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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人民军队

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牺牲奉

献的创业史、革命史。

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

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

中写道：“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

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

医院伤兵，其苦更甚。”“永新、宁冈两

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

他更不必说。”陈毅在《赣南游击词》里

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

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

水煮。”这些生动的文字记载，是红军

将士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

1940年，海外华侨领袖陈嘉庚带

着南洋广大华侨的殷殷嘱托，率团回

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他来

到重庆。蒋介石对陈嘉庚的到来十分

重视，在重庆的数十天里，陈嘉庚的日

程排满了各种宴会，顿顿都是美酒佳

肴。后来，陈嘉庚又来到延安，毛主席

亲自迎接并请他吃饭，桌上只有白菜、

咸萝卜干，外加一味鸡汤，鸡还是邻居

老大娘特地送来的。回到新加坡，陈

嘉庚公开发表言论说：“中国的希望在

延安！”

翻雪山、过草地，反围剿、抗倭

寇……战争年代环境之艰苦、战斗之

惨烈，用文字难以形容。和平建设时

期，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精神仍没

有丢。建国初期，我军第一代守岛官

兵踏上海岛，执行驻防任务。面对没

有码头、没有道路、没有营房，岛上

无居民、无耕地、无淡水的艰苦环

境，广大海防官兵凭着一颗红心、一

柄大锤、一根钢钎，战天斗地，艰苦

创业，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码头、坑

道、营房、哨所等完备的国防和生活

设施，把荒无人烟的孤岛建成了拱卫

祖国的钢铁堡垒。

为了祖国利益甘愿献出一切乃至

生命，这是一代代革命军人用行动践

行的铮铮誓言。大渡河冒着枪林弹雨

冲锋的十七勇士、狼牙山纵身跳崖的

五壮士、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奋勇堵

枪眼的黄继光等，一个个英雄用行动

诠释了牺牲奉献的精神。据民政部门

统计，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有姓名可查的牺牲革命

者有 370多万。抗日战争期间，八路

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牺牲16

万多人、负伤29万多人。解放战争期

间 ，解 放 军 牺 牲 26.38万 人 ，负 伤

104.89万人。抗美援朝战争中壮烈牺

牲和光荣负伤的志愿军战士共 36万

多人。

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杀敌战场，还

是在风霜雪雨的巡逻征程上，艰苦奋

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一代

代共和国军人，成为支撑人民军队奋

勇向前的精神脊梁。

支撑人民军队奋勇向前的精神脊梁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斗转星移，时代更迭。在人民军队

阔步向前的历程中，有一种革命精神散

发着历久弥新的道德光芒，催生出无穷

无尽的革命伟力——艰苦奋斗、牺牲奉

献。

这种精神伟力，曾令西方人感到不

可思议。延安时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看到毛泽东简陋窑洞里全部家当是一

卷铺盖、几件随身之物，周恩来和战士一

样睡着草席土炕，朱德用着马尾制作的

牙刷，彭德怀穿着降落伞改制的背心，感

到十分震惊。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

到他“发现了一种革命力量”，并称之为

“东方魔力”。

了解党史军史的人都知道，我党我军

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血脉里融入了

这种精神力量的基因。“红米饭那个南瓜

汤，挖野菜那个也当粮，餐餐味道香”“穿

草鞋那个背土枪，反围剿那个斗志旺，天

天打胜仗……”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反

映了红军将士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在敌

人围追堵截、缺衣少粮、武器装备极端落

后的条件下，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

艰苦奋斗、牺牲奉献作为我们党和

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贯穿于我党我

军的全部历史之中，诠释着党和军队兴

旺发达的真谛，昭示着党和军队辉煌的

未来。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就

对红军中存在的享乐主义倾向进行了严

厉批评。古田会议决议在“规定改善红

军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突出强调“主要

是用教育的方法，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

义”，并且将“有牺牲精神”“没有发洋财

的观念”等作为吸收新党员的条件。

1936年，陈毅在梅岭被国民党反动派重

重围困时，在《梅岭三章》中写道：“断头

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这种不

畏艰难险阻、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源于

崇高革命理想激发出的牺牲奉献精神。

纵观历史，我军之所以能够英勇善

战、以弱胜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靠崇高

的理想信念，靠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靠

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靠与敌人血战到

底的英雄气概。习主席反复强调的“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是我党

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密钥”。

现在，一些党员干部把艰苦奋斗、牺

牲奉献的精神淡忘了。有人认为，改革

开放这么多年了，条件已经大为改善，讲

艰苦奋斗过时了；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

条件下推崇物质利益理所当然，讲牺牲

奉献没有说服力。这些认识是极其错误

的。尽管不同时代对艰苦奋斗、牺牲奉

献的具体要求不同，但本质含义和核心

内容不会变、也不能变。无论时代如何

变迁、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如何变化、党和

军队建设事业如何发展，艰苦奋斗、牺牲

奉献这把“精神密钥”永远不能生锈。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当前，我军正处在机械化信息化复

合发展的重要时期、战斗力生成模式加

快转变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改革的

深化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和历尽磨砺不止

步的劲头，革命军人必须把艰苦奋斗、牺

牲奉献的精神和作风融入实现强军目标

的伟大实践中，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作

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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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盛夏，随着一篇题为《我站立的地方》新闻作品的
刷屏，边防营长余刚和战友们的戍边故事，令无数国人感动
落泪。

有人说新闻是易碎品，一群普通官兵的故事，何以打动

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走近驻守西藏雪域高原的官兵，你
会深切地感到：故事背后是精神。

远离繁华的都市，长年与寂寞、危险相伴，有的甚至献
出年轻的生命……都说西藏是世界屋脊，这群以苦为乐、为

国奉献、驻守在世界屋脊上的共和国军人，守望的其实是
“精神屋脊”。

在祖国的漫长边防线上，在大江南北的座座营盘，默默
为国坚守和担当的军人还有很多很多……

驻守在天南海北不

同地方的军人，有着共同

的使命和坚守

踏着落日的余晖，记者到某边防营采
访。座谈会上，一个细节映入眼帘：大家
落座脱帽，可上等兵郭帅却将手攥得老
紧，余刚使了个眼色，他才缓缓摘下帽子，
一不小心把假发扯了下来。

来西藏两年，这位小伙子头发严重
脱落。然而，打动记者的不仅仅是他发
亮的头顶，还有他精彩的发言。
“今天，我要为自己鼓掌，很荣幸能

分到山南边关，守护这条 14名烈士为此
付出生命的边防线。”郭帅的话透着一
股军人特有的豪迈。

记者了解到，刚入伍时，这位河南
周口籍战士并不这么想。在川流不息
的拉萨市区，郭帅发现来往车辆经过
“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时，多会鸣笛致
意。那时，他对“三千志士英勇捐躯，一
代业绩永垂青史”的记述感触不深，认
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是老一辈的事，
离自己很遥远。

后来，在军史馆看到的一组组数
据、一段段故事让郭帅陷入沉思：解放
军进藏至今，已有 6000 多人长眠于高
原，几乎每条天路上都埋有先烈的忠
魂。在满墙的英烈谱中，郭帅发现，修
筑川藏公路时牺牲的张福林烈士，竟与
自己是周口老乡。
“如果穿上军装还混时度日，将来

又有何颜面见家乡父老。”仿佛一夜之
间，郭帅就长大了。

郭帅的高中同学中，有不少也到了
部队，他们当中，有海军、空军，还有驻
守深山的火箭军部队。郭帅发现，当兵
后大家都变了，变得“有担当”。
“海水很咸，以苦为乐就能品出甜

味。”一位在海岛服役的同学告诉郭帅，
“刚到海岛时很不适应，但时间久了、习
惯了，就变得自然了。”
“在康西瓦烈士陵园看到一排排墓

碑，你会情不自禁地落泪。”入伍到新疆的
高中室友在电话里对郭帅说，“就算是为
了维护男人的尊严，也不能怕苦怕累。再
说，边防的条件现在有了很大改善。”

郭帅将自己与同学们交流的内容
整理出来，与营里战友们分享。
“现在全军部队都在开展‘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活
动。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精神的传承，
为一代代西藏军人履行使命奠定了坚
实的思想根基。”西藏军区某电抗旅政
委卜海深向记者介绍，不少来到西藏的

战士，刚开始或多或少有些不适应，后
来通过环境的熏染、战友的影响，尤其
是详细了解到老一辈戍边人的感人事
迹，思想都发生了很大转变。

穿越时空的“情景再

现”，彰显着革命精神的

历久弥新

与岗巴“高原戍边模范营”的官兵
握手，记者小心翼翼，生怕因用力过猛
把官兵们手上的冻疮、血泡给捏破了。

岗巴每年有大半时间刮七级以上
大风。盛夏时节，该营四连挑选骨干到
海拔 6280米的曲典尼玛冰川巡逻。这
群好男儿一路爬冰踏雪，坚持到点到
位。鲜红国旗下，他们庄严敬礼！敬礼
的方向，曾有5名巡逻战士化作冰雕。

记者曾在西藏军区的军史馆翻拍
过一张“岗巴血手”照片，那是上世纪 60
年代末拍的一张黑白照片。光影之中，
战士手上的血迹清晰可见。

50多年过去了，岗巴营的戍边条件
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戍边官兵的手却与
半个世纪前官兵的手惊人相似。照片
里的“岗巴血手”仿佛穿越时空，出现在
记者眼前，只不过黑白变成了彩色。

某边防团组织“传承红色基因、担
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授课的干部说
到“两双鞋”的故事一度哽咽。

这两双鞋再也回不到主人的脚上，
岁月磨去了它们的鲜亮，血迹显得斑驳
且模糊。然而，那段爬行十里的悲壮征
程，永远印刻在共和国的土地上。

那次夜间巡逻，风雪蔽月，巡逻犬
被卷走了，战士韩志庚和黄毅迷了路。
由于失联断炊，他俩靠捡马粪里未消化
的青稞粒充饥、以嚼冰吃雪止渴。饥饿
加上疲惫，两人实在走不动了，只能在
雪地里爬行。一步，二步……艰难回到
战友怀抱，他俩的命保住了，可是腿部
严重冻伤，被迫截肢。

从此，两位勇士的鞋被保存了下来，
成为连队传承红色基因的鲜活教材。
“驻守在这里的军人，永远要与风雪

较量。”团政委施红刚说，这些年来，虽然
西藏驻防条件有所改善，但恶劣的自然环
境不变，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
牲奉献精神，难以在这里扎根守防。
“查果拉，伸手把天抓……”海拔

5318米的查果拉，藏语意为“鲜花盛开的
地方”，其实这里千年冰封、亘古无绿。
数十年来，查果拉哨所不仅留下“老兵下
山哭柳”“胶花以假乱真”的动人故事，也
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中夯实着“艰苦不
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的高原精神。

第五次换防到查果拉前，哨长白玛
多吉跑遍高海拔地区苗圃基地，又一次
挑选了几种适宜在极苦至寒环境生长
的花草，连同一份精心整理的“培育细
则”一起带到哨所。“日照时，搬到室外
吸收阳光；起风后，移到保温房里……”
经过悉心管理，花草终于在哨所吐蕊。

查果拉开花了！看到苍茫之中一
抹红，查果拉官兵一张张被紫外线灼伤

的脸上，绽开了幸福的“花儿”……

在远离战火的和平

年代，军人的牺牲奉献从

未停止

“莲花秘境”墨脱，曾令无数人望而
却步。在刚刚通车的天路旁边，多了一
座新坟：2017 年 9月 20日，战士梁昆炜
在巡逻途中被飞石击中，年轻的他倒下
了，再也听不到战友的呼唤。

每次晚点名，当呼点到“梁昆炜”
时，全连官兵齐声答“到”。烈士的遗物
还整齐地放着，高原的风不时拂过照片
上那张年轻而俊俏的脸。
“军人的牺牲奉献在战争年代体现最

充分，但在和平时期也从未停止过。”梁昆
炜所在团政委普金承说，身处和平年代，
军人同样要做好为国牺牲的心理准备。
“我以我身许边关”。穿行在西藏漫

漫边防线上，在岗巴，36座坟茔诉说衷肠；
在亚东，3名战士在雪崩中长眠；在米
林，“护林灭火英雄班”在烈火中永生……

被誉为“藏北雪莲”的西藏那曲军
分区门诊所护士彭燕对记者说，军人就
是高危职业，流血牺牲不止在战场。对
于身处“生命禁区”的高原边防官兵来
说，随时都面临难以预料的危险。

出生于 1979年的彭燕，打破了女军
人在那曲戍守雪域高原时间最长的纪

录。每年清明，她都手捧鲜花，祭拜早
逝的战友段绍慧和郑金玉，追忆三姐妹
在一起最好的芳华。
“不同时代的共和国军人，有着相

同的人生抉择——将自己的青春献给
祖国。”山南军分区政委秦万明说。

采访中，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边防某团副营长杨祥国向记者提到了
一个特别的日期：1月 15日。

34年前的这个日子，时任西藏军区
司令员张贵荣勘察边防公路，手攥马尾
倒下；同一天，重庆永川杨姓人家添娃，
取名祥国。

18年后，杨祥国入伍进藏，来到了
张贵荣司令员当年牺牲的地方。仰望
丰碑，他对自己说：“当一天兵，就要守
好边防一天。”

每次边防巡逻，杨祥国都争当“开
路刀”。17年下来，他留下一串令人惊
叹的戍边数字：在西藏军区最险的巡逻
路上走了72个来回，47次与死神擦肩而
过，身上留下大小伤疤22处……

更令杨祥国自豪的，是他和战友们
突破了这条边防路上的“七年之殇”——
从 1984年张贵荣将军牺牲时起，此后的
1991年、1998年和 2005年，这条巡逻路
上都有人殉职。从 2005年起，这条边防
巡逻路上，再也没出现过人员牺牲。一
次次带队化险为夷的杨祥国用行动证明
“七年一劫”，只是时间的巧合。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伴着高
亢嘹亮的歌声，一代代戍边人走过雪山
大漠，走过沟壑密林，走过无悔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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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祖国之巅” 守望“精神屋脊”
—西藏军区部队官兵弘扬艰苦奋斗牺牲奉献革命精神新闻调查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通讯员 姜奇骏

传统探源

坚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关键词⑩

专家视点

由于水壶冻

成冰壶，驻守西

藏塔克逊哨所的

官兵巡逻途中用

雪 块 伴 干 粮 充

饥。

罗 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