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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陆军原第13集团军军史馆里，那根

刻着“长征记”的半截皮带，让无数参观

者难以忘怀。

长征时期，红四方面军战士周广才和

战友们进入草地不久就断了粮，他们只好

煮皮带充饥。最后，轮到吃周广才的皮带

时，看着被细细地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皮

带丝，周广才忍不住拿着剩下的半截皮带

哭着说：“我不吃了！同志们，我们把它留

作纪念吧，带着它去延安见毛主席。”

就这样，这半截皮带得以保留下来，

成为某红军团的一件“传家宝”。习主席听

完“半截皮带”的故事后说：“这就是信仰的

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历史是一本厚重的大书，穿越风尘依

然温热。2015年1月21日，习主席在视察

陆军原第14集团军时，看到19岁烈士王

建川在战场上写给母亲的诗，称赞他“为

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军人血性。

回望我军90年来的辉煌历史，有多少

这样让人血脉偾张、彰显信仰伟力的故事，

正静静尘封在一座座军史馆、连史室里，等

待着后来人去发掘、去激活、去宣扬。

然而，记者走访多个部队发现，有的

官兵对军史连史一知半解，仅仅停留于

碎片化的浅表认识上；有的官兵仅仅满

足于把流传下来的精神当成口号喊出

来、写出来；有的不注意保留记录连队大

事的资料，不注意做好连史续写工作，导

致不少连队连史出现“断层”；有的连史

室常年大门紧闭，被当成摆设和迎检工

具，让连史这笔蕴含着丰厚内涵的宝贵

财富，成为“沉睡的财富”。

让财富沉睡很可惜。连史是军史的

细节，是军史的微缩胶片。一部部连史，

浸透着先辈的热血，传承着英雄的基因，

串联起我军壮怀激烈的牺牲史、奋斗史、

创业史。激活军史、传承红色基因，当从

官兵身边的连史开始。

激活连史，我们责无旁贷；传承连

史，更是我们的使命担当。

沿着习主席的足迹，我们当明白

这份担当的价值、体悟到这份使命的

含义——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

仅一周，习主席便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

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

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

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

2018年新年伊始，习主席视察中部

战区陆军某师，专门参观了师史馆。在

反映该师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激战松骨峰

战斗的展板前，习主席感慨地说，这一仗

打得很激烈，官兵战斗作风很顽强。我

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过去钢少气多，现

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

陈树湘的英勇壮烈、赵一曼的坚贞

气节、雷锋的精神光芒、王杰的血性胆

魄、半截皮带的动人故事、半条棉被的不

朽传奇……习主席对这些红色故事如数

家珍，一次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

记走过的过去。作为新时代官兵，我们

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

能不辜负从先辈手中接过的历史接力

棒，才能真正从苦难辉煌中汲取精神和

力量，才能肩负起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

强军重任。

这，也正是我们进行“激活连史”系

列调研的初心所在、使命所系。

连史，一笔亟待唤醒的沉睡财富
■本报记者 陈典宏

连史室，为何成了官

兵“最熟悉的陌生地”

连史是什么？
这是第 75 集团军某合成旅在进行

连史教育时提出的一个问题。
有人说，那是革命先辈用热血写就

的历史；也有人说，那是战无不胜、所向
披靡的精神；还有人说，那是一笔宝贵的
财富……

这样的回答，让人欣慰。这样的回
答，十分难得。

毕竟，面对“连史之问”，有的部队、
有些官兵给出的答案，并不让人乐观。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连史室，成
了官兵们“最熟悉的陌生地”——

有的连队是全军响当当的英模单
位，连史室挂满荣誉奖牌，看上去很气
派，内容史料也很丰富，备受上级关注，
却只对外来参观者开放。在某连队调
研，有六成官兵说不出连史的来龙去
脉。还有不少连队担心连史室史料丢失
损坏，常年大门紧闭，想进去还得申请登
记，官兵难免敬而远之……

有的连队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辉煌的
历史，与英模连队相比，顶多算个“平头
百姓”，缺乏可以宣扬的历史积淀，值得
发扬和传承的精神内核不多。这一认识
导致官兵们对本连队的连史一知半解，
最后“保存完好的连史，只能在被人遗忘
的角落睡着”。

某旅一名新排长在上级统一组织要求
下，学习了“红三连”“大功三连”等英模连
队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做法，学习了旅史和
12个英模连队的连史，却对自己连队的连
史知之不多——只是因为自己的连队不是
英模连队，连史不在被要求学习之列……

种种迹象表明，这名排长的经历并
非个案。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一份调查显示，
有的连队认为教育计划由机关拟定，落
实好教育计划就行，连史教育只念一念
连队简介；有的甚至图省事，让官兵自主
学习。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对自己连
队的历史大多停留在对重要历史事件的

简单了解上。
连史教育不够，导致有的官兵认为学

习连史可有可无，不学连史照样也能评先
评优、立功受奖；有的知道战斗英雄的名
字，却不了解他们的英雄事迹，能说出连
队精神口号，但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有
的官兵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的理解，死记硬
背却解读不出连史的精神内核……

说起学连史，某连上等兵小何说，教
育经常搞，但连史教育确实少，而且“学
连史也常常是一人讲、众人听，或是只有
简单的介绍，难见历史故事”。

如何让连史这座精神富矿不再沉
睡？这是一个老话题，更是一个新课题，
刻不容缓地摆在基层带兵人的面前。

每名官兵都是连史

的一部分，都是连史的主

笔人

随着“脖子以下”改革的深入推进，

有的连队撤编，有的连队转隶，在调整组
建、移防换防之时，如何移交好“红色家
谱”、交接好“精神资产”、传承好我军的
“红色基因”？

不止一位基层带兵人告诉记者，当
代史是连史不可缺少的部分。厚重的连
史，不仅是先辈所书写，更离不开当代官
兵的续写。

然而调研中，有几个这样的案例令
人印象深刻——

去年 6月，某连调整营区时，指导员
阳付成在最后巡查时发现，一块“优胜车
组”的金色奖牌被丢弃在角落，垃圾桶中
还有几张连队参加重要活动的照片。在
不少官兵看来，这些缺乏“含金量”的荣
誉，似乎不足以记入连史。

几个月前，某旅组织科干事周越被
任命为“穿插英雄连”指导员。来到连队
后他才发现，整编调整后，地处两公里外
的连史室，有的官兵几乎从没去过。

某英模连队移防调整后，虽然落实
了合心合力合编教育，但仍有部分官兵
没有归属感——新的连史室至今尚未建

成，所有荣誉资料被搁置在库房，很多官
兵知道连队荣誉称号，但对辉煌连史并
不清楚。

某旅警卫勤务连，前身是“松树岭
守备模范英雄连”，改编后连队一分为
二，党支部和连史室都划分给了侦察
二连，他们自己的连史室一下变得空
荡荡。

某旅十二连下士付成亮，原来是
某炮兵旅“硬骨头六连式连”的兵，转
隶后不清楚原来的连史室该移交给
谁。而某旅支援保障连出现了这样的
尴尬局面：连队由三个单位合并，之前
都没有过硬的荣誉和典型，如今不知
如何传承。

调查中，不少撤编转隶连队的官
兵感到困惑：连史与现在仿佛已割裂
开来，过去的是连史，现在的好像都算
不上连史，重视程度自然也大不一样；
连史里记录的似乎应该是辉煌宏大的
事迹，自己那点“芝麻大点的事”压根
够不上格……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连队整个连史

中，记录当代官兵事迹荣誉的不到 10%；
能找到当代官兵痕迹的，要么是涌现出
的重大典型，要么就是连队历任主官；连
史对过去记录得很多，却没有留给当代
官兵把自己续写进连史的地方。
“每名官兵都是连史的一部分，都是

连史的主笔人。”某旅政委唐照乾说，连
史记录着连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的光辉足迹，不管是历史荣誉，还是
当下发展变化，都应该是连史的重要内
容，都应该成为我们前行路上信仰的基
石、前行的动力，须臾不可忘，时时丢不
得。

新时代带兵人，如何

让连史与新一代官兵“对

接”

前不久，一位退役多年的老兵再回
老连队。一番动情的话语，让不少带兵
人心头泛起涟漪：“一回到老连队，当年

的往事还历历在目。如今我们老了，我
希望你们能把连队的历史告诉年轻的战
士，让他们在这里寻到根，找到魂，并把
连魂传递给下一代。”

世易时移，魂不能丢。在某旅“穿插
英雄连”指导员周越眼中，传承好连史就
是对红色基因最好的坚守。

周越在总结近年来连队全面建设中
发现，越是将辉煌连史融入连队建设，官
兵作风越过硬，争先意识越强。

周越决定好好利用连史这笔宝贵财
富，挖掘连队特有的精神内核。他将官
兵领进连史室一遍遍解读，坚持每天唱
连歌、复述连训，总结出“天险挡不住，穿
插如猛虎”的连队战斗精神。

周越不仅自己带头学连史、讲故
事，还发动战士“喊麦”，演绎连史故
事。在去年年终集团军抽考评比时，
周越作动员：“连队历史辉煌，大家决
不能把牌子砸在自己手中！”一番话激
起强烈共鸣，官兵们热血沸腾。随后，
该连一举夺得全旅 5 公里武装越野第
一名的好成绩。

新时代的带兵人，如何让连史对接
新一代官兵？周越的探索，是许多基层
带兵人创新实践的一个缩影。
“应该让连史成为连队官兵天天读、

天天写的一本书。”在某营副教导员阳付
成看来，连史本身是鲜活的，不该只当作
文物保存，而应将它蕴含的精神让官兵
理解。保存的目的是为了铭记和传承，
官兵不能真真切切感受到、触摸到的连
史，保存得再好也没用。

为了让官兵亲近连史，某防空导弹
连党支部决定：连史室全天候全时段开
放，在入连入党、立功受奖、晋职晋衔、分
流退役等重要时刻，把进连史室接受学
习教育作为一项必修课，让连史室真正
成为荣誉阵地和精神家园。
“感受连史、激活连史，不仅仅要用

眼睛看，还要调动更多感官一起感受，才
能形成深刻印记。”某旅指导员李业鹏开
展唱连歌、喊连训、谈连风活动，组织官
兵学习老连歌、编写新连歌。不管集合
站队，还是参加集体活动，连队总是要唱
一遍连歌、喊一遍连训，唱响连队“好声
音”。

李业鹏还组建了几个兴趣小组，将
当年连队参加上甘岭战役的经过制作成
展板进行战例研讨，让官兵从实战中体
会战术思想和战斗精神。结合连队被授
予荣誉称号的历史，每年组织官兵撰写
“我向前辈学什么”心得体会展评，引导
官兵理解荣誉的内涵。这些努力，让连
队全面建设始终走在集团军前列，涌现
出一大批传承连队光荣传统的先进典型
和个人。
“习主席视察王杰生前所在连时

勉励官兵，要学习践行‘两不怕’精神，
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和战斗作风训练，
传承好红色血脉，做新时代王杰式的
好战士。”李业鹏说，连史承载历史与
未来、艰辛与辉煌。越是使命任务重、
困难挑战大，越是需要守住红色基因
这个“传家宝”，自觉做传承红色血脉
的“接棒人”。

连史之问：为何这么熟悉又那么陌生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骆 瑶 黄远利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

要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主题教育，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

色。这一重要指示，深刻说明传承红色

基因对于军队建设的重大意义。

红色基因，在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伟

大实践中造就，也蕴含在我军厚重而光

辉的历史当中。传承红色基因，深入挖

掘、萃取军史中的遗传密码，连史是绕

不过也避不开的一部分。连史虽没有

军史那样底蕴深厚、波澜壮阔，但一部

部连史，汇聚起来就是宏大的军史，折

射出的是我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从

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创业史、奋斗史，

是砥砺强军的生动教材。

如果说党史军史蕴含着人民军队

成长壮大的“精神基因”，那么基层连队

的光荣历史就是官兵可以触摸到的生

动教材。也正因为如此，在开展主题教

育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认清连史的价

值，从中汲取蕴含的强军兴军的丰富营

养。

连史，是深扎信仰之根的教材。新

的时代，影响官兵思想的因素日益增

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尖锐和复

杂，西方敌对势力推行“政治转基因”的

企图愈加明显。如何坚守信仰高地，打

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是每名官兵必须

思考的问题。一本本连史，用一个个连

队诞生、发展到壮大的历程，生动诠释

了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

才能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

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理。连

史中的一个个英雄人物、一次次战斗历

程，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有力的教

材，有利于引导官兵在理论与实践、历

史与现实的结合中思考辨析，增强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的理性认同和情感认同。

连史，是激发精神动力的源泉。在

各个历史时期，我军克服种种艰难险

阻，孕育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雷锋

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精神

财富。这些精神财富又常常以无数连

队为载体，并体现在“白刃格斗英雄连”

“硬骨头六连”“南京路上好八连”“攻坚

英雄连”等一个个英模群体以及这些群

体中涌现出的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

邱少云、雷锋等一个个英雄人物的事迹

中。即便是不知名的连队，也都有自己

的艰苦奋斗史、创业史。学好连史，读

懂连史，就能让官兵在感悟伟大精神和

英雄壮举中，坚定理想信念，锻炼意志

品质，激发出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励官

兵奋力投身新时代强军实践。

连史，是传承优良作风的媒介。当

前，社会环境和官兵成分发生了很大变

化，一些官兵滋生和沾染了“和平病”，

缺乏艰苦环境和复杂斗争的锻炼，对军

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了解不多、体悟

不深、缺乏认同。作为折射我军发展壮

大历程的连史，不仅记录了一代代官兵

的伟大实践，也完整保存了理论联系实

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以

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在长期实践中

孕育形成的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用好连史这个绝佳媒介，把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这些宝贵财富一代代传

下去，必定能够纠治不良作风习气，根

除顽根痼疾，让军队保持优良作风和铁

的纪律，为新时代强军兴军集聚起强大

正能量。

用好连史这本“教科书”
■唐照乾

左图：第75集团军某旅“攻坚英雄连”新兵围在连史室里听老兵讲连史。右上图：“攻坚英雄连”一对一的答疑课经常在连史室进行。右下图：在连史室举

行的退伍仪式，被许多退伍老兵铭记。 叶嘉健、黄远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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