纂革命传统故事集，推动革命军事场馆

建设。通过学习百年党史，坚定官兵“听

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 当 年 上 井 冈 山 的 革 命 队 伍 不 到

800 人，最后星星之火燃遍全国，靠的是

革 命 先 辈 心 中 有 理 想 ，要 主 义 不 要 名

利。”7 月 5 日，在井冈山市人武部“百年

党史天天学”活动现场，黄才生政委讲述

井冈山革命斗争史，在官兵中产生强烈

共鸣。

走出课堂，走进训练场。记者在丰

城市民兵训练基地看到，丰城市人武部

正在组织民兵开展通信保障训练。“长征

途中，红军办起了‘马背上的通信学校’，

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学习通信技术。”教

员张敬飞现场给大家讲述通信兵的故

事。万里长征路，红军战士依靠“跟着

走、不迷航”的信念，跨越一个个“娄山

关”和“腊子口”。

“只有跟着走，队伍才能整齐，才会

不走乱、不掉队、不失散。”在于都县祁禄

山镇红军长征小道，于都县人武部组织

新任职专武干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变

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党的领导。”刚从梓

山镇副镇长岗位转任武装部长的黎君荣

表示，他们将采取有条件单建、无条件联

建的方式，确保民兵连有支部、排有小

组、班有党员。

“国防动员面向三军、协调军地，担

负着将战争潜力转化为战争实力的职责

使命。”赣州军分区政委陈李忠介绍，今

年，他们把党管武装工作考评占高质量

发展考评分值，由过去的 9 分提高到 19

分，立起党管武装工作“硬指标”。当前，

夏秋季征兵工作全面展开，他们发动党

员冲在第一线，主动将征兵服务送到应

征青年身边，提供“一站式”服务。

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不迷航
——江西省军区学习贯彻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见闻

■杨 柳 刘宗炎 本报记者 郭冬明

对于 97 岁的孙景坤来说，醒来的

第一件事，就是看看那件挂在床头的

旧 军 装 。 上 面 缀 满 了 各 式 各 样 的 勋

章，有 1 枚一等功、2 枚二等功、2 枚三等

功奖章。如今，上面再添荣誉——熠

熠生辉的“七一勋章”。凝视军装，英

雄无言；回望征途，初心如磐。

1948 年 1 月，辽宁省安东市蛤蟆塘

镇山城村（现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山

城村）农会副主席孙景坤新婚不到一

周，便带头报名参军，成为东北人民解

放军第 3 纵队 8 师 24 团 7 连的一名机枪

手。此后，他参加了辽沈、平津、解放

长沙、解放海南岛等战役。战斗中，孙

景坤数次负伤，也迅速成长，并在战火

中光荣入党。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孙景

坤所在部队急赴丹东，部队驻地离孙

景坤家不远，离鸭绿江也不远，但在部

队待命的 40 天里，他从未提过探家的

要求。此后，他三渡鸭绿江奔赴战场。

1950 年 10 月，孙景坤跟随部队跨

过鸭绿江。入朝不久，部队在龙水洞

地区与敌展开激战。战斗中，孙景坤

腿部负伤，被送回祖国治疗。

伤还没好利索，孙景坤就带着“死

也要死在前线”的决心，搭乘运送物资

的军列，第二次跨过鸭绿江。出师不

利，军列在途中遭到敌机轰炸。车翻

了，他只能沿着铁路线又回到丹东寻

求帮助。

当得知他所在的团正向砥平里地

域集结时，孙景坤一刻也没有等，立即

搭乘军列第三次跨过鸭绿江，向部队

赶去。在前方等待他的，是生命中最

刻骨铭心的一次战斗。

1952 年 10 月 26 日黄昏，孙景坤所

在团在炮火支援下，激战两个多小时

后，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 161 高地。次

日，敌军向高地发起猛攻，击退敌人多

次反扑后，阵地上仅剩两人。紧要关

头，7 连副排长孙景坤带领 9 名战士冲

过多道封锁线，突上高地增援。战斗

从中午打到凌晨，他们击退敌人 6 次进

攻，最终守住了高地。孙景坤因作战

英勇，荣立一等功，获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孙景坤复

员回到家乡。他对自己的功绩闭口不

谈，也甚少讲起部队的故事，战斗英雄

孙 景 坤 成 为 了 农 民 孙 景 坤 。“ 我 是 党

员，党叫干啥就干啥，就在农村参加合

作社了。”劳动积极的孙景坤很快成为

村里生产一队的队长。此后的 20 多年

间，他带领乡亲发展粮食生产，种下 13

万棵松树和板栗树，修建堤坝护住农

田。他还组织成立共同致富小组、扶

贫致富小组，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孙景坤年轻时南征北战，身上有

20 多处伤疤，小腿里的弹片至今未能

取出，长年的胃病折磨让他如今只能

喝些流食。每次有部队、地方领导到

光荣院看他，他总是念叨：“我给党和

政府添麻烦了。”生活碰到困难，他从

没 有 向 组 织 张 过 口 、提 过 任 何 要 求 。

有人说他除了奖章和伤疤外，什么都

没有，太吃亏了。孙景坤却说：“上阵

杀敌是我的义务，记功只是对我的鼓

励，不是我向党伸手要待遇的本钱。”

不想给组织添麻烦的孙景坤，一

直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7 月 1 日，

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参加“七一勋章”颁

授仪式的孙景坤，在病房内观看了直

播，他对身边的家人反复说道：“珍惜

荣誉、发扬成绩，要把伟大的抗美援朝

精神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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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辈青年应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坚

定理想信念，心怀国之大者，自觉担当起

民族复兴的重任。”7 月 2 日，来自湖南省

长沙市岳麓区的 100 余名人武部官兵、

青年民兵和大学生代表，来到新民学会

旧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区人武部政工

科长周杰代表青年发言。与以往不同的

是，这次活动没有解说员，青年代表轮流

上前，讲述党史故事、表演革命短剧、分

享心得体会，近距离体悟那些百年前新

青年、新思想的风云激荡。这场跨越百

年的青年对话引发现场强烈共鸣。

1918 年 4 月 14 日，毛泽东、蔡和森、

何叔衡等 13 人在岳麓山下的蔡和森住

处 成 立 新 民 学 会 ，他 们 多 数 是 20 岁 出

头、意气风发的新青年。他们在这里共

同探讨救国救民道路，将学会发展成为

当时湖南革命斗争的核心组织，为中国

共产党的创立进行了思想理论上的探索

和干部队伍上的准备，被称为“建党先

声”。如今，这里已成为岳麓区人武部官

兵和民兵锤炼党性、激发斗志的课堂。

习主席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

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

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

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

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青 年 兴 则 国 家 兴 ，青 年 强 则 国 家

强。湘江两岸、橘子洲头、岳麓山下，留

下了毛泽东、蔡和森等革命青年挥斥方

遒的身影。弹指百年，风华正茂。现在

的岳麓区是湖南省高校聚集地，拥有高

校 12 所，在校大学生超过 20 万人。

“让身边历史成为生动教材，让青年

榜样照亮奋斗之路。”岳麓区人武部政委

伍少林介绍，岳麓区红色资源丰富，是我

党革命火种的初燃之地，分布着新民学

会旧址、古塘湾地下党支部、肖劲光故居

等红色遗迹。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他们根据驻地高校聚集的实际，注重挖

掘特有红色资源，将青年作为党史学习

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点。

他们结合大学生征兵等任务，开展

“青年民兵大学习”“百年风华 青春岳

麓”“湖湘学子心向党 星城才俊报国防”

等主题实践活动，组织青年官兵、民兵和

大学生了解党史原貌、扮演党史人物、担

任党史主播、组队打卡党史圣地，激励有

志青年投身国防和军队建设，激荡起爱

国拥军青春正能量。

“青年民兵大学习”，时时处处是课

堂。在湘江之滨的抗洪抢险专业训练

场，岳麓区民兵应急分队的青年民兵党

员胸前佩戴鲜红党徽。“每一名共产党

员都是党史的书写者。革命先辈的矢

志奋斗和我们蓬勃的青春梦想，跳动着

不变的初心。作为民兵党员，更要牢记

民兵职责使命，争当应急应战铁拳头。”

训练间隙，教员在橘子洲旁给大家讲述

青年毛泽东指点江山、中流击水的激情

岁月，青年民兵党员丁伟表达苦练本领

的决心。

4 月 29 日 ，“百 年 风 华 青 春 岳 麓 ”

2021 年岳麓区红色文化旅游年暨文化

强区建设首发式在爱晚亭前举行，军地

联合发布了 6 条红色文旅线路，将新民

学会旧址、橘子洲、肖劲光故居等著名红

色景点串点成线。在红色旅游线路带动

下，修缮后重新开放的肖劲光故居热闹

起来，成为青年学生的网红打卡点。

“青年一代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

同时，更需立足现实、脚踏实地，把青春

汗水挥洒在祖国大地，把理想信念镌刻

于实干的征途……”在湖南大学岳麓书

院前，岳麓区人武部组织数十名青年大

学生，沿着去年习主席考察时的路线参

观学习，上了一堂“身边的党史”微课。

刚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毕业、已被确定

为预定新兵的曾建兵深受触动，更加坚

定了从戎报国的选择。

岳麓区人武部部长王照平介绍，为

了激发青年学子从戎报国热情，今年他

们在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第一师

范学院等辖区高校，巡回开展“湖湘学

子心向党 星城才俊报国防”主题实践

活动，吸引 8000 多名青年大学生参与。

据悉，今年岳麓区有 1320 名大学生踊跃

报名应征，其中不乏“双一流”大学毕业

生，不少青年学子主动申请到边防一线

服役。

橘子洲头激荡青春正能量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武部以青年为重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国防教育

■李亮亮 周 杰 本报记者 安普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