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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春聚，现在是‘桥头堡连’的
一名新兵，请求入列！”
“入列！”
“是！”
回忆起几个月前在部队当兵锻炼的

情景，陆军步兵学院指挥系教授王春聚
至今仍激动不已。让他最难忘的是入连
仪式上，连长张春龙为他戴上列兵军衔，

全连官兵高唱连歌的那一刻。
简单而隆重的入连仪式，让王春

聚热血沸腾。他仿佛回到自己刚入伍
授衔的那一刻，找到了最初穿上军装

的感觉。
换下皮鞋、穿上作战靴，与战士们面

对面沟通、心贴心交流，睡硬板床、坐小
马扎、吃大锅饭……5个月的当兵锻炼，

王春聚以“小学生”的姿态投入连队各项
工作，从最开始的稍许“水土不服”，到慢
慢融入、渐渐适应了艰苦又充实的连队
生活，再到喜欢上火热的基层，和官兵们

打成了一片，受到大家的肯定与赞许。
“到基层去，到传统厚重、战功卓著

的营连去！”和王春聚一样，陆军首批
748 名院校和科研机构干部，纷纷走出

校园，来到“硬骨头六连”“白老虎连”等
历史荣誉营连淬火锻炼。他们 90%来自
教学科研一线，67%具有研究生以上学
历，而承担见习锻炼任务的 500 个历史
荣誉营连，29%是红军营连、94.2%授予
过荣誉称号。

这些历史荣誉营连，究竟有什么吸
引力？这些院校和科研机构干部为何而
来？他们和基层官兵之间，又会擦出怎
样的“火花”？

我们不妨走进这些当兵见习锻炼干
部中，去听听他们的心声。

“列兵教授，请入列！”
■周树荣 吴兴龙

新闻样本

用忠诚基因铸魂励志——

“在他们身上，仿佛

有一粒红色的种子，带着

理想拔节生长”

5月初的那天，在某陆航旅“太原建
奇功连”当兵锻炼的陆军航空兵学院教
员徐智城，接到了到旅保障部代职助理
员的通知。就在他准备向指导员熊循恩
告别时，他发现全连官兵自发地在连门
口集合起来。
“原以为是自己在连队当兵锻炼结

束，连队官兵向我告别。没想到，是指导
员熊循恩转业命令到了！”

直到那一刻，徐智城才知道，熊指导
员是一名待转业干部。而他之前的表
现，一点都看不出要转业的样子。

政治教育一次没落下过，跟班跟训
一直在一线，每天忙得团团转，只有深夜
才是他复习准备转业考试的时间。连队
刚从某炮兵旅转隶不久，不少官兵面临
改专业，个别老兵有畏难情绪，熊指导员
一个一个为他们做工作：“我们连是‘太
原建奇功连’，当年在战场上，前辈们面
对枪林弹雨也没退缩过，现在我们这点
困难都打退堂鼓，怎么能当好‘太原建奇
功精神’传人？”

送熊指导员走的那天晚上，徐智城
和他聊了很久。熊指导员的话他到现在
还记在心里：“我们天天在教育课上教导
连队官兵要忠诚，啥叫忠诚？站好最后
一班岗就是考验。我们不能教育别人要
忠诚，自己却做不到。”

信念的力量源于坚定，育人铸魂者
更要信念如磐。离开院校前，徐智城所
在学校也面临调整改革，这个节骨眼上
离开岗位，让徐智城有点心事重重。熊
指导员的经历使徐智城内心深受震撼，
当兵锻炼结束回到学校，他对自己即将
面临的选择，内心已经有了答案。

对于信仰、信念，对于理想、主义，和
徐智城一样，很多缺乏基层经历的院校
教员都觉得少点什么，又不知何处找
寻。走进红色基因的发源地，触摸生动

而鲜活的厚重历史，首批赴荣誉营连见
习锻炼的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干部们，真
正感受到了红色基因的感染力、穿透
力。而这种力量，正是他们需要带回院
校、传授给学员的宝贵财富。
“红色基因不是远在天边、虚无缥缈

的，它深藏在每一个红色连队官兵身上，
只有走进它，你才能感悟它，只有悟透它，
你才能传承它。”陆军防化学院教员董文
杰在北京卫戍区某师“红四连”当兵锻炼
时，发现上等兵云宪雨脖子上有一个烫伤
伤疤。原来，在一场外事表演中，担负“假
想敌”角色的上等兵云宪雨卧倒时，一枚
空包弹弹壳迸进了他的衣领，滚烫的弹壳
烙在他的脖子上。烫得直咬牙的云宪雨
只要用手一拿，就可以避免痛苦。“外事活
动现场，一举一动都体现国家形象，我不
能这么做！”他咬着牙忍着痛一动不动直
到外事活动结束。现场观摩的外宾得知
此事后，深受震撼地竖起大拇指：“中国军
人，铁一般的意志，铁一般的信仰！”
“在这些红色连队，每个基层官兵身

上，仿佛有一粒红色的种子，带着理想拔
节生长。走进他们，这颗种子似乎也在我
心间破土发芽。”当兵锻炼结束后，董文杰
在自己的当兵日记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用胜战基因磨砺刀锋——

“在这里，我闻到了

真正的硝烟味，触摸到战

场上的真实心跳”

人快被冻死之前是什么感觉？在
“黑河好八连”当兵锻炼的陆军某试验训
练基地助理工程师彭天辉说，会感到“全
身发热”，因为他曾真实体验过一次。

当兵期间，彭天辉赶上了连队冬季
执勤的最后阶段。那天晚上，彭天辉被
战士小罗从睡梦中叫醒，在意识不十分
清醒的情况下，他模模糊糊地把装具穿
戴齐全，摇晃着走出门。
“你就穿这么点？再加件大衣吧！”

听到小罗的劝告，彭天辉觉得都快开春
了，一图省事，二怕误时，便催促说：“走
吧！不就两个小时嘛。”

没想到，彭天辉严重低估了黑河的
极寒天气。站在零下 30多摄氏度的“江
中岗”哨位上，他开始忍不住颤抖，意识
逐渐模糊，到最后，他竟然一点也不冷

了，而且全身发热……后来他才知道，这
是医学上人被冻死之前的一种症状。

记不得后来怎么被战友抬回的连
队，但用生命体验过的经历一辈子也忘
不了。彭天辉说，经过这次生死考验，他
终于明白，在执勤一线，任何一个细微的
疏忽，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
“书本里、实验室里收集再多的寒区

数据，都比不上自己真实体验一次。”这
次“走麦城”的经历，让彭天辉在内心深处
对“战争离我们很远”的和平积弊思想进
行了深刻检讨。他深切感受到，“实战”二
字不是在办公室里就能感知和体会的，必
须深入部队一线，切身体悟、真实感受，才
能知道自己真正的短板在哪里。

到连队报到，不是去营区，而是直奔
野外驻训点；没有彩旗标语、没有整齐划
一的生活化设施，只有背囊、睡袋等战备
物资……在习主席发布开训训令的中部
战区陆军某师当兵锻炼期间，陆军研究
院参谋李波真切感受到了基层一线以
临战姿态和实战标准抓练兵备战的浓
厚氛围。
“上一次夜训，我们哪些课目还有短

板？”“射击考核快开始了，有没有把握拿
第一？”在“何万祥连”，李波发现，无论是
平时私下聊天，还是训练间隙休息，甚至
营连干部在饭桌上吃饭，大家探讨的常
常都是与练兵备战有关的话题。有一
次，他忍不住问同班战士刘章豫：“你们
怎么三句话离不开训练？就没有什么别
的话题可聊？”刘章豫反问道：“军人之
间，不讨论训练讨论什么？”质朴的反问，
让李波哑口无言。
“石头与棉花，永远碰不出火花。真

正的军人要永远走在战火硝烟里。在这
里，我闻到了真正的硝烟味，触摸到战场
上的真实心跳。”置身实战化训练的浓厚

氛围，李波深切体会到，军队个个都是战
斗员，院校科研单位也不例外。从3公里
武装越野到400米障碍，从专业训练的枪
支分解结合到步战车驾驶，他都严格按照
新大纲标准和自己较上了劲儿。本来不
用参加考核的他，还主动报名参加连队训
练考核，3个专业课目达到了优秀，战友们
纷纷竖起大拇指，直呼“厉害”。
“基层官兵眼中的‘实战’，和我们教

学研究中的‘实战’，是一个样子吗？”从
新疆军区某师侦察营“英雄侦察连”当兵
锻炼归来，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助教黄海
龙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他结合当兵锻
炼实践，3次修改了自己的教案，并把自
己的教案发给连队官兵征求意见，又经
2次修改才登台授课。

用作风基因塑行立威——

“战士心里有杆秤，

兵当得怎么样，得由他们

说了算”

在某特种作战旅“团结巩固大功连”
当兵锻炼期间，陆军防化学院教员徐勇
体重降了 25斤，3公里武装越野成绩提
高了 2分多钟，以前有点恐高的他，现在
也能帅气地从十多米的滑降平台上凌空
飞降。他自己却说，最大的收获，是找回
了硬朗的军人作风，拉近了与战士之间
的心灵距离。

刚接到当兵锻炼通知那会儿，徐勇心
里有些发怵：“我一个防化专业的教员，到
特种部队当兵锻炼，会不会适应不了？”

在连队期间，两件事让徐勇彻底改

变了“适应不了”的想法。
当时，连队在野外驻训点备战“特战奇

兵-2018”比武，他参加了“特战小队连贯演
练”课目训练。一次摸底考核，15个小时的
夜间连贯作业后，大家都疲惫不堪。最后
一个课目，特战队员们在人人背70多斤重
背囊情况下，还要携行一个120多斤的假
人奔袭 7公里。作为院校教员，他被“特
批”不需携带背囊。武装奔袭结束，徐勇诧
异地发现队员耿红玉满嘴都是血。原来，
平时体能素质并不突出的耿红玉是硬顶
着坚持了下来，奔袭途中咬牙坚持竟把嘴
唇咬破了，这让徐勇感到一阵脸红。

参赛前的另一次考核，作为参赛预
备队员的少数民族战士邱母五牛拼劲了
全力，最终晕倒在武装应用攀登考核
场。徐勇和战友们把他送到医院一检
查，发现他不仅鼻梁骨被摔骨折，而且胳
膊骨裂。“作为预备队员，干嘛那么拼
啊？”徐勇疑惑不解。“不这样拼，咋能上
比武场？”邱母五牛嘶哑的声音里，透着
一股坚定。

对照这两件事，徐勇对自己进行了
深刻的反思。他从地方大学入伍后，一
直在院校当教员。从校门到校门的经
历，让他少了“兵味”“军味”,对自己的要
求也有所放松。刚开始训练时和连队其
他人标准不一样，他也一度觉得“理所当
然”。

打那以后，徐勇不再拿自己是“教
员”当借口，而是真正把自己当成普通一
兵，当成连队的一名战斗员。为了克服
滑降训练中的恐高心理，他从 2米高跳
台练起，逐步增加到 5米、10米，登上的
跳台越来越高，“心魔”也逐步被打败，高
空滑降、武装攀登等课目都能顺利完成。
“战士心里有杆秤，兵当得怎么样，得

由他们说了算！”经过 5个月的锤炼，徐

勇用看得见的转变赢得了官兵的心。离
开连队前，指导员李元郑重地把特战臂章
戴到徐勇胳膊上，告诉他：“你是一名特种
兵，到哪里都要有特种兵的样子！”
“有心之人，即使只去过一个地方，

也能留下一千个思考；而无心之人，纵然
踏遍千山万水，顶多留下一大堆摆着不
同姿势的照片。”回到学校，在当兵锻炼
交流会上，徐勇说出的这段话，赢得全场
阵阵掌声。

陆军步兵学院女教员谢婷当兵锻炼
的连队是全为男兵的某合成旅“坚守英
雄连”。报到当晚，得知连队第二天要去
山区驻训，她主动请缨一同前往。同吃、
同劳动、同训练、同娱乐，谢婷忽略了自
己的性别，和战士们打成了一片，成了大
家的知心大姐姐。“是个女兵的样子！”离
开时，大家都为她竖起了大拇指。

补上了基层这一课，兵味军味更浓
了；经受了艰苦环境历练，吃苦奉献精神
更强了；提高了军事素质，更像一个合格
兵了。在一个个作风硬朗的荣誉营连当
兵锻炼归来，院校和科研机构干部们收
获满满。他们返回工作岗位后，听到同
事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像是换了
一个人！”

上图：陆军边海防学院教员陈凡坤

（前排者）正在和战士们一同劳动。

图片由陈凡坤提供

748名“特殊列兵”走进500个荣誉营连
——陆军依托历史荣誉营连组织干部见习锻炼新闻观察

■时景忠 周广文

“南京路上好八连”“雷锋连”“王

杰 连 ”“ 硬 骨 头 六 连 ”“ 李 向 群

连”……陆军党委依托 500个历史荣

誉营连，创建陆军干部见习锻炼基

地。一批批年轻干部在这里当兵淬

火、寻找初心，在这里补钙铸魂、强

筋壮骨。

人民军队在淬炼红色基因中不断

成长壮大，在赓续红色基因中保持蓬

勃生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

次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

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

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从南昌起义

的一声枪响，到井冈山上的红旗漫

卷；从长征途中的跋山涉水到抗日

战场上的中流砥柱；从建设时期的

战 天 斗 地 ， 到 改 革 年 代 的 无 私 奉

献，回望走过的征程，红色基因激

荡红色力量，人民军队深扎信仰之

根 、 传 承 红 色 血 脉 ， 激 扬 血 性 之

气、严守铁的纪律，成为一支“战

胜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雄

师劲旅。

“人民军队创建始于陆军、发展

基于陆军、根脉源于陆军。”作为我

们党最早建立和领导的武装力量，

陆军拥有一大批历史悠久、敢打善

战、战功卓著的荣誉单位，是弥足

珍贵的精神财富、制胜密码和传家

法宝。陆军党委从 1400多个历史荣

誉营连中，遴选出 500个历史厚重、

作风过硬的营连，作为干部见习锻

炼的基地。目的就是把红色资源利

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

传承好，确保我军血脉永续、根基

永固、优势永存。

历史荣誉营连传统积淀厚重，抓

建模式成熟，育人氛围良好，是最

生动、最鲜活的红色教材。置身其

中 的 每 一 名 干 部 ， 都 会 在 忠 诚 基

因、战斗基因和作风基因的浸润中

得到滋养和同化，不知不觉间，观

念会得到修正，心灵会得到净化，

素质会得到提升。

火热的基层历来是锤炼人才的高

温熔炉。依托红色营连搭建起锻炼

干部的大平台，为我们提供了发挥

传统资源优势、锤炼强军胜战人才

的崭新思路。发挥好干部见习锻炼

基地作用，就是要针对各类干部的

素质短板，量身定制“营养套餐”，

使 他 们 在 缅 怀 历 史 中 强 化 红 色 记

忆，从灵魂深处点燃信仰之火；在

投 身 练 兵 备 战 实 践 中 牢 记 职 能 使

命，强化胜战之忧，摒弃“忙于事

务、疏于谋战”和平积弊；在学习

优良传统作风中破除骄娇二气，改

进工作作风，立起新时代革命军人

好样子。

新时代赋予新的使命任务，新时

代呼唤新型人才队伍。让我们在红色

传统的浸润下，牢记统帅嘱托，紧跟

强军步伐，不断提高新时代履行使命

任务能力素质，培养造就一批批红色

江山的忠诚捍卫者、强军事业的可靠

接班人。

用红色资源培塑红色传人
■陆正甘

这是一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英

雄血脉的“初心之旅”；

这是一段融入基层连队、历练战

斗作风的“淬火之旅”。

今年年初，陆军遴选500个历史厚

重、战功卓著、全面过硬的历史荣誉营

连，创建了干部见习锻炼基地。从 3

月份开始，首批 748名院校和科研机

构干部，分赴500个红色营连见习锻

炼。5个多月时间里，他们沉到基层

一线、住进班排哨所、融入练兵备战，

开阔视野、丰富阅历、提高素质。

历史荣誉营连是陆军红色基因薪

火相传的鲜活载体，是陆军部队不忘

初心、换羽新飞的源头活水。走进历

史荣誉营连，更能读懂什么叫“党指挥

枪”，什么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什

么叫“拒腐蚀，永不沾”；更能从源头上

注入红色基因，催生赓续传统、开拓奋

进的激情。

500个红色营连，500个火热熔

炉。当兵锻炼干部们在一天天训练、

一堂堂教育、一次次交流中，锻炼着、

体验着、思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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