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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力可扛鼎，无悔写春秋。近

日，在第五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

活动中，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记者杜

娟以《永不磨灭的英雄宣言》为题，深

情地讲述了某部“杨根思连”的故事，

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这个连队诞生在中国人民争取

民族独立解放的年代。这位“特级英

雄”名字叫杨根思，壮烈牺牲在抗美

援朝战场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百

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他生前说过

三句话：“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

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三个不相信”是老连长杨根思

留给连队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连

队的“连魂”。60多年过去了，“杨根

思连”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三

个不相信”却深深地印在每一个官兵

的心中，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成为

永不磨灭的战斗宣言。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体现了

革命军人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党的

号令，就是军队的使命。祖国和人民

的需要，就是军队的任务。革命军人

受命之时忘其家，临阵之时忘其身，以

生命为承载，用生命注解使命。“谁愿

意坐第一船去”，长征途中的大渡河

边，肖华问红一营官兵。既要战胜惊

涛骇浪，又得冲过弹雨火网，谁都知道

坐第一船意味着什么。然而，全营官

兵个个争着去。有了勇往直前的“第

一船”，才有强渡大渡河的胜利。今

天，强军兴军的步伐加速推进，改革任

务异常繁重。征途上，有许多“大渡

河”需要我们抢渡，有许多“腊子口”需

要我们征服，我们更需要拿出“坐第一

船”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展现

了革命军人愈挫愈勇的意志品格。

1938年4月，张闻天在给陕北公学学

生的一次演讲中说：“长征途中，我们

曾经遇到了无数困难……然而我们那

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

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

底。”红军将士们正是凭着这种不屈不

挠的执著精神，硬是把敌人眼中的“绝

路”走成“生路”。今天，人民军队向世

界一流军队迈进，需要我们发扬逢山

开路、攻坚克难的无畏精神，拿出只争

朝夕、时不我待的拼劲，加满油、挂满

帆，以昂扬斗志走好新的长征路。

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彰显

了革命军人不畏强敌、敢于较量的血

性底色。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在《谁是

最可爱的人》中，为我们生动展现了志

愿军战士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松骨峰战

斗。在那场充满血性的战斗中，每一

个志愿军战士都是顶天立地的勇士，

每一个壮举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传

奇。习主席在某师视察时参观了该师

的师史馆，在反映该师抗美援朝战争

期间激战松骨峰情况的展板前，习主席

感慨地说，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官兵战

斗作风很顽强。我军历来是靠精气神

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气要更

多，骨头要更硬。面对未来战场，我们

要赓续面对强敌敢打必胜的光荣传

统，让英雄气概融入血脉、灌注行动，

续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英雄之歌。

新时代革命军人使命在肩，任重

道远，只有从前辈的奋斗精神中汲取

精神养分，才能获取无尽的思想激

励、血性陶冶和精神传承，激发奋进

动力，在强军兴军的征途上，不断续

写“三个不相信”的崭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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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片红色文化的热土；这里
遍布着 10多处红色文化旧址，流传着许
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蕴藏着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吉鸿昌将军纪念馆、杜
岗会师纪念碑、“西瓜兄弟”故事发生旧
址等，已成为武警河南省总队周口支队
建队育人的红色课堂和精神家园。

周口支队除了把驻地每一处革命
遗迹、每一件珍贵文物、每一个红色故
事都当做鲜活的教材外，还在政工网开
设网上史馆、荣誉室，组织官兵创作漫
画、情景剧，开展“军营朗读者”“强军故
事会”读书活动。通过多种形式，让红色
文化的传播更具生命力、更具时代感，
更有温度和韧度。就像该支队队歌所
唱：“沙颍河流淌着我们的热血，豫东平
原诉说着我们的忠诚，抗洪抢险打头
阵，处突反恐当先锋……”他们传承着
地域红色文化的基因，熔铸着一往无前
的战斗精神。

该支队政治工作处主任张明告诉笔
者：“充分挖掘和利用驻地红色文化资
源，搞起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更有底气、更
接地气。特别是与当前部队开展的‘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相结
合，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英雄故里写奉献

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县城内的
吉鸿昌将军纪念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是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而建。驻
守在吉鸿昌将军故里的武警扶沟中队官
兵，在传承吉鸿昌精神中留下许多佳话。

在中队荣誉室里，放着一个“铁碗”。
“铁碗”是老兵向成创留下的，已经有 20
年的历史。向成创曾两次荣立个人三等
功。当年在退伍仪式上，他手捧这个“铁
碗”说：“这几天我思来想去为中队和战
友们留点什么呢，我想起了吉鸿昌将军
纪念馆里存放着一个碗，上面写着‘当官
即不许发财’，时刻警示着我们要严于律
己。我决定，把伴随我 12年的铁碗留给
大家，以此共勉！”

近些年来，中队官兵继续传承吉鸿
昌将军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喊出了“爱岗敬业、爱军精武、爱国奉
献”的口号，奋发图强，争先创优。中队
建设面貌焕然一新，成功迈入先进中队
行列。

“西瓜兄弟”谱新篇

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
别山。在河南省淮阳县李楼村宿营，有
一对“西瓜兄弟”，老大在村东的大路边
种瓜，之前遇到溃退的国民党军队，这
帮匪兵蜂拥而至，把西瓜抢了个精光；
老二在村西的小路边种瓜，遇到了急行
军的刘邓大军，解放军秋毫无犯，无一
人下地摘瓜。新华社随军记者黎辛采写
了 600字的小通讯《西瓜兄弟》，引起了
强烈反响。后来，这篇通讯被选入小学
语文课本。

驻守在当地的武警淮阳中队官兵，
以故事中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爱

民事迹为镜子，广泛开展爱民助民活动，
谱写了“光荣传统代代传，拥政爱民花常
开”的新篇章。

该中队连续23年坚持到县光荣院开
展尊老敬老慰问活动；累计为失学儿童
捐款12.81万元，资助失学儿童26人；与3
所学校签订共建协议，选配9名官兵为校
外辅导员；每年向县血站无偿献血……
大爱无言献真情，他们的事迹受到当地
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

汲取革命先辈战斗精神

杜岗是位于河南省西华县城北 4公
里的一个村庄。1938年 10月 11日，彭
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和奉河南
省委之命由吴芝圃率领的豫东抗日游
击第三支队、肖望东率领的游击“先
遣大队”，在杜岗胜利会师并进行整
编。这里素有“小竹沟”“小延安”之
称。驻守在这里的武警执勤中队官
兵，经常在杜岗会师纪念碑前开展教
育活动，汲取革命先辈不屈不挠的战
斗精神，圆满完成看押执勤、黄庄救
援、抗洪抢险等任务。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对革命先辈

战斗精神的最好弘扬，就是落实到练精
练强能打胜仗的本领上。”支队长杨大岭
对笔者说。

在练兵备战上，支队党委“一班人”态
度鲜明：“战斗力是练出来的，这道‘硬杠
杠’绝不能有半点含糊！”在今年第三季度
“魔鬼周”极限训练射击考核中，该支队取
得片区7个项目5个第一的好成绩。

从革命历史中汲取营养
■韩伟锋 赵人杰

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有这样一句
响亮的口号，它像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烈
火，像是划破长空的冲锋号角，时刻向官
兵灌注不竭的前进动力，始终激励着官
兵旺盛的血性胆气。那就是——“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

口号诞生于雪域高原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地区没有公
路，交通十分闭塞。党中央结合国内外
斗争形势，制定了“一面进军、一面建
设”的方针，要求尽快修通公路，促进西
藏经济建设，在汉藏人民间架起一条
“金色飘带”。

1951 年 5 月 6 日，康藏公路正式动
工修建。康藏公路经过的雀儿山之高之
险，有首歌谣这样描述：“登上雀儿山，伸
手能摸天，一步三喘气，头晕加目眩。”

进入初冬，气温降至零下 20摄氏度
以下，积雪一两米厚，冻土层达一米多
深，铁镐砸下去只能留下一个白印。施工
部队用几个“度”来形容生活条件和施工
作业环境：住在海拔 5000 米的高度，睡
在斜坡 30度的地面，开水沸点在 70度，
气温冰点在寒暑表中也找不到刻度，我
们的热血沸腾到了 100 度，我们的智慧
和力量没限度。
“雀儿山再高也没有我们的信心高，

冻土层再硬也比不上我们的骨头硬！”施
工部队创造发明了“火攻”化冻土层、悬
空打炮眼等方法，涌现出了“千锤英雄”
杨海银、“模范共产党员”张福林等英雄
模范。

生活在稀薄空气中，终年居住在帐
篷，很少吃到新鲜菜蔬和肉类，三五天吃
不到油盐，加之高强度的劳动，官兵的身
体受到巨大伤害，施工进度也受到影响。

修筑公路经过波密地区时，突然爆
发山洪伴随泥石流。筑路部队不得不修
改路线。为了把洪水吞没的时间夺回来，
官兵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了“单人冲钢
钎”“空心装药放炮”“钢丝滑板运输”等
作业方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敏拉山皮康崖，筑路部队遇到了
非常大的挑战。当地民谣唱道：“飞鸟难
过皮康崖。”当地人说：“那是牦牛也爬不
上去的皮康崖，除非是神才能在那里修
出公路来。”而负责修筑该段的官兵斩钉
截铁地说：“我们不是神仙，但我们有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经过两
个月的艰苦奋战，他们像神仙一样在皮
康崖上修出了公路。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口号，

开始在西藏部队中流传起来。

毛泽东赞成这个口号

1962年 10月，西南边境自卫反击战
打响。参战部队充分发挥政治工作优势，
叫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口号，
激励官兵狠狠打击入侵之敌，涌现出“阳
廷安班”等一大批英雄集体和人物，留下
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63 年 2月，毛泽东点名让进京参
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
华汇报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情况。

张国华在起草汇报提纲时，脑海中
浮现出参战部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革命精神，克服一切苦难、战胜一切
敌人的场景。他心潮澎湃，写下了这句已
在驻藏部队中传播很广的口号。

2月 19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毛泽
东听取张国华的汇报，并赞扬道，你们“打
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政治军事仗，与其
说军事政治仗，不如说政治军事仗”。

张国华说：“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
靠的就是我们的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精神。”

毛泽东当即给予肯定：“我赞成这样
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说
完，他用手指了指张国华，“这是你的发
明权。”

张国华连连摆手说：“不是我，发明
权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9年 4月 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
中全会的讲话中，再次肯定了“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强调：“所
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
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
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
对立的。”

一位英雄与这个口号

1965 年 7月上旬，江苏邳县武装部
请原济南军区驻徐州部队坦克师直属工
兵营派人教他们开设地雷班。部队安排
1连 5班班长王杰担负此次授课和演示
任务。

7月 14日上午，王杰在训练场组织
11名民兵和 1名人武干部，进行最后一
项训练——地雷实爆。他讲解完实爆要
领后，开始做示范。就在这时，拉火管突
然失效，发生了自燃，“嗞嗞”作响，眼看
炸药包就要发生爆炸了。此时围在四周
的 12名同志，还没反应过来，千钧一发
之际，王杰纵身扑向炸药包……

笔者采访王杰所在部队组织科科长
吕佳，他介绍说：“当年爆炸发生后，济南
军区进行了专门调查试验，排除了人为
事故因素。王杰爆破经验非常丰富，如果
从求生的本能来说，只要他顺势往后一
仰，保全生命没有问题。但是，生死关头，
王杰没有选择躲避，而是选择把生的希
望留给了别人，自己的生命却永远停留
在了23岁！”

部队在整理王杰遗物时，发现他当
兵 4年写下的 20多本日记。在日记中，他
8次提到黄继光、6次提到董存瑞、33次
提到雷锋，还提到方志敏、刘胡兰、张思
德、邱少云等革命先烈，写下“我们要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
的铮铮誓言。王杰入伍以后，连续三年被
评为五好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关键时
刻奋不顾身，与“两不怕”英雄精神的培
育是分不开的。

1965年 11月 6日，原总政治部在下
发向王杰同志学习的指示中，正式向全
军提出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
命精神的要求。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
央和全国妇联分别发出向王杰同志学
习的通知。中央各大媒体连续发表社
论，探寻英雄的成长足迹，宣传英雄的
光辉思想。徐州的王杰事迹展连续展出
64天，77万余人观展。王杰被誉为“毛主
席的好战士”，王杰所在班被国防部命
名为“王杰班”。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挥毫题
词，高度评价王杰同志“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革命精神。周恩来题写了王杰的
诗：“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施工为人民。
不怕工作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民。”朱
德题词：“学习王杰同志不怕苦不怕死的
精神。”

“两不怕”精神闪耀新时代

“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
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
远跟着党……”

笔者到“王杰班”采访，班长王大毛
介绍，“王杰班”战士把“两不怕”精神融
入血脉，接力传承。入班伊始，他们就要
学唱《王杰的枪我们扛》、诵读《王杰日记
故事选》。每天点名第一个呼点“王杰”；
每周安排一天为“学习王杰日”；每月举
办一次“王杰陪伴我成长”故事会……

王大毛一口一个“老班长”，叫得非
常亲切，仿佛那个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老
班长”并没有牺牲，仍然在他们身边。王
大毛自豪地说：“我要像老班长那样，当
军人顶得起来，为人民豁得出去。”

在“王杰班”宿舍，笔者看到了王杰
生前睡的木头床。床面干净平整，被子方
方正正，老式的军帽仍然保存完好，军腰
带因经常整理已经磨出了毛边。王大毛
说，每天早晨，起床号吹响，“王杰班”班
长要把王杰床铺整理好，晚上再把王杰
的被子放开。他认为，这不是点滴小事，
而是一种非常庄重的精神仪式，是一种
精神坚守。

2017 年 12 月 13 日下午，习主席来
到第 71集团军某合成旅王杰生前所在
连，视察连队荣誉室，走进“王杰班”与战
士座谈。习主席说，“两不怕”精神过去
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
财富。

习主席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两不怕”
精神，强调：“我说的血性就是战斗精神，
核心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53年来，“两不怕”精神在王杰所在
部队不断发扬光大。王杰生前所在连官
兵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 1次、集体二等
功 12次，被授予“弘扬‘两不怕’精神模
范连”荣誉称号。

永恒的精神丰碑
■刘洪顺

强军文化观察

本期关注

“两不怕”精神

在吉鸿昌雕像前开展党日活动。 孙峰超摄

近日，由北京市六一幼儿院、北京

中视星广文化联合出品、创作、编排的

《马背摇篮》创演启动

12月25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艺

术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承古书怀——

张坤山书法展览”在北京开幕。

张坤山为海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

室专业书法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在草书

和隶书领域独辟蹊径自成风范。其书法

作品植根传统、碑帖互融，大气豪宕、古朴

雄浑，个人风格强烈。本次展览共推出张

坤山近年来创作的近百件书法作品，篆隶

楷行草五体具备，是一次传统风韵与时代

特征相融合的书法文化盛宴，受到众多专

家的高度称赞。

（易 之）

军旅书画家张坤山书
法展览在京举办

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野战文化小分队在新兵野营拉练途中开展拉

歌、快板等活动。 徐 伟摄

文化广角

王杰像前话精神。 王 磊摄

话剧《马背摇篮》创演工作正式启动。该

剧讲述解放战争时期，延安第二保育院与

敌人斗智斗勇，历时两年零十个月、辗转

三千里，将136名孩子安全送至革命大后

方的动人故事。选取保育院成立、挥别延

安、敌机空袭、东渡黄河、夜渡汾河、爬越

绵山等真实事件，艺术再现了老一辈幼教

工作者在马背上养育革命后代的感人事

迹。导演杨和平介绍，该剧音乐将融合陕

北民族音乐元素，以精良的制作营造马背

摇篮跋山涉水的视觉体验，力求还原那段

峥嵘岁月。 （蔚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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