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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井冈，林路密布。其中有一条
小路最为知名，那就是黄洋界下的“挑粮
小道”。当年，朱毛红军正是经由这条崎
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把 30多万斤粮食运
上井冈山，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

岁月峥嵘，征途漫漫。当年的红军
将士或许不曾想见，这条小路会成为一
种精神符号，永远标记在中国革命史册
上。当然，他们更难以想到，有一所军校
的青年学子会在 50多年间，连成一支跨
越时空阻隔的绵长队伍，接续来到这里
寻访他们的足迹、体味他们的战斗艰辛。

这所军校就是陆军步兵学院。重走
“挑粮小道”，只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所
学院与江西革命老区故事中的一个片段。

（一）

陆军步兵学院本部坐落于江西南
昌。学院周边密集分布着八一南昌起义
旧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都瑞金等众
多革命旧址。这些革命旧址，就像一个
个红色地标，串联起人民军队打响第一
枪、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央苏
区、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等人民军队建
立初期的光辉历史，承载着数不清的珍
贵记忆。

1961 年，陆军步兵学院前身、南昌
步兵学校遵照贺龙、罗荣桓元帅指示，首
次组织学员到井冈山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这一做法，曾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
摄成专题片《井冈山野营记》公开放映。
从这部专题片中可以看到，学员们从南
昌向井冈山一路行军，在八角楼、水口
镇、中共湘赣边界一大会址等听教员讲
解党史军史；在茨坪，祭奠革命烈士；在
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旧址，按照当年的
战术部署组织演练，重温经典战例……

50多年过去，尽管教员队伍一代代
更迭，培训任务和对象也几度变化，但这
种育人模式被很好地坚持下来。学院先
后组织 300多批、10万余名官兵，在不同
时机参加类似的现地教学。依托革命老
区的“红色大课堂”教学育人，已经积淀
成为该院一个重要办学传统和特色。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学院把这种育
人模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

（二）

陆军步兵学院郑红军教授曾多年参
与组织现地教学。他告诉笔者，坐落在
江西这片红色沃土上，丰富的红色资源
是这所学院教学育人的巨大优势。学院
之所以长期坚持在革命旧址上开展现地
教学，就是因为这些革命旧址所承载的
历史内涵，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学员
们置身于党史军史的源头实地，平时在
课堂和书本上接受的内容瞬间变得生动
起来，传统变得更加亲和，历史变得可触
摸，特别能引起共鸣。多少年来，很多毕
业学员谈起在学院的学习经历，印象最

深刻的就是参加现地教学。
郑教授的说法，让笔者感同身受。

今年 4月底，笔者跟随该院部分官兵赴
赣南闽西方向参加现地教学。在各个
教学点上，教员与学员讨论的氛围非常
热烈。其中的话题有关于军史战史的，
也有来自于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矛盾问
题。很多问题的答案，恰恰蕴含在眼前
的历史往事当中，蕴含在革命先辈的生
命实践当中。

在瑞金“一苏大”（中华苏维埃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群，一位学员在交
流中谈到，当天正好是他的生日。他给
父亲发信息，告诉父亲自己在瑞金参加
现地教学，听了“八子参军”故事很受触
动。他问父亲：“如果明天我要上战场，
你们怎么看？”父亲随后给他回信：“你是
共产党员，是军人，上战场冲锋陷阵是你
的责任！”在场的教员随之补充道：“什么
叫强军重任？其实对每一位官兵和单位
来说，都非常具体。战士要砺练成优秀
战士，连队要打造成尖刀连。这就是我
们的责任。”

在兴国“中央苏区好作风纪念馆”，
大家在参观后组织主题党小组会。一位
学员谈到，我们的基因在哪里？我的基
因是谁的基因？我们的传家宝是什么？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这些问题，一路走
来，脑子里越来越清晰，心里越来越踏实
和坚定。如何看待自己身上的责任？如
何在未来工作中打开局面、抓住重点？
这些问题，也从中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启
示。时代变了，但很多道理具有永恒的
真理性。

一处旧址就是一个生动课堂，一段
史实就是一部活的教材。社会生活的变
化越大，官兵离历史的距离越久远，这种
把历史与现实深度对接的育人模式，在
学员内心中产生的触动也就越加凸显。

往事，总是凝固在历史的云烟当中；
而崇高的人格与伟大的精神，总能穿透
历史的云烟，直抵人心。50 多年的坚
持，彰显的是学院对红色文化铸魂育人
的坚定信念，是基于传承红色基因的一
种文化自觉。

（三）

现地教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参
观见学。笔者在陆军步兵学院红色资源
研究中心看到，这一育人模式从最初的
“井冈山野营记”开始，经历了一个不断
更新扩容与升级的过程。50多年间，他
们区分教学重点和革命旧址所承载的不
同历史内涵，先后设置了“军旗升起的地
方”“八角楼的灯光”等 24个教学专题，
建立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小井红军医
院等38个教学实践基地。

与此同时，在具体点位的教学设计
上，他们综合运用仪式活动、嘉宾访谈、
重温红色经典、评析经典战例、开展社
会调查等形式，让教学内容更加生动活
泼。在学院最近组织的井冈山现地教
学中，6名学员在水口的叶家祠前、我军
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建立的地方光荣入
党。其中一位学员坦言，举手宣誓时，
眼前仿佛出现当年毛主席在这里组织
入党宣誓时的情景，那一句句庄严的誓

词让自己热血澎湃，更觉党员这一称谓
充满了光荣和责任。那一天，注定让他
终生难忘。

2017 年 6月，原南昌陆军学院与石
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合并成立陆军步兵
学院。为此，他们在原有基础上，将院本
部和石家庄校区周边的红色文化资源纳
入人才培养整体设计，按照“史实当教
材、旧址建基地、场景做课堂、团队创精
品”的思路，用工程化的办法科学统筹规
划周边的教育资源，沿着人民军队成长
壮大的历史足迹，按照南昌、井冈山、赣
南闽西、西柏坡的链路，开辟了信念、铸
魂、胜战、作风等 6条教学线路，形成更
为科学配套的红色文化育人网络。该院
领导表示，学院将聚焦强军主题，把这一
育人模式升级为综合性的育人平台，使
红色基因在铸魂育人中彰显出更加深刻
而广泛的影响力。

（四）

“文化是有灵魂的故乡”。对于一
支军队而言，那些曾经征战之地，特别
是那些曾付出巨大牺牲、浴火而生的地
方，就如同其灵魂深处的故乡。每当它
的后继者回到这里，那一处处无声的旧
址所激起的不仅是内心的深深敬仰，更
是前行路上坚定的方位感和穿越时空
的力量源泉。

黄洋界下的“挑粮小道”，安静地镶
嵌在巍巍井冈。它见证着大地的变迁，
也见证着从此不断延伸的足迹和身影。

荣光，注定属于前赴后继的人们。

回到灵魂的故乡
——陆军步兵学院在革命旧址开展现地教学闻思录

■栗振宇

强军文化观察·红色基因

军旅青年词作家雷从俊和著名作
曲家王和声联袂创作的这首《理想的
远航》，既是历史的大抒情，也是现实
的大写意。作品由轻柔的抒怀、舒缓
的回忆进入，娓娓道来，轻轻吟哦，
历史的场景、当下的感怀和向着未来
的憧憬，使每个乐句都直入人心、引
人共鸣。
“星火”点点，“红船”启航；昨天的

“血肉”筑起“万世的憧憬”，我们手握“当
年的船桨”迎来“复兴之光”。经由特殊
的历史文化符号、显性的诗歌意象和鲜
明的音乐语汇，我党的初心、近代中国革
命历程和人民军队艰苦卓绝的胜利，宛
如蒙太奇画面一般在旋律中次第映现，
汇聚成史诗般的交响。副歌部分，作品
放眼辽远把乐思推向高潮：“你长成未
来/你就是远方/我的激情随你飞扬/山
山水水我把你呼唤……”朴素的热爱，由
衷的感慨，抒发了亿万中华儿女真挚的

情感和心底的强音。
作为军旅青年词作家，雷从俊以

敏锐的艺术触觉感知时代发展的脉
动，国有大事，词言心声；在军为
战，歌以抒情。从洋溢着革命浪漫主
义气息的 《红色课堂》《军乐人生》，
到呼唤奥运雄风的 《拥抱》；从弘扬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牵挂你，祝福
你》《兄弟姐妹上高原》，到蕴含着深
厚爱国之情的 《心中的妈妈》；从充
满战斗激情和必胜信念的《军人的荣
耀》《军人就是这样》，到这首《理想
的远航》，近年来他和作曲家、歌唱
家合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多次在军
内外获奖。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
人，是因为歌声中不仅有历史的红色
镜像，有中华民族前行的身影、社会
幸福的底色，更有亿万人在小康之路
上携手奋进的坚定信念、瑰丽希望和
磅礴力量。

歌声激扬希望和力量
——军旅词作家雷从俊近作《理想的远航》赏析

■董力文

新作推介

习主席多次指出，要“传承好红色

基因”。2016年2月，习主席在江西南

昌接见驻赣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和建

制团主官时强调，要“坚持用井冈山精

神等革命传统铸魂育人”。学院植根于

红色井冈，坐落在英雄城下、太行山畔，

驻地红色资源得天独厚。站在强军兴

军的新征程上，如何运用好红色资源培

育更多“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是我们

需要深入研究思考的重大课题。

红色基因是我党我军的信仰之基、

力量之源。青年学员处于思想发育期、

“三观”塑造期、成长奠基期，我们必须

从学之初、兵之初就根植忠诚基因、筑

牢思想根子，确保红军传人军魂不变、

本色不褪。为此，在陆军步兵学院转型

重塑的重要阶段，我们坚定地把红色基

因铸魂育人作为党委工程、战略工程、

铸魂工程大事大抓，确保红色基因的传

家宝、活教材作用能够在教学育人中充

分彰显出来，确保为强军兴军培养更多

一流人才。

红色基因是无形的，必须借助有形

载体。院校编制体制调整后，学院本部

和石家庄校区周边都蕴含着丰富的红

色资源。为了在教学育人中更加科学

有效地运用好资源，我们按照体系化设

计、项目化推进、精细化实施的思路，突

出主题、加强设计、精选点位，对驻地红

色资源加以整合、梳理、规范，按照南

昌、井冈山、赣南闽西、西柏坡的链路，

开辟了信念、铸魂、胜战、作风、生命线、

解放6条教学线路，力争使原有的育人

平台得到有效升级。

文化衍生精神、激活基因。传承红

色基因，应与强军文化建设有机融合起

来。实践过程中，我们拓展红色育人课

堂，坚持突出教学一课堂、激活实践二

课堂、占领网络新课堂、用好社会大课

堂，以学经典名篇、唱陆军训词、讲打仗

故事、看战斗影视等为基本载体，充分

利用升旗阅兵、庆功表彰、军校开放日

等时机，努力使红色基因传承伴着任务

行、跟着时代走，让官兵时时处处受教

育受感染。事实证明，这些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使传承红色基因这项系统工

程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富有感染力和影

响力，学员擎旗奋进、精武强能、敢战赴

死的战斗豪情持续得到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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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修：当我们站在三湾的枫树
下对着党旗许下铮铮誓言，当我们坐
在水口的叶家祠里重温基层建党的画
面……历史就像一把利刃，一点点削
去我们心中的困惑，带领我们在那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中寻找信仰的光辉。

赵诺：短短 20 公里的小拉练。从
茅坪出发，到茨坪黄洋界脚下，重走挑
粮小道，天公作美，以雨为伴，让我们
的感悟更加真切，更加激起了我们的
战斗激情。纵使一路荆棘，也必须砥
砺前行。

曾俊辉：“黄洋界上炮声隆，以一当
十败敌兵。”体悟当年黄洋界保卫战的
战斗情景，愈加让我认识到传承革命先
辈血性基因的重要性。无论在何种情
况下，英勇顽强、敢打善战都是一名优
秀军人的必备品质。

张昊一：“井冈山斗争时期，共有
4.8 万余名红军烈士牺牲，而他们中间
仅有 1.3万余人留下了姓名。”凭吊、思
索，在低头默哀的短短几十秒时间里，

我禁不住热泪盈眶。烈士的英魂会永
远活在我们心中。

刘诗林：走到老虎冲的旱田，我仿
佛看见毛泽东同志正严肃地宣布我军
第一个正式“军规”——“三大纪律六项
注意”，军队风气一改前貌。在这里，我
明白了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的真谛。

汪政：井冈山斗争两年零四个月，
就有四万八千多名革命烈士长眠于此，
三分之二以上都是无名英雄，平均每天
要牺牲近六十位红军战士，但这支队伍
仍然前赴后继。是他们，用信念和意志
绘就了井冈山的颜色，让英雄的色彩永
恒留驻在这片伟大的土地上。

秦凡森：井冈山是一座没有围墙
的红色历史博物馆，在这片被无数革
命先烈鲜血浸染的红土地上，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仿佛都蕴含着一个个可
歌可泣的革命故事。他们心中坚定的
信仰，如火红的太阳，时刻照亮着我们
的军旅之路。
（上述作者均为陆军步兵学院学员）

当红色光芒洒进学子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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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峭蜿蜒的路，见证风雨沧桑，亦见证英雄豪迈、步履铿锵。且看红旗招展处，它永远在青春的生命里延伸。黄春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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