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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一山，又是一岭；跨过一河，又
是一水。八月的湘西，骄阳似火，土家族
女学员龙凤头顶烈日，在崇山峻岭中穿
行，向群山环抱的贺龙公园走去。

和龙凤一样，在祖国的天南海北，火
箭军士官学校的学员们到革命圣地、红
色景区、战场遗迹，从先辈们的光荣事迹
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踏寻红色记忆，在

先辈的芳华岁月中叩

问初心

从小生长在湘西的龙凤，是伴着贺
龙元帅的故事长大的。在她的记忆中，
学校的课堂里、祖父的掌故中，红二方面
军是离不开的主题。

究竟是什么让贺龙脱下皮靴换上草
鞋，毅然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了
解开这个疑问，龙凤前往峰高势险的天
子山贺龙公园寻找答案。

天子山，海拔 1200 米，刀砍斧削的
石壁旁，是窄不容履的山道——这是一
条红军当年走过的小路。龙凤紧紧攥住
登山杖，踏着满是青苔的石阶，一步一滑
地攀行。脚下是深不可测的谷底，她的
手心不由得冒出阵阵凉汗，腿也有点发
软。

听着自己“怦怦”的心跳和大口的
喘息，那段远去的硝烟岁月似乎突然
“活”了起来，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一声声动人心弦的呐喊，那么清晰地浮
现在她的眼前、萦绕在她的耳边。这位
“90后”在一路行进中越来越抵近她想
要的答案。
“仅仅是爬上来就好像丢了半条

命。贺龙和红军将士们不仅要在饥寒
交迫中翻山越岭，还要不断与敌人进行
残酷的战斗，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在支
撑他们？！”过去，龙凤虽然听过无数红
军将士战胜艰难困苦的故事，但当她真
正用自己的双脚丈量这段行程时，才知
道先辈们经历的磨难远远超过了她的
想象。

望着山顶高高耸立的贺龙雕像，回
想起校园学习时光，龙凤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不忘从军初心、扎根火热军营
是我无悔的选择。只有把军校当作学习
练兵打仗真本领的实战场，方能不负先
辈先烈们的‘芳华’岁月”——这份深沉
的感悟，一字一句砸在龙凤心头。

走近战场遗址，在

血火铸就的历史中感

悟担当

江西于都河畔，学员杨继辉站在中

央红军长征第一渡口边，抚摸着渡河纪
念碑。此刻，不时有重走长征路的旅行
者，从他面前经过。
“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

江。”杨继辉低唱起这段激昂的旋律，
注视着“长征的起点”，眼睛不觉湿润
了。那一刻，他灵魂深处关于“红色”
的记忆被唤醒——“轻快昂扬的歌词
背后，是多少红军将士用鲜血书写的
奇迹。”杨继辉说，他在歌词里听到了
历史沉淀下的精神、听到了沧桑道路
上的曲折。

几千公里之外的呼伦贝尔，学员毛
毛奔赴大兴安岭三岔河，凭吊三岔河战
场遗址。抗战期间，东北抗日联军第六
军参谋长冯治纲率第六军直属教导队，
在三岔河与日军遭遇。激战中，冯治纲
壮烈牺牲。

八月的海拉尔河已有些凉意。78
年前的那个严冬，究竟有多么寒冷？
毛毛俯身蹲在河边，将双手浸入冷冷
的河水，仿佛触摸到大兴安岭隆冬时
节刺骨的北风与漫天的飞雪。弹尽
粮绝的抗联战士在冰天雪地中与日
寇浴血战斗。走近战场遗址，毛毛用
心灵倾听那段血火铸就的历史回声，
感悟着新时代军人的担当。
“和平年代的军人同样需要有随时

为祖国和人民牺牲的血性。我们新时代
的军校学员，必须像先辈那样经受得住
血与火的考验，才能担当起历史交给我
们的强军重任！”毛毛在笔记本上郑重写
道。

发掘红色资源，在

分享红色故事中汲取

力量

“从参观者年龄分布来看，18 岁以
下人群占 10%，18 岁 -30 岁的人群占
66%，31 岁-50 岁人群占 13%，50 岁以
上占 11%。拓展中青年客源，红色旅
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还有较大
空间……”

学 员 刘 璐 和 同 学 们 ，对 家 乡 红
色旅游景点建设发展情况、红色文
化传承及其对当代年轻人的影响进
行实地调研，透析“红色旅行”背后
的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探索如何
共享红色资源，让红色富矿产生更
大效益。

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渣滓洞、白
公馆，是刘璐此行的目的地。她精心准
备了 100 份调查问卷，对景区游客进行
问卷调查。

夏天的重庆好像一个大火炉，顶着
烈日发放和回收问卷，刘璐感觉自己快
被烤化了。

最终刘璐撰写的《重庆市红色旅游
景点的建设与发展》调查报告，得到景区
工作人员的一致肯定。这次调研，让她
真切体会到，革命先烈大无畏的英雄气
概穿越时光扑面而来。

远在山东，学员王浩然也同样体会
到，红色经典永远不会过时，即便在更
远的未来，依然会发出光芒，甚至更为
耀眼。

王浩然来到潍坊市诸城王尽美烈士
纪念馆，对纪念馆的建设发展情况进行
调查。他认真走访当地文化、旅游、交通
等管理部门，得到大量诸城市宣传“一
大”代表王尽美烈士精神的一手资料。
为了科学分析调研材料，他扎进图书馆，
查阅相关书籍。由他撰写的《山东省诸
城市王尽美烈士纪念馆的发展建设情
况》调查报告，向当地有关部门提出了有
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个暑假，学员们“淘宝”一样收
集了大量的红色资源，制作成微视频、
微评论等，与同学、亲人分享交流。“希
望我们的调研，能推动红色资源共享，
使更多的人了解红色历史，让红色基
因薪火相传。”

一群军校学员在追寻什么
■陈 帅 章 杰 喻华刚

“社会是一个大课堂，是一本活的教科书。”火箭军
士官学校校园里，刚刚收假归队的学员们，兴致勃勃地
交流着社会调查的心得体会。暑假中，该校开展了“传
承红色基因、争当红色传人”社会调查实践活动。从军

营走进地方，从军校来到社会，近千名学员循着革命先
辈足迹，探寻精神家园。百余份社会调查报告，见证军
校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接轨。让我们看看，他们收获了
什么。

暑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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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学员毛毛探访三岔河战场遗
迹。图②：学员杨克松在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附近寻找相关历史遗址。图③：学
员龙凤在贺龙公园向贺龙元帅铜像敬

献鲜花。

8月的渤海湾畔，风轻云淡。海军
航空大学某团飞行学员王春雨经历了

一个难忘的暑假——他在这里完成了
人生中首次海上跳伞训练。
“伞绳缠绕伞衣顶，3根以下用伞

刀割断，3根以上打开备份伞……”凌
晨 4点 20分，王春雨一边心里默念着特
情处置预案，一边整理着换洗衣物和食
物，为几个小时后的海上跳伞训练做最
后的准备。

7时 30分，伴随着飞机巨大的轰鸣
声，某型运输机满载着包括王春雨在内
的第一批跳伞人员，到达了预定跳伞海
域上空。当飞机达到 1000 米高度时，
机舱门被投放员打开。顿时，一阵强风
迎面袭来，让人呼吸急促。王春雨深吸
一口气，扭过头来对投放员做了一个胜
利手势——一切准备就绪。
“准备！跳！”伴随着地面指挥员沉

着果断的指令声，王春雨和战友们依次
跃出机舱。

刹那间，一朵朵红白相间的伞花
在海天之间绽放，跳出舱门的紧张感
也随着盛开的伞花烟消云散。此刻，
王春雨尽情地享受着海天之间的宁
静。
“空中跳伞员，请注意观察左右

邻！”指挥员不停地提醒大家。
从天而降的伞花越来越大。“打开

救生船！”指挥员及时发出命令，只见
王春雨和战友们脚下纷纷抖出一个个红
色气囊——救生船充气成功。
“解开背带！”王春雨和战友们

脱伞后，跳入水中，溅起一团团浪
花。随后他们爬上救生船，发出求
救信号……
“经过系统刻苦的学习训练，我完

成了人生中第一次海上跳伞，兴奋之余
也让我更加懂得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的道理。将来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完成
好飞行训练的各个课目，守卫好祖国的
万里海疆！”王春雨说。

左上图：学员从机舱跳出。

李希哲摄

伞花追逐浪花飞
■朱晋荣 薛鹏飞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

得不够近。”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罗

伯特·卡帕的这句经典名言，讲出了优

秀记者对于一线新闻事实的追寻与渴

望。

今年暑假，我来到新华社武警分社

实习，深刻感受到了贴近现场对于新闻采

访报道的重要意义。

我的第一个实习任务是前往内蒙

古包头对武警部队首次“突击”火力分

队大比武进行报道。

接到任务后，我对武警部队火力分

队相关建设情况进行了了解。为了能

更加全面地报道好这次比武，我拟定了

采访方案，用3天时间分别跟随采访组

织比武的领导、比武评判组成员和参加

比武人员，尝试挖掘更多新闻点。

比武设置场地距市区较远，天气很

炎热，脚上有伤的我每天早出晚归，采

访过程并不轻松。为了能够近距离贴

近采访对象，我一趟趟地前往比赛场。

一天采访，我注意到本次比武场

上的评判组组长是一名来自陆军步

兵学院的教授。我很兴奋，觉得自己

捉住了一条“活鱼”：一名来自陆军学

校的教授担任武警部队比武的评判

组组长，这样的设置自身就有一定的

新闻价值。于是，我与教授进行了深

入交流，并对他进行了专访，收到了

不错的效果。

一线采访给我带来选题的灵感，也

带来了吸引人的新闻细节。在采访比

武带队干部时，我了解到基层官兵对于

此次比武的准备情况与观点看法；在采

访比武参赛队员时，我感受到他们勇争

第一、敢于亮剑的血性……

6天的采访报道，我参与了4篇新

闻稿件的写作。贴近现场的观察与采

访，丰富了我的写作素材，也让我在写

作时能够游刃有余地进行选择。

著名记者萧乾曾经说:“记者不同

于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是历史学家，

记者是个哨兵，甚至是个侦察兵。”

此次实习中的点滴提醒着即将从

新闻学院毕业的我，记者的阵地始终在

一线。记者离一线更近一些，才能更逼

近真实，才能挖掘出更好的新闻。

近一些，再近一些
——暑期在新华社武警分社实习感悟

■杨启鹏

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的气候分界
线。位于淮河之滨的古城蚌埠，设置着“中国南
北分界标志”。

今年暑期，面对高温，陆军军事交通学院迎
“暑”而上，组织 600余名学员，机动近千公里，跨
过这个特殊地标进行暑期驻训。

对于这些“准军官”而言，这不仅仅是地理坐
标的一次跨越，更是他们成长的一次跨越。

温度44℃，湿度90%。四面敞开的帐篷，连一
丝风都没有，从早到晚，温度计指针变化不大。面
对从未承受过的高温高湿环境，个别学员发牢骚：
天津校区的训练场完全可以承担暑期驻训，在那
里训不一样吗？

习惯了北方生活，学员徐天天下车后就遭遇
了“下马威”：他感觉闷热难耐，睡眠紧跟着也出
现了问题。

为防止中暑，徐天天不停喝水，还笑称自己
是“小水罐”。然而，怕什么来什么。第 3天，他就
出现了中暑症状。

绿豆汤、凉开水不断，怎么还中暑呢？大家有
点不解。队干部在为徐天天做好心理疏导的同
时，经与校医沟通后，迅速将一个个“小盐包”发到
学员手中。

如果说“盐水课”是“小儿科”，紧接着的一次
“反常现象”让大家有了更多思考。

连续2天的连战术综合演练课目正在实施。“报
告，六队一名同志中暑晕倒！”“报告，六队又有一名同
志中暑晕倒……”

不到短短半小时，执行穿插任务的 5名同志
相继中暑晕倒，非战斗减员接近三分之一。
“典型的‘南北水土不服’！”原来，在进行演

练时，为避开猛烈的日头，学员们决定从有荫凉
的山谷通过。但大家没想到，南方天气与北方天
气的不同，山谷中虽说有阴凉，但不通风，闷热潮
湿，更易中暑。

地域变了、气候变了、环境变了，相应的练法
必须随机应变。
“这是教科书上没有的内容，也不是毕业考

核的一项，但这却是贴近实战的一课。”返回营区
后，担任区队长的学员何亮亮的一句感慨，让学
员们浮躁的心静了下来。

﹃
准
军
官
﹄
的
﹃
跨
越
之
旅
﹄

—
—

目
击
陆
军
军
事
交
通
学
院
生
长
干
部
学
员
暑
期
驻
训

■
焦
玉
庆

马
怀
祥

同样是班进攻，南方植被相对茂
盛，如何进行联络？水网稻田地形中，
如何调整战斗队形？

同样是野外宿营，在树上打绳结为
什么南方要与北方的不同？帐篷外挖
的排水沟为什么总也过不了关？

……
跨越心理这条“线”，就会找到方向

感。很快，学员们对热带地区训法、战
法的研究热情高涨。

这过硬那过硬，耐热不行等于零。
驾驶课上，教员随手将一个鸡蛋打

破在驾驶室前盖上，不到 30秒，鸡蛋熟
了。

学员们还没反应过来，教练员一个

个已坐上了副驾驶位置。
没有任何降温设施的驾驶室内就

似一个蒸笼。学员们没待上 10分钟，
身体就有了虚脱的感觉。
“对高温高湿环境的耐受力训练，

是打仗能力的一项基本功。”看着驾驶
室内，教练员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学员
们明白了学校的良苦用心。

32 天的“极限训练”有何感想？
学员何亮亮写下了三句话：身体更结
实了！业务更扎实了！打仗更踏实
了！

下图：学员在进行班排伪装进攻

演练。 程相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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