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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雅东、记者钱晓虎报道：
金秋时节，陆军某师“平江起义团”团史
馆一侧，一座功臣榜和冠军墙格外引
人注目。该团建团 90周年纪念活动现
场，64 对老英模和训练标兵胜利“会
师”。刚刚勇夺师“千人百项”比武两项
冠军的侦察班长苏利生，从 1995年全军
大比武投弹冠军吴庆江手中接过“精武
英雄”奖杯，他们共同面向老团长彭德怀
元帅雕像报告：“从 90年辉煌团史中汲
取力量，勇当部队转型的‘领跑者’。”

从平江起义到八路军“老六团”，
从头等主力团再到陆军首支数字化部
队，该团在历次转型中，都是以“领跑
者”姿态，心无旁骛抓练兵备战。今年
初，习主席在该团靶场向全军发布训
令。全团官兵群情振奋，他们在以往体
系融合和极限检验的基础上，推开基于

任务精训和基于能力普训的训练模式，
充分挖掘数字化新型装备的性能潜力，
探索出一批数字化部队新的“剑法”。

昔日征战沙场，“独腿将军”钟赤
兵、青口十八勇士等“平江起义团”官兵
为了胜利一无所惜，今朝训练场上，新
一代官兵对胜利渴望依旧，他们“见了
第一就眼红，拿了第二就脸红”。“红二
连”新型步战车金牌车长李康，今年在
团群众性比武竞赛中两度刷新纪录。6
月下旬，他带领车组参加师装甲战斗射
击项目比武，以 38毫秒的微弱差距位居
第二。李康主动向冠军车组取经，经过
反复探索研练，实现射击时间和精度更
优组合，仅一个月就再次刷新纪录。他
还将装甲战车新战法传授给战友，变一
人强为众人强。

在解决问题中提升战斗能力，是“平

江起义团”90年风雨征程中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秘诀所在。今年以来，该团基层
分队考核合格率 96%，创历年最高。成
绩面前，他们保持着清醒：参加师“千人
百项”比武金牌和奖牌数量最多，为什么
重头课目好名次却相对较少……官兵们
始终紧盯问题和不足，查摆出“训风演风
严实不够”“练兵重、训官轻”等 12个问
题，并认真进行训练整改。
“先锋战旗屹立不倒，靠得就是一门

心思抓训练，只争朝夕练打赢。”前不久，
华北某训练场，记者目睹了该团合成营
课题式检验演习——前沿战斗队脱离接
触“退着打”，电抗等新质作战力量从幕
后走向前台，炮兵群随停随打、随打随
走，传统的破障突击围歼打法不见踪影，
数字化部队基于信息系统的新质作战能
力初露锋芒。

陆军某师“平江起义团”用红色传统激发官兵训练热情

陆战新锐勇当转型“领跑者”

“嗒嘀嘀，嘀嗒……”10月 1日早
晨 6时整，一阵婉转激昂的起床号音，
划破第79集团军某合成旅营区的黎明。

从今天开始，我军全面恢复播放作
息号！

前不久，军委训练管理部发布消
息，我军司号制度恢复和完善工作全面
展开：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按现行规
定全军全面恢复播放作息号；2019年 8
月 1日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
“换羽重生”的作息号，将在国

庆节这一天由自己亲自播放——该旅
俱乐部放映员、上士孙权，为了这一
激动人心的时刻，提前一个小时起
床，早早来到军营广播室，再次检查
营区广播系统。

望着窗外泛起的鱼肚白，孙权又
想起几天前，他和 4名官兵探望志愿军
老战士郑起，当面聆听革命老前辈
“一把小号退敌兵”的传奇故事：抗美
援朝激战釜谷里，在连队战至仅剩 7人
的情况下，面对敌人第 7次进攻，身负
重伤、 19 岁的郑起用足最后一丝力
气，跃出战壕，吹响了军号。没想
到，竟吓得敌人掉头逃窜。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传奇！”激动

之余，孙权想到了电影《集结号》，想
到了影片中一个个我军官兵伴着冲锋号
勇猛冲击的镜头……“战争年代，军号
就是命令。”这几天，越学习关于军号
的历史，孙权就越为自己身为放映员
感到自豪：从 1927 年建军开始，军号
就与人民军队紧紧联系在一起。只要
战场上冲锋号响起，官兵就能不怕牺
牲、不顾一切困难，去夺取胜利。可
以说，军号已经成为我军严明纪律的
重要体现。

过去总觉得放映员没在主战岗位，
如今，孙权却倍感责任重大。这些天，
上级专门下发 15 个号种标准电子号
音，并对 11个作息号种标准电子号音
的播放时间和次数进行了明确。他天天
听、天天练，对各种号音和播放要求做
到了如指掌。

曙色初起，精确对表北京时间，
孙权郑重按下播放按钮。伴随着婉转
激昂的起床号，全旅官兵快速集结到
中心广场——参加国庆节升国旗仪
式。在高亢激昂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
冉冉升起，共和国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而军号的旋律也融入“四有”新时代革
命军人的血脉之中。

升旗仪式结束后，该旅二营“钢铁
连队”官兵再次来到连史馆，在一把古
铜色的军号前展开教育。“这是连队司
号员、战斗英雄郑起使用过的军号复制
品，‘一把小号退敌兵’那把军号，则
作为一级文物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永久收藏。”凝视军号，连长孙广宇
感慨不已：从南昌起义到长征路上，从
抗日烽火到横渡长江，军号为保障战争
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你看过《亮
剑》这样的军旅剧，一定会被我军冲锋
时的军号声所震撼。
“号令明，军威肃。”战士于晓斌对

此体会颇深：在远隔万里的非洲马里维
和期间，中国维和营每天准时播放起床
号、出操号、开饭号、熄灯号。“熟悉
的旋律让我们在海外任务区倍感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就连联合国官员也纷纷
称赞，中国军人纪律严明、反应迅
速。”言语中，于晓斌充满自豪。

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东海
之滨到大漠高原，座座军营按时响起
军号声。“熟悉的军号，不变的军
魂。”全军官兵将伴着军号声，在强
军征程上铿锵前行。

（本报沈阳10月1日电）

晨曦中，嘹亮军号响彻军营
——我军全面恢复播放作息号首日见闻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赵 雷 通讯员 韩立建

10月 1日，武警

江苏总队泰州支队官兵

和姜堰区繁星花共产党

员服务队队员带着花束、

贺卡以及蛋糕等礼物，

看望 104岁的老红军

吴九成，听老英雄讲述

战斗故事，欢度国庆。

图为吴九成和官兵与

五星红旗合影。

汤德宏摄

同升一面旗 共祝祖国好

军号声声，激荡着热血忠诚，鼓舞

着生死冲锋；

军号声声，亲吻着血色黎明，陶醉

着夜色军营；

军号声声，见证着制胜打赢，伴随

着强军征程！

还记得《亮剑》吗？剧中，面对远胜

于我的强大火力，全团官兵听到冲锋号

响起的那一刻，都奋不顾身冲向鬼子阵

地，经过殊死搏斗战胜了强敌。美国陆

军上将李奇微在《朝鲜战争回忆录》中这

样描述：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能发出一

种特别刺耳的声音……只要它一响起，

共产党军队就像着了魔似的，全部奋力

扑向联军，每当这时，联军总被打得如潮

水般溃退。

这就是军号的神奇魅力！军号声

声，永远回荡在军人的生活中，流淌在

军人的血液中。因为这是一种不怕牺

牲、无所畏惧的精神象征，更是英雄主

义的奏鸣！即使是在和平年代，军号声

仍是一种精神图腾式的存在，激扬的旋

律，让每一天都充满仪式感、使命感；跃

动的音符，让每个人都充盈着精气神、

正能量。

今天，强军兴军的号角响彻座座军

营，伴随着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旭

日，浴火重塑后的人民军队，必将在新

时代的伟大实践中，续写无愧于党、无

愧于人民的壮美篇章！

军号声声激荡热血忠诚

10 月 1 日清晨，连云港开山岛。
晨曦初露，海风翻卷起浪花。
“走，升旗。”5 点 50 分，“时代楷

模”、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仕花
集合起其他 3名守岛民兵。她说，王继
才在世的时候，每天太阳快升起时都
会喊她：“起床，升旗！”

王仕花在前方扛旗，刘文金、李爱
洲、袁洋等3人在后方护旗，由于常年守
岛落下的腿疾，王仕花每上一个石阶都
显得有些吃力。从远处看，她的背影十
分瘦弱，却又让人感觉十分高大。

从宿舍到山顶的升旗台需要迈过

一级又一级石阶，这条路王继才和王
仕花走了 32年。每当红日初升，夫妻
俩一人升旗，一人敬礼。“只有国旗升
起来了，这个岛才有颜色啊”，王继才
生前这句话被王仕花时时念叨。

登临山顶平台，围墙上的“守岛卫
国，爱国奉献”八个大字赫然在目。东
北角矗立着一座升旗台，旗台是 2012
年由天安门国旗班捐赠的。王仕花向
旗台前迈几步，悬挂国旗。“敬礼！”国
旗沿着旗杆、迎着海风冉冉升起，护旗
民兵立正肃穆、庄严敬礼。没有国歌
伴奏，没有仪仗队，只有海浪拍打礁石

的声音，只有海风呼啸耳畔的声响。
“礼毕！”5点 58分，一轮红日从海

天间浮出，开山岛上的国旗迎着朝霞升
起来了。仰望国旗，王仕花迟迟没有离
开。她说：“老王去世后，各级领导的关
心让我们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祝
福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

在王继才去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五星红旗照常在开山岛冉冉升起。王继
才走了，新的守岛人来了。民兵李爱洲
说：“共和国生日这一天，在开山岛升起
国旗，以这一特殊的方式祝福祖国，我倍
感自豪。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把王继
才的爱国奉献精神传承下去，让五星红
旗永远在开山岛高高飘扬！”

海风呼啸，国旗飘展，开山岛上那
面鲜艳的国旗永不褪色。
（本报连云港开山岛10月1日电）

上图：10月1日，开山岛上守岛民

兵升起国旗。

新华社记者 杨绍功摄

开山岛：五星红旗永远飘扬
■蔡晓峰 陈田雨

戊戌金秋，共和国迎来 69岁华诞。节日期间，广大官兵守护着祖国和平
安宁，这是他们为共和国庆生的最好方式；训练执勤间隙，各部队开展丰富
多彩的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从今天起，本报开设“与祖国同行”专栏，
展现部队官兵欢庆节日、聚力强军，为国旗添彩、为军旗增辉的良好风貌。

开 栏 的 话

本报拉萨10月1日电 葛涛、记
者代烽报道：“敬礼！”早上 8点，武警西
藏总队那曲支队执勤三中队官兵在营
区国旗杆下整齐列队。国歌声中，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在皑皑白雪间显得
格外鲜艳。
“今天是共和国 69岁华诞，我们举

行升国旗仪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中队长李大海告诉记者，中队营区海
拔 5061米，是武警部队营区海拔最高

的中队，官兵担负着青藏铁路 138公里
无人区路段的巡逻任务。这里海拔
高，气温低，风雪多，含氧量不足内地
的40%，被称为“生命禁区”。

吃完早饭，排长张佳晨带着 5名战
士登上越野车开始巡逻。在一座长桥
下面，上士王大牛下车认真检查附近
有无可疑物品。中队 2008年 7月组建
时，王大牛就来到中队。深深的皱纹、
稀疏的头发、凹陷的指甲，长期战斗在

高原让王大牛看上去比同龄人要老了
许多，但他丝毫不后悔：“只要祖国需
要，我就把根深深地扎在这里！”
“138 公里的巡逻路大多是颠簸

的土路，加上沿途有上百座桥梁、涵
洞、基站需要停下来检查，巡逻全程
至少需要六七个小时。”张佳晨告诉
记者，有时在巡逻中遇到问题需要解
决，午夜零点都赶不回中队。面对困
难，巡逻官兵纷纷表示，要发扬“老西
藏精神”，扎根高原无私奉献，守护天
路安全。

武警西藏总队那曲支队执勤三中队——

把忠诚印在雪域高原

本报抚远10月1日电 记者康子
湛、通讯员迟博报道：今天清晨，位于
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瞎子岛，地
平线泛起玫瑰红，北部战区陆军某边
防旅东极哨所官兵在升旗台前整齐列
队，举行“代表祖国迎朝阳，戍守边关
庆华诞”主题升旗仪式。哨所前方，红

色条幅上“当好祖国铁门栓，守好祖国
边防线”标语格外醒目。
“敬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旗

手、四级军士长任光福拉动旗绳，五星
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
“我们代表祖国迎接第一缕曙

光，把五星红旗升起在祖国的东大

门。”任光福告诉记者，今天是五星
红旗第 3637 次在黑瞎子岛上升起，
再过几天就是我军驻防部队登岛接
防 10 周年，这让每名官兵都感觉无
比自豪。

让东极哨所官兵难忘的是，2016
年 5月 24日，习主席视察哨所，登上 30
米高的哨楼，察看执勤设施，深情嘱托
大家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精神，忠
诚履行戍边职责。
“如今哨所的戍边能力又有了新

跨越。”曾被习主席亲切接见的连队上
士张立亮说，此刻仰望鲜艳的五星红
旗，我们心潮澎湃，一定要为祖国站好
岗、戍好边！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东极哨所——

把第一缕曙光迎进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