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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铁血阻击坚守阵地，

今天改革关头冲锋在前——

“只有始终坚持严明

纪律，才能始终立于不败

之地”

自打从“红三连”当兵锻炼回来，北
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干事王沛逢人
便说三连好。

三连好在哪？王干事在当兵锻炼
体会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

当时，旅里组织山林地野战生存与
作战课目训练。他随“红三连”官兵挺
进林海。连续半个多月阴雨绵绵，官兵
的衣服和鞋子就像在水里泡过一样。
森林内道路崎岖泥泞，步履维艰。

行进过程中，林区工人见战士训练
辛苦，便拿出自己的干粮相赠。“谢谢
了，但你的食物我不能要。”上等兵叶文
豪饿得直打晃，依然不忘训练纪律。

一个月后，三连官兵掌握了 62 种
可食用动植物、13 种药材的识别及食
用方法。
“自觉的纪律性，是一代代三连人

坚守的精神高地。”三连官兵人人熟知
这样一段连史：1934年 10月，红军踏上
长征路后，面对优势敌人的疯狂追击，
“红三连”前身部队——中革军委警卫
团二连，在后卫中担负掩护中共中央、
中革军委机关突破国民党军队封锁线
的任务。

在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中，第一天
战斗后，连队阵地上剩下不到 60人，连
长、指导员都牺牲了，只剩下三排长罗
英初指挥战斗。官兵严守战斗纪律，面
对十几倍于己的敌人无一人撤退。3
天内他们打退敌人 47次进攻，以铁血
阻击为机关渡江赢得时间。此役，全连
最后仅剩 22名战士，其余官兵全部壮
烈牺牲。

三连现任指导员申海伦说，连队从
烽火硝烟中走来，传承下来的一条宝贵
政治工作经验便是：“只有始终坚持严
明的纪律，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2016年 5月，又一场考验摆在三连
党支部面前：连队从传统步兵向合成部
队转型。

如何打好转型这一仗？严守改革
纪律，成为他们攻坚克难的“法宝”。改
革调整中，三连要搬到几十公里外的新
营区。第一次考察回来，连长李元军如
实向全连通报了新营区建设情况：营房
老旧，远不如现有环境条件。紧接着，
李元军做出部署，除带走生活必需品，
其他东西全部留给“后来人”。

后来，四营十二连搬入三连营房
后，十二连指导员孟琨感慨：“简直可以
拎包入住，三连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

移防搬迁一年多来，三连严格落实
新编制新体制下的新要求，不打折扣落
实上级指示和新大纲规定，从难从严展
开实战化训练，在全旅率先完成转型，
多次担负新课目探索示范任务。

过去“被窝支委会”建强

党组织，如今严把标准主动

退回入党名额——

“党员先进性不在某

时某刻，而在每时每刻”

“我家近日连降暴雨，我已经联系
当地人武部加入防汛预备队……”7月
1日下午，三连组织开展党日活动，正
在家乡休假的党员小刘，通过微信视频
向党支部书记申海伦汇报个人近况。
“把组织制度当铁律，军营内外

不走样，党管党员一点不含糊。”旅政
治工作部领导介绍说，三连历经 20余
次转隶、整编，党支部坚持落实组织
纪律一以贯之、一丝不苟，始终做到
“建制打乱、制度不乱，人员分散、组
织不散”。

在连史馆，连长李元军指着一条红
毛毯告诉记者：1927 年 9月，秋收起义
遭遇挫折后，5000人的起义部队仅剩下
700余人。有的连队怕有人当逃兵，睡
觉时用绳子把大家拴在一起，可捆得住
胳膊腿拴不住心，信念不坚定的还是走
了。当时三连严守纪律、人员齐整、斗
志高昂。看到这一情况，毛主席在连队
发展了全军首批战士党员，并亲自带领

他们入党宣誓。
送走毛主席后，党代表罗荣桓、连

长曾士峨、副连长张宗逊心情激动，3
人分头查铺查哨后，挤在一条红毛毯里
召开了“被窝支委会”。后来，党支部带
领连队官兵坚定不移跟着毛主席走上
井冈山，在全军留下“被窝支委会”的传
奇故事。

90年来，在一次次的考验中，严格
的组织纪律性在一代代三连官兵的骨
子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前不久，三连主动退回一个党员发
展名额，一时在全旅引发讨论热潮。

当时，被确立为党员发展对象的士
官小杜，因一时放松要求违反纪律。支
部研究党员发展对象时，有支委提议，
“家丑不可外扬，对小杜给予批评教育，
让他认识到错误并改正得了”。然而，
党支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退回了一个
入党名额。

未能入党的小杜把对这段经历的
感受写进了下一封入党申请书：“这次
教训告诉我，党员先进性不在某时某
刻，而在每时每刻。”他还表示，不会放
松追求入党的脚步。

越是严字当头，越能催生坚强党
性。“红三连”党支部经常性开展“学法
规、明职责、强素质”活动，系统学习条
令条例和有关规章制度，在防微杜渐中
增强官兵遵规守纪意识，打好“预防
针”。

风气是检验支部堡垒作用的“试金
石”。三连党支部对事关官兵切身利益
的事，不搞暗箱操作、不搞迁就照顾、不
搞个人说了算。战士学技术、考学、选
取士官都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卡，在全连

形成了凭素质立身、凭本事说话的良好
氛围。

申海伦告诉记者，近两年，三连选
晋士官 13人、考学提干 4人、发展党员
11人，无一破规矩、闯“红线”。

昔日入果园秋毫无犯，

现在独守营房寸步不离——

“干部不在班长在，

班长不在制度在”

1948年秋天，第四野战军攻打锦州
时，一支部队驻扎在苹果园里，却没一
个人伸手去摘苹果。毛主席知道后感
慨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
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
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
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

自觉而坚定地遵守纪律，这样的朴
素情怀始终在人民军队血液中流淌。
一年深秋，“红三连”参加实兵演习，连
续机动 3昼夜，官兵们多次路过果园瓜
地，没有一人违反群众纪律。尖刀班官
兵的装具不慎碰掉一个果园的 6个苹
果，撤离时给 67岁的果农刘建新送去
20元钱赔礼道歉。刘大爷无论如何都
不肯收，战士们硬要把钱留下。

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在传承和发展
中，日渐成为一种高度的政治自觉。

排长康凯告诉记者，他刚到三连报
到，就被老连长曹春明“三过家门而不
入”的故事深深感染——

1998 年夏，黑龙江省遭遇特大洪

水，连队奉命赴牡丹江抗洪，任务地点
离曹春明家就几里地。期间，他有 3次
执行任务路过家附近，都没回家。洪峰
席卷而来时，当地的房屋、庄稼全被洪
水淹没。望着被洪水淹没的家乡，曹春
明严守任务纪律，直至抗洪结束，才请
假回家。

在三连，记者还听到这样一个故
事——

连队驻训期间外出训练，战士杨万
因后背受伤，只剩他一人留守帐篷。他
坚持连队日常生活制度，一个人整队、
喊口令、齐步走到往日的集合地点，立
正站好，唱完连歌才开饭。

其他连队有人认为他在作秀，可一
连几十天他都坚持如此。连队外出训
练 37天，他一个人的队伍也坚守了 37
天。他说：“干部不在班长在，班长不在
制度还在。”

从90年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
今天多次修订完善的共同条令，遵章守
纪不仅仅是一种约束，更在潜移默化中
成为广大官兵的行为自觉和政治自觉。

纪律是什么，一首在三连传唱已久
的《西柏坡组歌》这样生动地诠释——

歌词唱到：“我们从哪里认识你？”
三连的答案是：“从人民子弟兵遵

守严格的自觉的纪律中。”

走进见证人民军队“第一军规”诞生的“红三连”，聆听—

90年，“铁一般的纪律”铸兵心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康子湛

红军创建初期成分复杂，缺乏政治

自觉性和严格纪律性。秋收起义部队向

井冈山进发途中，有的战士挖老百姓的

红薯吃，把打土豪所得据为己有，不听指

挥。在遂川县城打土豪时，有个班长因

无所获，一把火将土豪宅院烧成废墟，引

起极大民愤。

如何使工农红军不“蜕变成新式流

寇”，从本质上区别于旧军队，从而找到

正确出路？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纪

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路线是王道，纪

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

1928年4月3日，毛泽东正式颁布

被誉为第一军规的“三大纪律六项注

意”，开启了我军纪律建设的最初探索。

此后，这一制度不断充实完善，发展为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30年，红军制定了我军历史上首

部规范军队纪律的法规——《中国工农

红军纪律条例草案》。纪律制度和条例

在红军中贯彻执行，有效克服了旧军队

遗留的军阀作风，纠正了纪律观念淡薄、

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改

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使红军队伍

不断壮大，战斗力不断增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我们党多

次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先后3次修

订和颁发《纪律条例》或《纪律条令》，要求

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和俘虏政策。新四

军在攻打苏北运河西岸洋河镇时对敌火

攻，战斗前后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

犯，向群众征集的火攻器材也都照价给

钱。被俘伪军感叹：“新四军不仅以力服

人，且能于作战混乱之际，表现其严明之纪

律，如此服人以德，谁不钦佩。”

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

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

具有自觉的纪律。”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全军有了统一

的纪律和行为规范，为胜利解放全国提

供了纪律保证。

渡江战役发起前，第三野战军制定颁

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各项纪律

规定细致入微，党中央收到“守则”草案

后，毛泽东连声称赞“很好，很好，很好，很

好！”解放上海后，在蒙蒙细雨中，野战军

官兵和衣睡在潮湿的马路边上也不踏进

民房一步，连敌人也不得不为之敬畏。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颁布包括

《纪律条例（草案)》在内的三大共同条令，

开启以“五统四性”为主要内容的正规化

建设征程，军队执行纪律更加自觉和严

格。针对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军

队纪律曾一度松弛的情况，邓小平严肃指

出“整顿军队必须严格整顿纪律”。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中央军

委不断赋予军队纪律建设更多内容、更高

标准、更严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

是改革强军号角吹响后，习主席要求全

军“增强组织意识、号令意识、纪律意

识”，锻造“四铁”军委机关、“四铁”过硬

部队，为新时代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

治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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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这首歌诞生于 1935

年。8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辈唱着这首

歌南征北战，踏遍千山万水、战胜各路

强敌。这首传唱至今的歌曲，正是我军

纪律严明的真实写照。

这纪律是严格的，也是建立在启发

自觉基础上的。坚持实行自觉的严格

的纪律，将自觉性融入严格规范之中，

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特有

的政治优势。新时代，向着“把我军建

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目标迈

进，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发扬好这一优良

传统。

军队的纪律贯注着阶级、政党和国

家的意志主张，与军队的使命任务紧密

相连。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

律凝聚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三

大作风”到“两个务必”，我们依靠自觉

的严格的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赢得

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习主席指出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是我们

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这是历史的传

承，也是完成我军新时代使命任务的必

然要求。

我军自建军之日起，就把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融入军魂。张国焘在长征

路上另立“中央”，又在长征结束之后叛

党、叛逃。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带

不走一名战士，即使是与他形影不离的

警卫员也不愿跟从。如今，面对敌对势

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政治纪律、政

治规矩仍然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

只有坚持自觉的严格的纪律，方能自觉

维护核心、绝对听从指挥，实现“枪听我

的话，我听党的话”。

没有纪律就没有统一意志和统一行

动，一支军队也就谈不上战斗力。1888

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后，北洋海军将

领并不认真执行，李鸿章得知此情，不但

不加以训斥，反而认为“武夫难拘绳墨”，

执法不必太严。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

中，北洋海军耻辱惨败，全军覆没。反观

1950年的冬天，长津湖畔，我志愿军将

士严守战场纪律，有的战士连鞋都没有，

却冒着极寒温度坚守阵地。为完成任

务，不少人以俯卧战壕的战斗姿势被冰

封雪裹、壮烈牺牲，成为“加强纪律性，革

命无不胜”最有力的诠释。

自觉的严格的纪律还与政治生态密

切相关。1947年底，随着解放区扩大，

部队中出现了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

不纯等问题。党中央利用作战间隙，普

遍开展“三查”“三整”活动，严肃纪律、正

规秩序，部队风气为之扭转。党的十八

大特别是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来，

全军上下强力推进正风肃纪，革弊鼎新、

激浊扬清；军队更有“军队的样子”，全军

面貌为之一新。

“军号嘹亮步伐整齐，人民军队有

铁的纪律……”这是一首官兵入伍之

初人人都要学唱的《严守纪律歌》。这

是我们的军旅起步之歌，更应当成为

我们军旅生涯的常伴之歌。“令必行，

禁必止，自觉凝聚成战斗集体……”迈

步强军路上，发扬“坚持自觉的严格的

纪律”这一优良传统，人民军队的纪律

之歌必将代代传承，越唱越嘹亮。

唱响人民军队的纪律之歌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传统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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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一天，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红三连”官兵围
坐在会议室，由党员带头组织学习新修订的共同条令。

会议室的墙上，挂着这样一幅油画：1928年 4月 3
日，站在沙田圩老虎冲一处田坎上的毛泽东，掰着手

指、逐条逐项向部队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鲜艳的工农红军军旗下，“红三连”的先辈们昂首挺胸、
凝神聆听，见证人民军队“第一军规”的诞生。

90年来，军令如山、执纪如铁这一红色基因，始终在

一代代三连官兵血脉中流淌。持续弘扬“坚持实行自觉
的严格的纪律”这一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传承“第一军
规”精神，也成了三连全面建设过硬，官兵政治思想坚定
的独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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