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支从秋收起义走来的英雄
连队。“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同志亲自
在该连发展 6名新党员，建立了全军第
一个连队党支部。“支部建在连上”，是
这个连队永远的历史荣光，更是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的基因见证。

日前，我们走进第 83 集团军某旅
“红一连”。官兵在训练场上生龙活虎
的身影，众多与官兵生活朝夕相伴的珍
贵见证，还有那一个个贯穿 90多年军史
的动人故事，都让我们深深感到，时间
的流逝并不能让一种文化精神与传统
淡化，相反，坚强的战斗堡垒使得历久
弥新的红色基因在他们身上内化成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精神气质，并在
实战化训练的火热舞台上，不断催生新
的故事。

战斗堡垒催生战斗文化

“当年那场入党宣誓仪式的地点，
就选在水口镇一个大祠堂里的阁楼
上。房间里摆着几条长板凳，北墙靠
着一张四方桌，桌上放一盏煤油灯，桌
边上压着两张红纸，一张上写着入党
誓词，另一张上写着 3个字母‘CCP’，
毛委员在解释了‘CCP’就是中国共产党
的意思后，又详细阐述了入党誓词……”
前不久，90岁高龄的“红一连”第20任连
长王广义回到连队看望官兵，首先讲述
的就是“支部建在连上”的历史传统。

1927年 9月，毛泽东同志率秋收起
义余部挺进井冈山途中，决定在江西永
新县三湾村改编部队，随后在湖南省炎
陵县水口镇组织了 6名士兵的入党宣誓
仪式，成立了全军首个连队党支部。
“毛主席在连队亲自组织发展的 6

名党员，后来有的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有的还成长为开国将军。重温这段历
史，我们认为战斗堡垒的形成催生出了
我军的战斗文化，而这种战斗文化正是
人民军队打不垮的钢铁脊梁。”“红一
连”指导员王玉光介绍说，在战争年代，
连队党支部带领官兵参加了平型关伏
击战、四平保卫战、辽西大会战等 300余
次战役战斗，屡建奇功，被授予“英勇
连”“百战百胜连”等荣誉称号，涌现出
“英雄连长”王寿松、“盘肠英雄”姜东
海、“刺杀英雄”王毛二等一大批英雄个
人，学英模、练打仗的战斗文化在连队
已蔚然成风。

战斗堡垒就要精于战斗。实践证
明，“红一连”之所以能够不断创造辉
煌，一个重要原因是连队党支部不断教
育引导官兵强化使命意识，培育战斗精
神，全连官兵牢固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
思想，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锤炼
战斗意志。

去年对抗演练中的一幕令战士路
继承刻骨铭心——

夜幕降临，身后“敌军”紧追不舍。
突然，一片广阔水域横亘眼前，左右再
无他途。“下饺子！”带队的党支部书记
王玉光一声令下，率先跳进冰冷的湖
水，队员纷纷跟进。“当时湖水冰冷，游
了 10分钟不到，我就险些腿脚抽筋。水
是冰冷的，但心是热的。再选一次，我
也会毫不犹豫跟着书记往下跳！”

在“红一连”，党支部是战斗堡垒，

党员是打赢先锋。长江抗洪抢险，是党
员手拉着手首先跳入洪水；中俄联合军
演，是党员第一个勇敢地驾车入海；汶
川抗震救灾，是党员带头舍生忘死地扒
开废墟救人……多年来，一段段党员的
故事，一幕幕感人的场景，成为全连官
兵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没有战斗文化的激励，官

兵的战斗潜力就很难充分发

挥，就不可能实现战斗力的最

大化

凌晨飘雪的渭河平原寂静无声。
突然，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声划破了
晨曦，“红一连”官兵齐装满员、迅即出
动，向32公里外的集结地域进发……

多少年来，连队无论工作多忙，每月
一次的支部议训会雷打不动；每当任务
扎堆时，及时进行统筹协调，确保“中心”
居中；遇到新训课目或训练难题时，支部
成员和党员骨干首先趟路子、做示范。

那年，随着某新型装甲输送车装备
连队，练惯了步枪、手榴弹的官兵们一
时手足无措。支部“一班人”分口把关，
合力攻坚，成立了“训法创新组”“操作
示范组”“技术保障组”，探索出一套新
装备组训方法，制作出 12个多媒体课件
在各级推广。上级数次组织考核，“红
一连”合格率达到 100％，优秀率达到
90%以上。

事实证明，没有战斗文化的激励，
官兵的战斗潜力就很难充分发挥，就
不可能实现战斗力的最大化。为此，
“红一连”党支部注重让官兵置身于近
似实战的环境中，从难从严从实战需
要出发磨炼官兵的战斗本领。冬季野
营训练，组织官兵在冰天雪地中练
“走、打、吃、住、藏”；炎炎夏日里，步战
车内的温度高达 40℃以上，人不露头、
车不开窗；遇到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
从不更改训练计划，坚持在泥里水里
摸爬滚打；野战生存训练，连续 7 天 7

夜在深山中与野兽为邻，与蚊虫为伴，
练胆识、磨意志。长期的艰苦磨炼，锤
炼了“红一连”官兵敢打必胜、英勇顽
强的战斗作风，更提高了恶劣环境条
件下的作战能力。

2015年 5月，一次全军特种狙击行
动骨干集训在某部展开，参加这次集训
的队员来自陆军、海军、空军、原第二炮
兵的拳头单位，竞争非常激烈。时任
“红一连”副连长的范海涛带领集团军 3
名同志在山地 15公里重装武装越野课
目考核中取得第 2名。在四个实弹射击
课目中，他又取得了快速射击和狩猎射
击两个单课目冠军，被原总参谋部评选
表彰为“优秀狙击手”。

斗志昂扬的战斗文化练就打赢硬
功。1995年以来，“红一连”党支部带领
官兵先后圆满完成 30多项重大演练、演
习任务，在团以上各类评比竞赛中共夺
得 320多枚金牌，连队年年被上级评为
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每次执行大项任务，他们

都要背着“红菜盘”出征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最近，“红
一连”连长周光魁带领连队全体党员在
训练场上重温入党誓词。每个月初，
“红一连”都会在训练场上简单布置，组
织“月评6名优秀共产党员”活动。

活动开始前，全连官兵走进野战
荣誉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连队的传
家宝——“红菜盘”，周光魁带领大家
重温红色故事——

当年毛主席来到“红一连”，了解
连队作战、党支部建设等情况。说话
间，开饭时间到了，炊事班长用在井
冈山打土豪时缴获的一个红色搪瓷
盘，端上一盘煮南瓜。

毛主席指着菜盘高兴地说，“菜盘
是红色的，又是从敌人那里夺来的，
这很好。你们要在党支部的领导下，

将革命进行到底。”
后来，连队官兵把它用红布包

好，珍藏至今，其中凝结的听党指
挥、官兵一致、勤俭节约等优良传
统，也被很好地传承了下来。尤其是
听党指挥这一军魂，官兵将其作为连
队建设发展的命根子和行动指南。周
连长说，“每一任连队主官更替都要交
接红菜盘，每一茬新兵入伍都要面对
红菜盘宣誓，每一次执行大项任务都
要背着红菜盘出征。”

历史传统厚重，红色资源丰富是
连队特有的文化优势。“红一连”党
支部始终注重用好这一“传家宝”。
如今，每届支部班子调整，支委都要
到连队荣誉室交接继承传统；每当新
任职干部上任，都要组织他们在全连
面前过“传统关”；每年新战士入
伍，都要组织上好传统教育课，学唱
《红一连连歌》，撰写如何当好“红一
连”传人的心得体会。他们把文化熏
陶作为建连育人的重要手段，从入连
之初就把信党爱党跟党走的红色基因
熔铸官兵血脉。2017 年，“红一连”
20 名官兵参加中国第三批维和步兵
营。在远离祖国的非洲大地，他们坚
持唱强军战歌、集体向党旗宣誓，组
织生活每周雷打不动。

进入新时代，“红一连”坚持用
习近平强军思想培塑官兵，给连队各
项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连队
大力发扬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把提
高打赢本领作为执着追求，在严训实
练中打造能战胜战的锋利尖刀。连队
党支部有这样一个共识：军人生来为
打仗，随时准备上战场，只有以“战
斗在今夜打响”的紧迫感做好准备，
关键时刻才能闻令而动、不辱使命。
不久前，连队参加旅首届“军魂杯”
大比武，在三姿射击、携枪 400 米障
碍、班长指挥能力等课目中斩获 4金 3
银 5铜，建制连排名第一，并在集团军
“强军兴训先锋连”比武考核中，再次
获得冠军。

战斗堡垒的战斗品格
—“实战化军事训练的文化思考”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特约记者 康 克 通讯员 何 睦 胡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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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水清清，从古流到今。自从出
了周恩来，水韵书香传美名。弦歌地，岁月
稠，不忘故土养育恩。朵朵浪花心上流，百
年长忆游子吟。”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
120周年之际，《永远的怀念》这组缅怀周恩
来总理的原创歌曲一经推出，就打动了很
多人的心。这些歌曲既有时代特色，又有
淮安韵味，首首富有真情，感人至深。那
么，这12首歌曲创作背后，又有着怎样的
故事？
《运河的眷念》《致大鸾》《母爱依依》

《观音柳》《盼归》《一品梅开》《恋恋清江
浦》《待渡亭情思》《我们都是你的孩子》
《我是总理故乡人》《月季花与海棠花》
《思念永不落幕》，从纪念周总理的这 12
首歌曲的歌名，就可以体会出两位词作
者对周总理深深的眷恋与爱戴之情。词
作者之一王莉梅曾多年担任大型文化活
动和文艺演出的主持人，这次她从台前
走到幕后，担纲作词。另一位词作者葛
逊是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作
家、鲁迅文学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得主。
《永远的怀念》创作始于 2017 年初

冬。在淮安市音乐家协会组织的创作采
风活动中，两位词作者参观周恩来纪念
馆和周恩来故居，深受教育和激励，因而
产生了创作这12首歌曲的想法。
“淮安到处流传周总理的故事，到处

留有周总理的足迹，时光荏苒，总理离开
我们 40多年了，泪水洗面万巷空、十里
长街送总理，已经定格成难忘的历史瞬
间。”王莉梅和葛逊在思想上产生共鸣。
他们深深感受到，周总理的精神和人格
魅力几十年如一日影响着故乡人，他的
光辉体现在每一个细节、每一天之中，将
伟大深深蕴于平凡。“在周恩来诞辰 120
周年之际，最好的怀念应是不忘他毕生
的心愿，延续他千古垂范的精神品格”
“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在记忆的河床上沉
淀出如此真挚的情愫；周总理的精神品
格，凝聚穿越时空、历久弥坚的人心力
量”……两人决定从周总理故乡人的角
度，共同创作一组纪念周恩来的歌曲，并
将组歌歌名确定为《永远的怀念》。

在这 12首歌曲当中，《运河的眷念》
源自于周恩来对故乡的回忆：“生于斯，
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
无非淮事。”《致大鸾》源自于周恩来的乳
名叫大鸾，“鸾”是传说中凤凰一类的神
鸟。《母爱依依》讲述的是周恩来总理有
三位母亲——生母、养母和乳母，给了童
年周恩来三种不同的养分。《观音柳》《一
品梅开》，前一首讲述淮安周恩来故居有
一株观音柳，寓意美好吉祥，历经百年沧
桑，仍生机盎然，也叫长寿柳；后一首讲
述淮安周恩来故居有一株腊梅，是腊梅
中的珍贵品种，被当地人称为“一品
梅”。《月季花与海棠花》寓意深长：月季
花是周总理故乡的市花，海棠花是他和
邓大姐喜爱的花，盛开在西花厅窗前，花
语“革命恋情”，两朵花，两地恋，情义无

价，感天动地。《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中唱
道：“星空的孩子是星星，森林的孩子是
树木，你没有自己的孩子，日夜操劳把大
爱付出。你把爱播撒在祖国大地，把所
有的孩子都关注。我们就是你的孩子，
你的恩情就是心灵的温度。”《盼归》《我
是总理故乡人》《思念永不落幕》直抒胸
臆，真情激荡，以总理故乡人的视角，献
上特别的爱，声声呼唤敬爱的周总理，动
人心弦，让人潸然泪下。这 12首歌曲的
曲作者都是国家一级作曲家，他们应邀
积极参与，并主动承担了配器和制作总
谱的工作；演唱阵容中，有中央电视台青
歌赛专业组金奖获得者、江南大学副教
授钱琳，还有来自武警江苏总队和东部
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的国家一级演员陈
明华、李畅畅等。组歌将在淮安市及有
关部门的支持下大力宣传推广，以在
更大范围内讴歌赞颂周恩来总理的精
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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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剑精神究竟是怎样一种精神？”

“李云龙的形象为何能够深入人心？”3

月8日下午，《亮剑》《血色浪漫》等作品

作者、著名作家都梁受邀来到郑州联勤

保障中心驻京某仓库，与仓库杜思尚政

委以问答形式同官兵畅谈军史、解读亮

剑精神、剖析军人血性、探讨读书成才之

道，激起官兵广泛共鸣。这是该仓库开

展“读书、励志、成才”系列教育活动中的

一幕。在此次系列教育活动中，他们先

后邀请了原后勤学院左月燃教授、著名

讲演专家闻闸教授等军内外专家进行辅

导授课。授课采取面对面访谈的方式，

在一问一答中，不断推进授课内容的深

度和广度，帮助官兵更好地消化吸收和

理解。特别是在提问环节，官兵踊跃参

与互动，积极向专家教授请教自己在平

时读书学习中遇到的困惑，专家教授们

深入浅出的精彩剖析一次次把活动推向

高潮。官兵表示，这样的读书活动同大

家的生活贴得非常紧密，让大家增长了

知识、开阔了视野，更增添了学习成才、

实现价值的信心。 （张 喆）

名家讲堂激发成才动力

作品背后的故事

强军文化观察

“支部建在连上”，是“三湾改编”的一个创举。毛泽东曾
经指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
一个重要原因。今天，我们走进“支部建在连上”的发源地第
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他们的事迹生动说明，“支部建在

连上”这一伟大创举在部队战斗力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在实战化训练的广阔天地
里，党支部这个一线战斗堡垒彰显出坚强力量，是部队练兵
备战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强军文化建设的坚实依托。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近日，新疆军区某红军团“颂扬
伟大征程，坚定改革强军”红色诗歌会

上，榴炮三连大学生士兵武鹏源朗诵的
《七律·长征》，以大气磅礴的表现力和
浑然天成的感染力，将台下官兵带入到
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意境中。这是该团
“战斗文化周”创演活动的一个环节。
为将战斗文化融入官兵日常生活，他们
组织有文艺特长的官兵施展聪明才智，
将革命战争年代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
战斗画面呈现出来，以此增强官兵对红
军传人的情感与价值认同。

四连大学生士兵方耿文来自武汉
美术学院，主修素描的他将《金色的鱼
钩》《草地夜行》等经典革命文学作品的

故事情节，以一幅幅栩栩如生、干练简
洁的简笔画呈现出来。二连战士党超，
入伍前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热衷研读
中国近现代史。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
习惯，就是把那些印象深刻的战斗故事
逐一摘抄下来，闲暇时一遍遍品味。此
次面向全团战友讲战斗故事，他满怀激
情地娓娓道来：“1934 年 11 月，红 25军
通过豫西平原时突遭敌人伏击，严寒暴
雪中官兵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好
几名同志因手冻得拉不开枪栓而壮烈
牺牲。虽然兵力处于劣势，但红军前辈
凭着‘一人拼命、十人难挡’的过人胆识

和不屈勇气，顽强阻击两个多小时，最终
将敌人击溃……”听着党超的讲述，大家
仿佛置身于大雪漫天、杀声猎猎的昔日
战场，目光中满是坚毅。该团七连副连
长罗伟伟说：“这次战斗文化周，让我真
切感受到革命前辈在血雨腥风、艰苦卓
绝的斗争环境中，展现出来的英雄主义
品格，传承他们的英雄气质、在自己本职
岗位上作出新的贡献，应该成为我们红
军传人的自觉追求！”

题图为该团官兵在“战斗文化周”表

演节目《迎接中央红军到陕北》。

李 康摄

“战斗文化周”叩击官兵心灵
■侯俊涛 孙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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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辈们敢于献身的精神令人震

撼，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教育更能直达心

灵。”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新兵王鹤童

看完机关编印的《东北老航校故事集》

后深有感触地说。该场站地处东北老

航校发源地，有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

老航校故事引领官兵成长

文化广角

“记得你挥洒过的汗水，都会成为美

好的记忆……”北部战区陆军第78集团

军某旅战士乐队的原创歌曲在旅政工网

展播后，赢得官兵纷纷点赞。上等兵陈

焕基听完音乐后说：“战士乐队的歌曲唱

的是我们的身边人身边事，听完之后特

别受触动。”该旅注重积极创造条件为官

兵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先后通过举办

最美瞬间摄影展评、好书推荐展、改革强

军主题歌咏比赛、“新时代、新气象、新风

貌”主题板报展览等活动，丰富官兵业余

文化生活，展现官兵风采风貌，营造出聚

力改革强军、献身火热军营的浓厚文化

氛围。 （夏董财、梁海洋）

文艺搭台展现官兵风采

平时严格训练，是为了战时打胜仗。图为“红一连”官兵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组织训练。 韩 理摄

基层文化写真

源。他们通过组织“人民空军从这里起

飞”主题配乐演讲、“回眸航校史、阔步

新征程”系列战斗故事展播等活动，追

根溯源解读东北老航校精神“密码”，引

导官兵赓续优良传统，争当新时代“老

航校传人”。 （齐春光、李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