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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在
享受今天甜美生活的同时，也不能忘记
在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那一个红薯、一
份炒面、一碗酸菜等饱含人民军队忠诚
于党、纪律严明、艰苦奋斗、团结友爱等
优良传统和红色基因的故事。

“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伟大奠基

1927年 9月 28日，毛泽东率领工农
革命军前往三湾的途中，经过几天的行
军，战士们又累又饿。这时，走在前面的
战士发现不远处有一块红薯地。大家也
顾不得许多了，一拥而上，在地里挖红
薯，用红薯叶子擦净泥巴就吃。毛泽东
随后续队伍赶上来，见此情景十分生气，
问几个连排干部：“你们经过老表同意没
有？”干部们自知理亏，纷纷摇摇头说：
“没有”。毛泽东对大家说：“同志们，我
们是工农革命军，不是军阀的队伍，怎么
能随意侵犯群众的利益呢？”听了毛泽东
的批评，大家都惭愧地低下了头。最后，
官兵一起凑了六吊钱，用纸包好后，又用
一块布包了一层，埋在红薯地里，并附了
一张字条：“老表，很对不起，没经同意就
挖了地里的红薯，现赔上六吊钱给你。
工农革命军。”

10月 3日，吃过早饭，工农革命军在
枫树坪集合，准备向宁冈古城进发。出
发前，毛泽东宣布了行军纪律：说话和
气，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这
时，得知消息的三湾群众自发来到枫树
坪，并带来了鸡蛋、红薯等为工农革命军
送行。战士们非常感动，他们收下了三
湾群众送的食物，并按照刚宣布的“不拿
群众一个红薯”的纪律，向送来食物的群
众支付了相应的铜板。

10月 24日，在井冈山西南荆竹山宣
布工农革命军三条纪律：一、一切行动听
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

要归公。这三条纪律经过 20年的丰富
和发展，直到 1947年 10月，毛泽东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关于重行颁
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将其固化
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感悟：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体现的是

人民军队铁一般的纪律观念。无规矩不

成方圆。作为共产党员，作为革命军人，

更应该牢固树立遵章守纪的意识。千里

之堤毁于蚁穴。绝不能将所谓“大丈夫做

事不拘小节”作为借口，对自己平时的小

毛病、小问题听之任之。防微杜渐，才能

走好军旅人生的每一步。

半截牛皮带——“铁心跟党

走”的坚定信念

1936年 7月初，红四方面军开始第 3
次穿越莽莽草地北上。除了恶劣的自然
环境，红军战士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粮
食严重短缺。刚进入草地时，每人每天
还有 3两青稞面，但不久部队就陷入断
粮的绝境。草地荒无人烟，无处补给，战
士们吃起了所有能抵御饥饿的东西。红
31军第 93师第 274团 8连小战士周国才
当时只有 14岁，进入草地不久，他们班
的干粮就吃完了，只能挖野菜、吃草根、
啃树皮。到后来连野菜也找不着了，他
们只好开始吃枪带和鞋上的皮子，可这
些东西也没多久就被吃光了，于是大家
解下自己的皮带煮着吃。

为了把难咽的皮带咽进肚子里去，红
军战士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
煮，把皮带切成一条一条，煮到最表面一层
软了，小心刮去，里面就是可以吃的牛皮，
战士们背靠背坐着用力咬着牛皮充饥。第
二种办法是烤，烤到皮带有些变色、变软，
但不能烤久，否则烤焦就浪费了，烤好后趁
软撕咬成小块咀嚼，嚼几下，喝口水。第三
种办法是先煮再烤，用水煮软后，再埋在火
堆里烤，借着里面没熄掉的火星将皮带烤
熟，扒出来后，战士们你咬一口我咬一口互
相谦让着果腹。第四种办法是先烤再煮，
先用火将皮带烤热，刮掉表层黑灰后，再放
到锅里煮，煮软了再切成丝，和野菜粥搅在
一起，便是营养调剂了。

当六位战士的皮带吃完后，大家对周
国才说：“该吃你的了。”战友们都知道，他
这条皮带是 1934 年战斗中缴获的战利
品。周国才实在舍不得吃掉自己的心爱
之物，可为了抵抗饥饿，挽救全班战友的
生命，他毅然贡献出这条有着特别意义的
皮带。看着心爱的皮带被细细地切成一
小段一小段的皮带丝，漂在稀溜溜的清水
里，周国才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当皮带第
一个眼儿前面那一截被吃完后，他实在忍
不住了，哭着恳求战友说：“我不吃了，把
它留着作个纪念吧。”就这样，大家怀着对
革命胜利的憧憬，忍饥挨饿，将这吃剩的
半截皮带保留了下来。

牛皮带，关键时刻成了红军战士充
饥果腹的干粮。这个故事后来被编成了
一首《牛皮腰带歌》流传至今，歌词是这
样写的：“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
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
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
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
尝。”征服草地胜利到达陕北后，周国才
用铁筷子在皮带背面烫上了“长征记”三
个字，用红绸子包好一直珍藏着。1975
年，他将这条珍藏了几十年的半截皮带
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感悟：长征是人民军队的涅槃重

生。在最艰苦的岁月，年轻的战士宁愿

吃皮带都不曾动摇跟党走的信念。回望

人民军队92年的辉煌历程，正是官兵以

这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赤

诚之心，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奋勇前进，人

民军队才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胜利走

向胜利！

“一把炒面一把雪”——“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初期，后勤补
给十分困难。由于没有制空权，敌机对
我后方运输线狂轰滥炸，粮食很难及时
送到前线。而且当时部队为追歼南逃之
敌，推进速度很快，为避免暴露作战意
图，部队多在夜间行动，以往就地埋锅造
饭的做法明显行不通了。加上天寒地
冻，前方部队纷纷要求后勤部门设法向

前线供应一些容易保存和食用的熟食，
以解决部队“吃饭难”的问题。炒面容易
保存和携带，无需炉灶即可食用，很早就
是人们远行时常备的一种干粮。长征期
间，红军通过荒无人烟的大草地时，携带
的就是青稞炒面。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
部长李聚奎是老红军出身，曾经接触过
炒面。因此，1950年 11月第一次战役刚
刚结束，他就向总后勤部提出“以炒面为
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
议，并得到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总
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的赞许。彭德怀在看
过东北军区后勤部送来的炒面样品之
后，指示粮食炒制前要洗净，炒好磨碎后
要适量加盐，并要求大量前送。

早期前送的炒面，配方为“小麦面
70%，高粱米面、米粉或玉米面 30%”，炒
熟、粉碎后再加 0.5%的盐，而后调整为
“面粉 65%、米粉 25%、大豆粉或豌豆粉
7.5%”，盐含量提高到 2.5%。在度过最
困难的 1951年下半年之后，我军后勤供
应条件不断改善，炒面的营养成分也有
所增加。1952年以后送往前线的炒面，
配方改为“面粉 45%、米粉 40%、大豆粉
或豌豆粉 7.5%”，另加有 5%的鸡蛋粉和
2-2.5%的盐。东北人民政府曾专门制
定了《炒面原料取给及炒面集中办法》，
设有专人负责监督、保密及检验成品质
量，同时有具体的加工要求。在最艰苦
的阶段，志愿军将士们过的是“大米白面
不见面，高粱小米靠边站，蔬菜肉食不用
提，炒面拌雪天天练”的生活，由于干吃
炒面难以下咽，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将士
们就“一把炒面一把雪”地度过难关。

感悟：“一把炒面一把雪”，是人民军

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精神的生动

体现。新时代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就是要

教育引导广大官兵，继续发扬这种大无畏

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强化

打赢未来战争的信心和能力，让战斗精神

升华为一种内在力量和战斗气质。

上甘岭的一个苹果——官兵

一致团结友爱的生动写照

看过电影《上甘岭》的人无不为片中

一个苹果的故事所感动，那是一个真实
的故事。当时，敌军使出各种手段破坏，
投炸弹、喷火焰、熏硫磺、施毒气……同
时严密封锁志愿军后方补给线，坑道里
的饮水顿时成了最大的难题。战士们干
渴难忍，一切含有水分可以润喉润唇的
东西都被吸吮干净了。

开始，后方给前方送去萝卜，但战
士们吃了感到烧心。于是，志愿军第 15
军后勤部门马上从平壤买来苹果，准备
前送。从志愿军后方到上甘岭前线，近
的只有 500 多米，远的不过 1000 多米，
可这样一点距离被美军的飞机大炮隔
成好几条封锁线，苹果就是送不进去。
敌人只要看到志愿军一个运输员，就马
上呼叫飞机大炮，把山谷打得烟尘冲
天。据志愿军老兵们回忆：通往上甘岭
的路上满地都是被炸飞的慰问袋、萝
卜、苹果、馒头……

17 岁的运输员刘明生往前线运送
弹药途中，在一个炮弹坑里拾到一个苹
果，把它带上 597.9 高地，送给了第 135
团 7连连长张计法。张计法把苹果让给
步话员，步话员又将苹果传给重伤员，一
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一圈，又完整地回
到了连长手里。连长带头咬了一小口，
再往下传，一个苹果就这样转了两圈才
吃完。

感悟：官兵一致、团结友爱是人民军

队的光荣传统，也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

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的另

一创举就是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

在连队设立士兵委员会，这对于将一支

由农民和新旧军阀组成的部队转变成为

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起到了关键性的作

用。正是这种官兵之间同甘共苦、生死

与共的精神，人民军队才能战无不胜，让

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胆寒。

“ 酸 菜 里 面 出 政 治 ，出 模

范”——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人民军队历来重视勤俭节约。革命
战争年代，物质经济较为困难，官兵吃上
一碗酸菜就米饭就算是上好的调剂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位将军提出军队要
增加薪水，还用“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
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举例对比，
当时有许多同志赞成，毛泽东却坚决反
对。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起
此事，这样讲到：“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
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我说这恰
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
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
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
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
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
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
本色。”

感悟：“嚼得菜根，百事可做。”酸菜里

之所以出政治、出模范，就在于它体现了人

民军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我军之所以

能够在各种艰难困苦中百折不挠，靠的就

是这种精神支撑。“酸菜的味道”饱含着人

民军队的初心和使命，彰显着革命军人的

理想信念和生活作风。不忘“酸菜的味

道”，就是要牢记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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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之初，有
两个连队非常有名。一个是“进藏先遣
连”，另一个是“钢铁英雄连”。“钢铁英雄
连”因伊吾（今哈密市伊吾县）保卫战而
得名。1950 年 3 月 29 日，某部二连在孤
立无援、遭受 7倍于我的叛匪进攻的不
利条件下沉着应战，坚守伊吾 43天。最
后在大部队的支援下，全歼叛匪于城下。
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发电嘉勉，二
连被命名为“钢铁英雄连”。

在伊吾保卫战中，有一匹神奇的枣
骝马，也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整个战斗中，匪徒没有讨得半点便
宜，他们便想出一招毒计：断水。他们组织
力量拦截伊吾河水，使其不能流入伊吾城。
断水的结果是唯一供二连磨面的水磨停止
了转动，全连官兵靠嚼麦子维持生命。最困
难的是北山主峰阵地，匪徒火力封锁了上
山道路，上山送水既困难又危险。

起先，官兵用军用水壶往北山主峰

送水，但常遭土匪袭击，不仅水没有送
到，还牺牲了两名战士。后来，连队赶制
了两只大水桶，让骆驼驮水上山。但骆
驼目标太大，行动迟缓，两匹骆驼也被
土匪枪杀了。

据《伊吾保卫战烈士传》记载：当伊吾
保卫战进入最艰苦阶段，坚守在北山主峰
阵地上的官兵断了水，匪徒对这一制高点
实行严密的火力封锁，试图将我军官兵困
死在阵地上。几次送水失败后，连队改用
两匹战马沿崎岖的山沟向主峰送水。当两
匹马快要接近主峰时，匪徒的子弹疯狂地
朝两匹马射来。性情暴躁的赤雅马，一听
到枪声便失去控制，长嘶一声调头狂奔，
返回县城。与此相反，一向性情温顺的枣
骝马，一听到枪响，便迅速随主人就地卧
倒，动作利索。过了一阵，当北山主峰响起

密集的枪声时，战士轻拍它一下，它居然
点头，好像明白是自己部队火力掩护，便
一跃而起，和战士一起快速冲上北峰，第
一次就顺利完成了送水任务。后来，山下
的指战员将武器弹药、粮食及生活用品也
装入水桶，让枣骝马送上北山。
《伊吾保卫战烈士传》还记载：送水

要经过伊吾后山，这里常有敌人的伏兵。
枣骝马一旦发现敌人，便会很快地利用
地形掩护自己，有时也会快速前进脱离
险境。一旦感到处境危险时，便会发出
“咴儿咴”的长叫，似乎是在请求北山给
予火力掩护。在快要接近北山主峰时，它
又会轻轻叫几声，似乎是告诉阵地上的
官兵：“不要误会，是我送水来了。”在枣
骝马送水的路上有一段草地，曾经有匪
徒从那里向它射击。所以它知道那里不

安全，从不在那里停留啃草，而是一步不
停地穿过草地直奔主峰。

据参加伊吾保卫战的官兵介绍，那
是一匹地道的伊吾马，非常通人性。黎明
或黄昏，每当战士们给它驮上水桶，轻拍
一下它的头颅，它便心领神会，出发上
路。当它走到开阔地带时，为了不让敌人
怀疑，它还变换出许多假动作，有时侧着
走，有时倒着走，有时甩摇着尾巴搅乱敌
人视线。有时遇到危险，它还会跑到敌人
的马群中，然后，趁敌不备，飞奔上山。
“钢铁英雄连”连史记载：伊吾保卫

战胜利后，部队为枣骝马记三等功一次。
在庆功大会上，指战员将一束大红花系
在了它的头上，把一块红布披在它的身
上，带它跨进了功臣的行列。上级还明确
指示，军功马不作退役处理，永远属于连

队的一员。枣骝马死后，连队为它开了追
悼会，把它葬在胜利峰下，让它的精神感
召一茬茬官兵。1978 年，伊吾人民在伊
吾县城街心花园为它塑像，视它为山城
的骄傲和光荣。2008 年，又在胜利峰下
再次用汉白玉为军功马塑像，并沿着当
年军功马送水的路线修建了 1950 个台
阶，以此来缅怀和纪念军功马。

神奇军功马的故事
■周玉明 肖承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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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甘共苦》（油画） 张文源作

志愿军官兵“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战斗。 林 杨摄1975年，周国才捐赠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半截皮带。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