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老连长，

您当年为什么当的兵呢？

雷豫答（以下简称“答”）：我的父亲
是中原解放区的一名战士，后来跟随部
队一路南下，四川解放后，就一直在成
都地区工作和生活。我是听着父辈们
的从军故事长大的，从小就想当兵。
1974年 12月，我年满 18岁了，就报名参
了军。当时征兵的问我想去哪儿，我说
当兵就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这样，我
来到了新疆，来到了二连。

问：作为“军事训练标兵连”的老连

长，您觉得怎样才能当一名好兵？

答：我想，这个问题，我是有发言
权的，本身就是从战士成长起来的
嘛。当一名好兵的前提，必须要有高
度的责任感，当兵嘛，就必须牢牢聚焦
打仗这个主业。咱当兵干啥来了，就
是为了打仗的，脑子得围着打仗转。
那年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打响后，我和
连队战友都曾主动申请奔赴前线，但
由于任务需要，没有赶上真正上战场

作战的机会。作为一名军人，这也成
了我不小的遗憾。不过从现在看，正
是这种强烈的请战欲望，催促着我们
那一批人刻苦训练，练就了较为精熟
的军事技能。

问：从带兵人的角度看，聚焦主业

应该怎么做？

答：要引领连队官兵多干实际的东
西，这个实际的东西，就是干好军事训
练这个正事。我最爱想的问题是，我当

兵的时候，眼里的连长应该是什么样的
素质？现在当连长了，那我能不能达到
战士们的希望？

我在连队组织训练的时候，既遵
循教范，同时也比较注重发挥参训人
员的主观能动性，不单单拘泥于教
材。在大家按照规程掌握基本技能的
前提下，有意识地集思广益，研究丰富
训练方法、提高训练水准的方法路子，
让大家从“要我练”转化为“我要练”，

最终形成连队军事训练水平水涨船高
的局面。

问：从战士到干部，身份转换后，对

待训练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答：可不是嘛，当战士的时候，那就
是一个字儿——练！当了带兵人，就要
在统一好大家伙儿思想的前提下——
带头练！

问：作为军事干部，怎样才能统一

好大家的思想？

答：有个别人把思想工作看成是政
治工作干部的事儿，其实不然。我的带
兵心得是，军事干部也必须高度重视思
想工作，带的兵思想都不稳定，还咋练？

问：在您当连长期间，连队被授予

“军事训练标兵连”荣誉称号，说明您带

连队还是非常成功的，这里面有啥诀窍

吗？

答：如果问我带兵有啥诀窍，其实
就是要有一股劲，这种劲儿必须实打实

干工作，不能搞花哨的、虚假的东西。
看兵先看将，要想把连队带好，带兵人
必须要有不服输的性格和韧劲，这样才
能把大家发动起来。后来的历次演习
成绩也都证明了，我们的经验是有效
的、可行的。

问：老连长讲得非常好，新时代官

兵同样需要传承这股不服输的劲头！

答：我想是的，虽然练兵条件不同
了，但精神性的东西都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新时代的官兵来说，就是要持续发
扬好“打靶靶开花，夺旗旗安家”的标兵
精神，练了就要练到最好，反复钻研，千
锤百炼！这也是当年我们这个小兵种
连队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这既是
我们的经验，也是“军事训练标兵连”的
深厚底蕴所在。

对话老连长雷豫——

“咱当兵干啥来了，就是为了打仗的”
■王雪振 本报特约记者 冯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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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特别关注·激活我们的连史⑥

寻访是为了让荣光

更加闪亮，让连史真正鲜

活起来

二连荣誉室，一面“军事训练标兵
连”的锦旗，赫然陈列在厅室门口，默默
诉说着连队昔日的荣光。

多年来，每逢新兵入连、干部任职
等重要时间节点，连队官兵都会在锦旗
前整装列队，回顾连史，重沐辉煌。

去年12月，又一批新兵下连。
“荣誉倒是蛮亮的，但这些陈年往

事，和自己有啥关系呢？”一位“00后”新
兵的小声嘀咕，让标兵班班长马学锋无
意间听到。他感觉很不是滋味，那些自
己曾引以为傲、深信不疑的东西，为什么
会被新战士看轻看淡呢？

这个案例，在今年初被摆在支委
会上反复讨论。支部“一班人”的分头
调查结果让他们发现，除了新战士外，
43%的服役超过两年以上的连队老
兵，也对连史理解较为粗泛，轮廓性、
概念性的多，对其中具体的人物细节
了解掌握的少。

这个连队范围内的调研，引起了
“地震式”反思。在二连已经摸爬滚打
了 3年的连长苏博康说：“由于时间隔得
太长，再加上不注意对史料的收集整
理，感悟连史，往往只是干巴巴的几句
话。没有血肉丰满的故事，确实很难走
心入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人是最鲜活
的素材。但问题是，有的连史只见人名
不见血肉。以雷豫为例，作为连队标兵
精神形成凝结的见证人、亲历者，他的
名字在连史中出现频率最高。虽然官
兵们知道雷豫的名字，但对他更多的个
人信息几乎一无所知。

对此，二连所在营教导员李刚也有
相同的感受：“一些连队的连史重要事实
细节丰满度不高”。李刚说，二连被授予
荣誉称号前后的具体细节也不够翔实，
大家掌握的信息往往都是表面上的。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一代军人
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军人正在扛
起强军重任，如何在新时代强根固本、永
不变色？现实的碰撞，官兵的困惑，让新
一代“军事训练标兵连”官兵深切感到，
传承红色基因，将连队历史变得更加饱
满充盈，是他们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怀着传承接续的赤诚之心，二连
官兵就此开始了一段寻找雷豫等连史
亲历者的“旅程”。他们结合连队历
史，认真制定了“寻访功勋老兵”方
案，并将重点放在 1978 年至 1982 年在
连队服役过的老兵这个范围内。在长
达近 3 个月的寻找沟通中，他们终于
了解到了雷豫的信息线索。经过请
示，团队派出寻访分队专程赶往成都
拜访。
“寻访雷豫等老兵，更多的考量是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给我们标定前行坐标，
知道自己究竟从哪里来，在可观可感、真
切沟通中，形成尊崇荣誉、接续荣光的行
动自觉。”谈到寻访初衷，“军事训练标兵
连”所在团政委周该成说，“未来的辉煌
连接着昨日的历史，寻访是为了让荣光
更加闪亮，让连史真正鲜活起来。”

不服输、能打仗是连

队的精气神

雷豫没想到，他会以“视频连线”这
样特殊的方式回到自己魂牵梦萦的老
连队。

30多年前，他作为连长，带领大家创
造了这个连队的辉煌。30多年后的这一
刻，他看着屏幕上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
心中涌动着“父亲对孩子般的亲切”。一
声“老连长”，更是让他热泪盈眶。

面对前来寻访的老连队年轻官兵，
昔日的军旅记忆，一下子在雷豫的心头
涌起……

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副连长、
连长……从 1974 年到 1986 年，雷豫一
直在“军事训练标兵连”摸爬滚打，身份
也多次发生改变，但始终不变的，是那
颗爱军精武的心。

雷豫说，他们平日想得最多的就是
训练，连队的练兵氛围十分浓厚。1978
年，雷豫作为班长，第一次参加原乌鲁
木齐军区防空兵演习。那时候，雷豫主
要充当四炮手的角色，负责航路航线标
定工作。演习开始前，雷豫觉得单单掌
握一个炮手的技能不行，如果是在战场
上，万一其他炮手阵亡了，这仗就不打
了吗？所以，别的炮手在练的时候，他
就留心看；别人闲下来的时候，他还反
复强化练习。最后，其他 5个炮手的技
能，雷豫也全部掌握了。

作为“军事训练标兵连”的老连长，
雷豫在谈及缘何能够数次夺魁时说，当

兵必须聚焦练兵备战这个主业，而聚焦
主业，就要有精益求精、敢于较真的精
神，当时的官兵就是时刻保持着这样的
劲头，才有了后来的成绩。“学专业的时
候，凡是弄不明白的，都要反复询问，有
时候为了搞清原理，大家还动手拆过火
炮，齿轮与齿轮如何联动都要搞清楚，最
终都对火炮的性能了然于胸。”雷豫说。

据雷豫介绍，后来的多次演习中，
能实现单炮命中靶机的，只有“军事训
练标兵连”一家。

他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就是持续发扬“打
靶靶开花，夺旗旗安家”的标兵精神，不
服输、能打仗就是连队的精气神。
“老连长，请您放心，我们一定把

标兵连的连队精神发扬下去，在新时
代履行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职责使
命……”视频连线时，现任连长苏博康
代表全连官兵表达决心，雷豫的眼睛
湿润了，连声说“好样的”。他鼓励连
队官兵刻苦训练，继续书写“军事训练
标兵连”新的篇章和精彩。

“寻访不是最终的目

的，最紧迫的任务是接续

传承”

当年，“军事训练标兵连”的官兵心
中的榜样是谁？他们又是向谁学习
的？不经意的一问，揭开了又一部辉煌
史册的一角。

1950年8月，遵奉毛主席进军西藏的

命令，由7个民族136名官兵组成的进藏
先遣连，从新疆和田地区普鲁村出发，历
经一个多月的高海拔行军，最终到达西藏
阿里境内，先后有 63名官兵长眠在阿里
高原。后来，先遣连被授予“进藏英雄先
遣连”称号，每人记大功一次，并授予“人
民功臣”勋章、“解放大西北”奖章各一
枚。自 1927年解放军建军以来，这是唯
一一支每人记大功一次的建制连队。

进藏英雄先遣连，与“军事训练标
兵连”同属一个师。年初，他们的故事
被战士业余演出队编排成了名为《劲旅
魂》的情景剧。巡演期间，那一个个鲜
活的血肉之躯和铮铮铁骨，引起了“军
事训练标兵连”官兵们的深深触动。

同先遣英雄们一样，雷豫等老一代
官兵，也用青春和热血写就了属于他们
那一代军人的荣光；如今，新一代官兵
同样要在强军兴军征途上，迎接新的挑
战创造新的辉煌。

学连史，讲传统，铸军魂。今年以
来，在喀喇昆仑山脚下的这座军营里，
“军事训练标兵连”的官兵，一直在常态
化开展“红色基因代代传”知识竞赛、读
书演讲等群众性系列活动，在潜移默化
中培养官兵铁心向党、卫国戍边、崇文
尚武的好作风，让标兵精神永不褪色。
“军事训练标兵连”所在团还注重发

挥标兵精神的示范引领作用，每当重大
任务来临、训练阶段转换等时机，都会组
织参观标兵连连史馆，举行宣誓仪式，让
“打靶靶开花，夺旗旗安家”的标兵精神，
成为激励大家干事创业的动力。

寻访及视频连线过程中，雷豫等老一
辈军人还原的连史、展现的矢志精武本
色，深深感染着连队新一代官兵。寻访活

动结束后，在“军事训练标兵连”连史馆
里，连队专门开辟了一个场地，择机播放
老兵们的口述历史。这个场地的名称，他
们郑重地称呼为——“我们不能忘记”。

以“军事训练标兵连”为主体，该团还
组织了一场“寻访·铭记”主题报告会，让参
与寻访的人员谈经历、讲体悟，在心与心的
沟通、情与情的互动中提高活动教育效果，
学习标兵精神、接续传承老兵本色的活动，
在该团也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寻访慰问不仅仅是和老兵说说

话、唠家常，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发扬前
辈们的光荣传统，这才是最大的意义所
在。”谈及寻访老兵的经历，刚刚任职满
一年的排长王志权说，自己将向老一辈
官兵学习，时刻用标兵精神激励自己，
在边疆军营奋力书写自己的精彩篇章。
“寻访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紧迫的

任务是接续传承。”回顾评点“军事训练
标兵连”开展的寻访功勋老兵活动，该
师一位领导十分赞同和欣赏，他说，让
红色血脉始终在官兵胸中流淌，才能激
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铸就攻无
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

老 兵 归 来
■王雪振

红色的盒子里，静静存放着 3枚老式的军
功章；立功证书的“主要事迹”一栏里，字迹写
在泛黄的纸张上，时隔37年，仍然清晰可见。

军功章的主人名叫雷豫，今年已经 62 岁
了。老人精神矍铄，尽管头发有些发白，走起
路来依旧风风火火，军人的烙印，鲜明如昨。
在过去 30多年的时间里，他虽身在成都，心里
却忘不了自己待过 12年的那个遥远的西北边

疆军营，忘不了那些穿军装的日子。
在雷豫转业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连他

的女儿都不太清楚，自己的父亲曾亲历过新疆
军区某防空团二连最为荣耀的时刻，并在那个
时刻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1978年至 1981年，二连先后 6次参加原乌
鲁木齐军区军事演习，先后命中靶机 35 次，6
次夺魁。1982年，二连被原乌鲁木齐军区授予

“军事训练标兵连”荣誉称号。在这个重要的
历史时刻里，时任该连连长的就是雷豫。

作为“小兵种”专业，一个防空兵连队竟然
能被冠以“军事训练标兵连”荣誉称号，作为当
时的领头人，这本该是雷豫个人军旅生涯极为
荣耀的一笔。但在转业后，他一直坚持低调行
事的做人风格，高光时刻从不轻易示人。

然而，毫无征兆地，一个来自边疆的电话，

将这个老兵尘封已久的记忆再次打开。
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正在家里整理摄影

素材的雷豫，被来自老连队的电话紧紧地抓住
了心。岁月漫漫，曾经金戈铁马的日子，绵绵
无尽的军旅记忆，一下子又在他的心中涌起。

雷豫也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
再次回到老连队，与老连队的年轻战友们相
遇……

2014年，习主席在视察新疆军区

部队时强调，要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

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这是着

眼新形势新变化，对传承和弘扬我军

优良传统的科学总结和深刻揭示，也

是每名官兵自觉接续传承红色基因的

重要遵循。

红色基因是信仰的种子、精神的

根脉、制胜的密码，是人民军队的

“DNA”，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

本所在。回眸我党我军峥嵘岁月发展

历程，那至真至纯的忠诚之“魂”、敢打

必胜的血性之“气”，纪律严明的作风

之“形”，都为我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

丰厚滋养和强力支撑，成为一代代官

兵铁心跟党走、矢志谋打赢的重要精

神力量。

强军兴军的新时代，传承红色基

因的担子也更重。应把传承红色基因

与带兵育人紧紧结合起来，从培养人

的角度切入，将其作为部队建设的“基

础工程”“灵魂工程”来建设，在潜移默

化中纯净官兵的精神世界，涵养血性

虎气，强化“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

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

膛里永远有激情”的使命担当。特别

是要注重围绕练兵备战、主动协同、连

续作战等方面细化战斗作风，以昂扬

进取的姿态，以真抓实干的精神，磨利

克敌制胜“刀尖子”，练就保家卫国“铁

拳头”，立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

子”。

历史是由一个个鲜活生命个体构

成的。传承红色基因，还要用好用活

我党我军光荣历史这个巨大宝库，激

发时不我待、刻不容缓的紧迫感和责

任感，积极借助寻访慰问的形式，有计

划地开展寻访老兵及英烈后代活动，

补充可信、可查、可证的史料，制作微

电影、纪录片，让叙述活起来，让记录

动起来，使官兵在可观可感中加深理

解和认同，切实增强光荣传统教育的

时代性和感召力。

传承红色基因，各级带兵人也要

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教育引导

过程中，以真信真学的求实态度，带头

深入研究新时代条件下传承红色基因

面临的困难问题，充分调动主观能动

性寻找解决对策，授课“我先上”、解析

“我先讲”、释惑“我先说”，热情解疑

问，勇于驳歪理，当好传承红色基因的

带头人。

把
红
色
基
因
融
入
官
兵
血
脉

■
周
该
成

声 音

寻访功勋老兵，不断完善连队光荣

历史，让每名官兵有了亲身触摸鲜活历

史的机会。

左图：二连官兵与老连长雷豫视频

连线。 刘孝强摄

上图：当年操作火炮时的雷豫。

雷 豫提供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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