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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对英雄的认同，

答“到”声才会真正从心

底迸发出来

“从 1941 年创立冀鲁边区回民支
队开始，连队涌现出‘刘文举班’‘李言
福尖刀小组’等 7个光荣集体和 13名英
雄人物……”

看到连队满墙荣誉，汤王星眼里不
光只有自豪，还有不易觉察的凝重。这
位新任指导员知道，自己必须把这些陌
生的资料像一日三餐一样吃进肚里，血
液里才会奔涌出薪火相传的力量。
“说实话，刚开始学习连史，毕竟隔

着一条时光的长河。”汤王星回忆说，他
把 400多页的连史打印出来，一有空就
看几页，并在页面空白处随手记下心得
和思考。他相信这些零碎的文字，能帮
自己强化记忆。

两个月后，连史簿翻到了最后一
页。连队发展的基本脉络、重要节点，
还有那些重锤般击打他的战斗故事，如
一片树叶上纵横交织的脉络，慢慢地印
进了他的脑海。
“学习有时是枯燥的，但不可或缺，

就像农民种庄稼，想有一个好收成，必
须下功夫精耕细作。”新兵下连第一次
点名后，汤王星想了半夜，决定带着官
兵把连史学透——只有让墙上和纸页
上的东西，像阳光一样落进心里，才能
催发行动。他给每名新兵发了一册打
印版的连史，带着全连官兵一段一段认

认真真学习，他希望英雄们的故事能像
花朵一样，一朵一朵在官兵的心里绽
放。

艾坤说，指导员的讲述，让他觉得
“厚厚的连史，跟自己领到的专用枪一
样锃亮，重如千斤”。

花了 3个多月读完连史，与战友们
交流，艾坤发现自己和大家一样，只记
住了一些故事和大概轮廓，有些东西在
心头若隐若现，想抓又抓不住，想说也
说不出。

汤王星心里清楚，从学到悟，是一个
滴水穿石的过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针对年轻战士的特点，他又琢磨出了一
些新方法：看新闻前后，抽点一两个战士
上台讲一段连史，或者自己的心得；每周
组织一次连史故事会，每人脱稿讲一个
连史里对自己触动最深的故事；每个月
开展一次连史知识竞赛；开办连史系列
讲座，他和连队干部主讲，一周一讲。
“大家都在学，在思考，课余时间交

流，常说起连史里的事，自己不动脑子，
没想法，嘴都插不上。”艾坤说，氛围逼着
人思考，脑子慢慢醒了，就会去钻去想。

有一件事，汤王星和艾坤都记忆犹
新。

那年，曾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连队
老兵杨凤林，从山东辗转千里寻找老部
队。因部队驻地多次变迁，80多岁的杨
老在炎热的海南整整找寻了半个多月
才到连队。杨老与连队官兵交流座谈，
讲了很多当年的战斗故事，离开前悄悄
留下了食宿费，并把自己的 9枚军功章
捐献给了连史室。
“一个连队的精神血脉是一代代官

兵接力传承下来的。”汤王星说，“每年
建军节，连队都会邀请一些老兵回来，
同大家追忆峥嵘岁月，讲述传统故事。”
“慢慢的，后来耳边再响起英雄们

的名字时，对我们就不是简单的几个人
名，而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艾坤说，
有了对英雄的理解与认同，他觉得答
“到”声才是真正从心底迸发出来的。

心灵跟英雄有了交

集，才会真正身“到”魂

“到”

随着时间推移，随着答“到”次数的
增多，艾坤越来越觉得，那声“到”字不
简单。

这个“到”字的内涵，在该旅政委刘
石燕看来，至少有三层境界：第一层是声
“到”，第二层是身“到”，第三层是魂“到”。

“前辈们以血肉之躯书写的精神品
格，如果不能从书页里走出来，融入我
们的成长实践，哪怕再响亮的答‘到’声
都只是形式。”刘石燕说。

一开始“总觉得连史里的故事离自
己很远”的艾坤，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
名字竟然和英雄们一起在指导员的讲
评中出现。

新兵下连 3个月左右，连队组织 5
公里武装越野。每个班的成绩以班级

最后一名的成绩为准。那天出发不到 2
公里，艾坤拉伤了大腿，一瘸一拐。汤
王星几次叫艾坤上车，艾坤就是不肯。
被强行拉上车后，艾坤竟难过得哭了起
来……

眼前一幕让汤王星心里一震：连史
上战斗英雄田文忠、刘长德重伤不下火
线，死守阵地为增援部队赢得了时间，
艾坤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不就是英雄品
质的体现与传承吗？

讲评时，汤王星给全连讲了艾坤的故
事，告诉大家如何将英雄精神融入到日常
生活、训练之中，写好自己的军旅篇章。

从那以后，点名时再听到英雄的名
字，艾坤觉得“那就是在呼点自己”，答
“到”的时候自豪极了。

心灵跟英雄有了交集，才会真正身
“到”魂“到”——

有一次，上级组织红蓝对抗演习，
连队担负指挥所防卫任务。艾坤和 3
名战友担负指挥所外围潜伏哨，几十个
小时没有挪窝。“当时正是夏天，草丛里
尽是蚊虫，咬得我们浑身是包。”艾坤回
忆说，想一想昔日战场上前辈们忘我拼
死的血性，我们吃的这点苦算啥。

有了日积月累的浸

润，英雄的种子就会开花

结果

刻着“猛插决胜连”的荣誉石默默地卧
在连队前草地上。连队官兵获得荣誉时，
都喜欢在荣誉石前拍照留念。
“连队门口的‘猛插决胜连’和‘刘

文举班’两块荣誉奖牌，是按照 1∶100
比例制作的。挂牌那天，全团官兵集合
在连队前边，团领导亲手挂，非常隆
重。”汤王星说，这个仪式，许多官兵常
常说起。连队每天集合、点名都面对着
这些荣誉奖牌，就是要时刻提醒每名官
兵，自己是英雄连队的一员。

记者发现，在这个连，替英雄答
“到”其实无处不在。从底蕴、氛围到军
事训练、日常生活，这里时时处处都弥
漫着崇尚、追随英雄的味道。

除了重大演训任务，连队在日常工
作上也颇用心思。各班日常管理、军事
训练、内务卫生、作风纪律等，每季度以
打分综合排名评选优秀班长，一年能获
三次“优秀班长”，就会晋级为连队的
“英雄班长”，披红戴花给予表彰。

连队士官李小双，新兵时体重 180
多斤，训练跟不上，一度想逃离部队。
后来李小双被分到“猛插决胜连”后，像
变了一个人，不到半年就瘦了 40多斤，
训练成绩突飞猛进。

聊起此事，李小双笑道：“英雄连的
兵，身上就得有一股子英雄气，不努力，
真没脸待下去。”
“虽然我在连队任职不到 4年，但

我不论干什么工作，标准和要求都会不
自觉高一些。”汤王星说，心灵和血脉里
有了英雄精神和品质的浸润，就会从内
到外散发出不一样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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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艾坤下连分到了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猛插
决胜连”。当晚点名前，班长特意叮嘱：“咱们连点名与别
的连队不同，会先点四位连史上英模的名字，全连官兵要
一起答‘到’。”艾坤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刘禄、华明志、李言福、刘文举……”当新任指导员

汤王星呼点 4位英雄的名字时，新兵所在排答“到”的声音
底气不足，完全被老兵高亢的答“到”声浪覆盖。

此刻，目睹这一幕，指导员汤王星心里起了波澜。

刚从机关到连队任职，自己对“猛插决胜连”的精神又
真 正 理 解 多 少 ？ 铿 锵 响 亮 答“ 到 ”很 容 易 ，但 答
“到”之后怎么办？有一段时间，这些问号时常萦
绕在他的心头。

几年过去，如今汤王星已成长为该旅保卫科科长，艾
坤则挑起了“猛插决胜连”英雄班班长的担子。当聊起各
自在这个英雄连队的成长经历，俩人像约好了似的，竟然
都从那次点名打开了话匣子。

回望历史——

“这不仅是一个简单

的名字，更是一个精神的

纽带”

“以前的同学如今都挣钱买房买车
了，我当兵有什么用？”

两年前和下士刘攀的那次谈话，第
75集团军某工化旅爆破连指导员刘浩
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在休假结束归队后不久，刘攀
仿佛变了个人，整日心事重重，训练成
绩一度下滑很快。后来刘浩了解到，刘
攀休假时参加同学聚会受了刺激。

这个性格要强的“90后”战士，入伍
后凭着不服输的劲头，多次在考核中取
得好成绩，是连队的“好苗子”。可如今
看到和同学巨大的现实差距，刘攀开始
怀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其实不仅刘攀，如今大多数‘90

后’‘00后’官兵，从小都是‘在蜜罐里长
大’。”刘浩翻着花名册说，作为陆军 500
个历史荣誉营连之一的连队指导员，他
一度担心，这些“吃着薯片、玩着芯片”
长大的孩子，能否传承老连队的战斗精
神、意志品质和优良传统。

那些日子里，刘浩带着刘攀一圈圈
在营区里散步，一些问号始终在两人心
里激烈地交锋……

该旅驻湘某地营区里，刘俊钦的巨
大雕像立在训练场中央，连队每晚点名
呼叫“刘俊钦”的名字一如既往地坚持。
“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名字，更是

一个精神的纽带，让我们牢牢记住那个
战火纷飞的年代，以及我们从哪里来。”
三级军士长陈勇在爆破连当了 20年的
兵，每一次呼叫“刘俊钦”的名字，他都
“非常用力地答‘到’”。

“当年，前辈们毅然叫响‘亏了我一
个，幸福十亿人’的口号，义无反顾地走
上南疆战场。”刘浩告诉战士们，刘俊钦
连长也是放弃了家里富裕的生活，最终
牺牲在战场。
“这就是军人的价值所在。”刘浩喜

欢这么一遍一遍地重复。他认为连史
的传承，就是要像讲光荣家史一样一遍
一遍地唠叨。

正是在一圈又一圈的散步、一遍又
一遍的唠叨中，刘攀明白了指导员的苦
心以及日复一日替老连长答“到”的深
意。深夜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反问自
己：“身边这么多战友都是这么可爱，为
什么我变得这么消沉？自己当初当兵
难道是为了挣钱发财吗？”

后来，机关几次想调刘攀，都被他
拒绝了，他说：“我要到连队战斗班当班
长！”

那次执行搜排爆任务，全连 20 多
名像刘攀一样的年轻战士齐刷刷递交
申请书，顶着炎炎烈日扫雷。刘攀在申
请书里引用了刘俊钦老连长那一辈人
的话：“图金钱，老山铺满金砖，无人肯
来；为祖国，老山刀山火海，老子敢上！”

思考现实——

“任何平凡的岗位，

都能够干出英雄的精彩”

放眼全军，还有更多连队坚持把对
英雄的纪念融入到点名答“到”这样的
日常生活。一声声“到”的背后，还有无
数先烈，甚至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在 3月 19日这天，该旅道路二连排
长胡桂停永远记住了“刘长春”这个名
字。

这一天，是连队烈士刘长春牺牲 50
周年忌日。50年前，服役了 8年、连续 6
年被评为“五好战士”、3次荣立三等功
的刘长春即将光荣退伍。当他得知部
队要赴某地参加排爆任务时，先后 7次
提出申请参加。然而，就在任务快要完
成时，炸弹爆炸，刘长春牺牲。

由于任务保密，刘长春的事迹只能
在任务部队内部宣传。就连他的妻子
也是在多年之后，才知道丈夫牺牲后被
葬在了千里之外的战场。

3月 19日这天，已经年逾七旬的老
人家来到了部队，看到丈夫曾经战斗过
的连队，老人家老泪纵横。这段尘封的
历史和名字震撼了胡桂停，就在不久
前，他还因为职务晋升调整受到影响，
“压起了床板”。

“回想那个年代，还有多少个‘刘长
春’，默默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多年，到
最后牺牲了都可能没留下名字。”胡桂
停说，连队每个岗位都不可或缺，有时
候确实要扪心问自己在这个岗位上有
没有尽心尽力，像刘长春那样默默付
出。“刘长春”这个名字让他明白，“任何
平凡的岗位，都能够干出英雄的精彩。”

送刘长春遗孀老人离开时，胡桂停
一个人到连史室里坐了坐。他默默读着
展板上烈士刘长春生前写下的诗句：“胸
怀朝阳上战场，洒尽鲜血心欢畅……”

走出连史室，胡桂停决定报名参加
旅里组织的体能骨干集训，他想“再一
次证明自己”。

告诉未来——

“如果那一天真的来

临，我会做出同样选择”

“上了战场，你认为自己会在什么
情况下牺牲？”

这是 2017年底该旅新兵思想调查
的一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机动保障
一营道路一连战士白玉林有些蒙。这
位“00后”新兵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战
场上到底是什么样子？”

30多年前，该连时任副连长邹芳林
也同样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打仗的命
令传来时，仿佛那么突然。

“当时上战场前，每个人都要写遗
书，大家每个人都很安静地写着，现场
气氛很凝重。”退伍老兵陈旭板曾经是
邹芳林的战友，他回忆说：“考虑到邹副
连长的爱人刚生儿子，组织上让他留
守。可邹副连长坚决要到一线去，还说
‘我已经有后了，死了也没关系，还有好
多战友没结婚，让他们留守吧。’”

在后来的一次爆破清障任务中，敌
人炮火突然来袭。邹芳林为了指挥掩
护战友撤退，自己牺牲在炮火中。
“没想到这一去就真的没回来了。”

陈旭板抹了一把泪。如今，过去 30 多
年了，他每年清明节都要回来看看老连
队，看看连队的官兵。那天点名，当听
到呼点“邹芳林”的名字时，他一个箭步
走到队列里，敬一个军礼，响亮地喊了
一声“到”。

这个场景不禁让白玉林想起了刚
下连队的那次武装五公里训练，自己中
途无数次想放弃的时候，副连长殷海波
接过他的枪，告诉他：“不要放弃，现在
放弃只是训练不及格，战场上放弃就可
能丢掉性命！”

白玉林最终完成了训练。气喘吁
吁间，他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再做那个需
要别人帮忙背枪、拖集体后腿的人。“说
不定哪天就真打仗了，那时候，我坚决
不会让战友替我牺牲！”
“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会做出

同样选择。像邹副连长那样，为别人牺
牲，而不是让别人为自己牺牲。”白玉林
说，考核结束的那天晚上，他答“到”的
声音从来没有如此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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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钦！”
“到！”
在第 75集团军某工化旅爆破连，这样的问答总会在

每天晚上准时响起。指导员刘浩点名前呼叫“刘俊钦”的
名字，全连几十名官兵一同答“到”。

刘俊钦是该连的一位老连长。30多年前的那场战斗
中，时任连长刘俊钦为了保护战友，带头冲锋在扫雷排障
第一线，直至英勇牺牲。此后，为了纪念英雄连长，连队

官兵每天晚上点名都要呼点“刘俊钦”名字，并作为传统
延续至今。
“在价值观越来越多元的今天，部队一些光荣传统的

传承面临着挑战。如何让官兵们在传统中感悟历史、定
位现实、瞄准未来，成为当下紧要的课题。”在“传承红色
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中，该旅政委曾祥明谈到，
呼点英雄名字，正是让官兵血脉融入红色基因、担当起强
军重任的生动体现。

每天点名，当呼点四位牺牲烈士的名字时，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猛插决胜连”官兵集体答“到”。江碟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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