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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一个烫金大字上的一道裂缝——这
是武警某部七中队中队长陈小三向记者
隆重展示的“兵心”痕迹。

这道不起眼的裂缝，背后凝结了老
兵的眼泪，也折射了这支荣誉部队官兵
的荣誉观。

接到移防转隶的命令时，老士官陆
斐向时任连长陈小三提议：荣誉室的“荣
誉”要首先打包带走。

当时，这个连队的官兵，正在千里之外
执行任务。他们要在一周之内，携带全部
“家当”，赴新驻地报到。

时间虽然紧迫，但全连官兵第一个
想到的都是“荣誉”必须带走。对于他
们来说，那些锦旗、奖牌、文献等承载
的是连魂，是一代代官兵血脉中奔涌的
“精气神”。

解放战争时期，上级授予该连的“英
雄连”锦旗虽然陈旧，但依然能从编织纹

路看出是用红色被面缝制的。
在那个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年代，

这种红绸被面也只有佳人新婚的时候，
才会有人舍得用。官兵们轻手轻脚地将
锦旗卷起……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该连在“奇袭
白虎团”的行动中斩获重大战果，上级
授予该连“猛插分割、机智神速，痛歼
匪军建奇功”锦旗。

这面锦旗曾令该连名扬天下，官兵们

在卷起这面锦旗的时候分外细心，心情也
分外沉重。因为在奇袭行动之后，该连以
牺牲了包括连长在内的百余名官兵的沉
重代价，抵挡住了相当于一个团的敌
军。这面血染的锦旗既见证了该连的辉
煌，也见证了连队幸存的 17名勇士在战
场上重建“特功四连”的不屈精神……

挂在墙上的“连魂”荣誉牌和“奇袭
白虎团”浮雕，也被官兵们细心地卸下
来。有战士冲回宿舍，拿来自己的棉被，

把荣誉牌包起来，捆扎妥当。也就在这
时，官兵们注意到，负责打包“连魂”的三
名老兵抹起了眼泪。
“长期过硬，全面过硬，时刻过硬，群

体过硬”这 4行烫金大字，已经嵌在该连
荣誉室的墙上数十年，也贯穿在官兵们
每天集合的口号里。士官陆斐觉得“荣
誉室的一颗钉子都舍不得丢”，更别说这
几个烫金大字了。在打包“荣誉”的过程
中，他带着士官刘昊和上等兵薛耀辉，小

心翼翼地把这 16字“连魂”从墙壁上一
点一点地撬下来。

上等兵薛耀辉在撬字时，一个字
左下角的那个点突然裂成了两半。
平时大大咧咧的他，眼泪一下子就流
出来了。他哽咽着对班长刘昊说：
“这都是前辈留下来的，被我撬坏了，
对不起……”

刘昊赶紧安慰他：“每年老兵退伍，
都会专门对这几个烫金大字进行整修加

固，胶水一层摞一层，都‘长’在墙上了，
撬裂了在所难免。”

这几个烫金大字何止“长”在了墙
上，也“长”在官兵的心里。薛耀辉的眼
泪勾起了陆斐和刘昊的痛惜之情，泪水
也湿润了他们的眼眶。

最后，荣誉室的这些锦旗、奖牌，
还有这 16字“连魂”都被官兵们包在棉
被里，一起带到了新驻地。按新编制
运行后，曾经的四连变成了武警某部
七中队，连长陈小三如今也成了中队
长。

那 16个烫金大字，也被嵌进学习室
的墙壁。而那道裂缝也和诸多荣誉一起，
被记入了崭新的连史。

武警某部一中队退伍老兵表彰仪式上，全体官兵面向荣誉旗庄严宣誓。 张 凯摄

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说过：

“在一切高尚的情感中，荣誉心是人的

最高尚的情感之一，是战争中使军队

获得灵魂的生命力。”

崇尚荣誉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

是我军打胜仗的内在动力。

军人为荣誉而生，为荣誉而战。

军人的荣誉包含着丰富内容，体现在

时时处处。但必须认清，战斗力是衡

量所有金牌含金量的唯一标尺。

一支崇尚荣誉的军队，必能前赴

后继、无往不胜；一名向往荣誉的军

人，必能勇敢战斗、争取胜利。古今中

外，任何一支军队都会把军人荣誉作

为建军治军的重要内容。

崇尚荣誉就是崇尚胜利。官兵血

管里流淌着崇尚荣誉的血液，就会为

荣誉而顽强战斗；官兵心田里播下了

崇尚荣誉的种子，就会为荣誉而英勇

献身。

一部人民军队的历史，就是无数

先辈崇尚荣誉创造荣誉的历史。每一

个英雄称号都凝结着爱党爱国、百战

沙场的热血忠魂，每一枚英雄勋章都

镌刻着浴血奋战、建功立业的执着追

求，每一面英雄锦旗都传颂着不怕牺

牲、英勇善战的铁血豪情。

荣誉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品质在官

兵的血脉里不断传承。一代代军人离

开军营，却把荣誉永远地刻在奖牌上，

绣在锦旗里；一茬茬新兵走进营盘，把

前辈用汗水、鲜血换来的荣誉捧过头

顶，记在心间，用自己的双脚把这条荣

光之路走得更长。

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有时候

甚至比生命还重要。是荣誉，塑造了

革命军人大义凛然的铮铮铁骨；是荣

誉，铸就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英雄

气概；是荣誉，提供了官兵成长进步和

部队建设发展的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南部战区陆军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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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荣誉连队。经历了5次转隶、4次移防，他们如何做到荣誉不断、连魂不散？

●这是一群视荣誉如生命的官兵。在新一轮转隶移防中，坚强的老兵为何流下了眼泪？

●这是一种深厚的精神传承。在新体制编制下，他们遭遇挫折，又如何实现浴火重生？

转隶移防，“荣誉”首先被打包带走
■本报记者 段江山 马 超 通讯员 吴宇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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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让人感到非同

凡响的团队，必有其独特

的精神内核

回想对武警某部七中队的第一印
象，宣传干事余小六至今仍感慨不已。

在某执勤点，看到该中队一个任务
小组的官兵列队走来，余小六惊讶于他
们刚健的体态和步伐：“一个小组却走出

了仪仗队一般雄壮和威严的感觉。”
在教育课前，他看到七中队官兵们

进入学习室，挪桌子、搬凳子竟然没有磕
磕碰碰的响声。学习室墙壁上，那一排
排比武竞赛的奖状又说明了这个中队不
仅仅是作风过硬。

深入了解后，余小六才知道，该中队
曾经历了 5次转隶、4次移防，但他们对
荣誉的传承却始终如一、未曾中断。

在解放战争中，该中队曾隶属于原
68军，因作战英勇，被授予连队历史上
第一面“英雄连”的锦旗；抗美援朝战争
中，该中队开赴朝鲜战场，并因“奇袭白
虎团”的巨大战果，被志愿军总部授予
“猛插分割、机智神速，痛歼匪军建奇功”
锦旗，荣立集体特等功一次；转隶武警部
队后，面对训练方式和任务内容的巨变，
该中队依然传承发扬了战场上那种拼死
一 搏 的 精 气 神 ，赢 得 更 多 的“ 英 雄
旗”……

每一个让人感到非同凡响的团队，
必有其独特的精神内核。该中队的精神
内核就蕴藏在荣誉室的一面面“英雄旗”
里。一茬茬官兵为该中队赢得了越来越
多的荣誉，这些荣誉也在不断塑造一茬
又一茬官兵。

在一次执勤过程中，上等兵冯遵乘
和列兵于晓虎发现，一个深色手提袋被
弃置于海关执勤岗亭的墙角。他们迅速
呼叫机动巡视组的上士李东光，带领新
兵郭凯前来支援。

在排除了爆炸物的可能性后，他们
打开手提袋一看，里面竟然有 63万元现
金。他们随即向时任连长杜志国报告情
况，并上交了所有钱物。

后来，失主当场拿出 5万元现金，想
要酬谢拾金不昧的几位战士，被他们婉
言谢绝。

荣誉的激励“浇灌”出该中队过硬的
作风。

一次，该中队官兵受命在海拔 5200
多米的高原上站哨执勤，很多人都出现
了高原反应。

上士马如启虽然感觉头晕眼花，但
依然坚持挺立在寒风中。6个小时后，
他随车撤回，沿路顺道去接回其他战
友。远远地，他看见两位战友挺立在荒
无人烟的雪原上。

直到听到“撤回”的口令，这两位冻

得像“冰雕”一样的战友才抹了一把脸，
踏出几道新鲜的脚印……

每个人都在为集体、

为他人着想，这样的团队

是值得奉献的

演训场上为荣誉而拼搏的动力，往
往来自于日常连史连魂的“浇灌”。

刚来这支钢铁般的连队时，战士刘
佳佳就因为这里“恐怖”的训练强度而心
生退意。他甚至向时任排长雷鸣提交了
想回家的书面申请。

当时他患了足疾，平时很威严的班
长宋帅，每天背着他去看医生，还自掏腰
包为他买高品质牛奶补钙。
“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这支连队。”

刘佳佳回想新兵时的蜕变，“每个人都在
为集体、为他人着想，这样的团队是值得
奉献的。”

对集体、对战友的深情，成为刘佳佳
捍卫中队荣誉的情感基础。梳理官兵们
的成长轨迹，我们也能明白荣誉和连魂
在官兵中潜移默化的激励作用。

第一次参观连队荣誉室，浏览着陈
列的十多个比武第一的奖牌，刘佳佳惊
讶地问班长：“这到底是不是真的？”班长
宋帅告诉他：“事实就是如此，要想在我
们这个单位立足，军事训练必须过硬。”

更多的见闻触动着刘佳佳的心灵。
在宿舍里，他曾看过老兵侯晏青腿上青
一块紫一块的伤疤。侯晏青告诉他，想
在障碍课目中再多提速哪怕 1秒、想要
争取下次比武再夺块奖牌，就必须付出
一定的代价。

在学习室，刘佳佳发现老兵们坐下
之前都会把袖口挽起来。很久之后他才
明白，老兵们这样做，不过是要避免袖子
上的金属扣划伤桌面，确保集体财物的
维护要比别的连队更好。
“军人的荣誉重于一切。”刘佳佳从

越来越多的细节中领会到这句话的深
意，也逐渐成长为能为连队争得荣誉的
“好手”，并很快担任了七班班长。他帮
带过的战士陈文强，也有着相似的心路
历程。

新兵时的陈文强因为觉得“特功四
连”的称号很酷，就主动申请来到这支连
队。刘佳佳是他的第一任班长。在荣誉
室里，刘佳佳向他详细讲述了每一块奖
牌、每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那些故事里
有汗水，也有鲜血。

当时，刘佳佳经常带着陈文强打扫
荣誉室。他们清扫地面的工具竟然是抹
布。

荣誉室不大，但陈文强还是忍不住
问：“为啥别的连队可以用拖把，我们就
得用抹布？”
“因为我们必须比别的连队做得更

好，否则对不起前辈们用生命换回来的
那么多荣誉。”刘佳佳的这个回答，在很
久之后的那次比武中，陈文强才彻底懂
了。

那次比武分两天进行，该中队的前
身——武警某部四连首日仅获总评第
二。在官兵们的心目中，第二名就像战
场上打败仗一般让人无法接受。

休假在家，却时刻关注比武场战况
的时任连长李鹏实在坐不住了，当天晚
上就乘飞机赶回连队。第二天，他带队
出征，实现反超，最终斩获总评第一的成
绩。比武刚一结束，他又火急火燎地飞
回老家。

事后，有老兵提起，比武结束第二天
就是连长李鹏大婚的日子。他连夜赶回
老家后，一早就要出发去接新娘。陈文
强这才明白，这个比武总评第一的荣誉
所承载的那沉甸甸的分量。

赢得新的荣誉，是对

过往荣誉最好的传承

中队长陈小三怎么也不会想到，转
隶移防后的一次考核中，由于任务转换
及训练课目调整，该中队竟然破天荒地
拿了个倒数第一。

这种情况可是这支英雄连队数十年
来头一回遇到。考核讲评后，陈小三下
令解散，所有人却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一
个个咬紧牙关、紧握双拳。

翻开连史，该中队曾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遭遇极大考验。当时，该中队的前

辈们取得奇袭白虎团重大战果后，与敌
交火。最终仅有 19人在战场上活下来，
其中2人不久又因伤势太重而牺牲。

仅剩 17 个人的连队还能再次站起
来吗？历史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回顾的是连史，继承的是连魂。陈
小三倡议：“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撇开
以往所有的荣誉光环，从零开始，赢回曾
经的荣誉和自信。”

陈小三带着中队骨干研究新大纲，
制定了详细的强化补差训练。那段日
子，几位训练尖子从凌晨 4点半就开始
了一天的训练，跟随他们早起训练的人
逐日增多。不到半个月，在该中队驻训
场，每天凌晨四五点，官兵们就自发地开
始了高强度的全员训练。

陈小三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全中队
官兵“都憋着一股劲，就等一个打翻身仗
的机会”。

新一轮的比武如期而至，该中队官
兵的激情被彻底点燃。

战术课目比武中，新兵张庆用力过
猛，肘部大面积擦伤出血，但他依然咬牙
坚持，高标准完成所有战术动作。

九班副班长乔亮在前期训练中小腿
划破。陈小三劝他先把伤养好，他断然
拒绝：“我在养，对手在练，好不容易取得
的优势又会被反超。”

由于每天被汗水浸湿，伤口很快化
脓，但乔亮坚持走上比武场，并在障碍课
目上取得名次。在随后的五公里武装越
野中，他的一个脚趾的指甲受撞击而劈
开，他从小包里拿出剪刀，将迷彩鞋剪个
洞，包扎好伤口，再次冲进前几名。

在山地进攻连贯演练中，战士张立
华不慎踩空，从山上滑了下来，小腿被划
出 10多厘米的血口子。在队尾压阵的
指导员嘱咐他赶紧去后方处理伤口，他
说了句“再等一会儿，就快赢了”，继续提
枪冲锋。
“战士们为赢得荣誉，真是豁出命

了！”比武场上那一幕幕拼搏的场景，感
动着也震撼着陈小三这个老兵。

最终的比武成绩没有辜负官兵们的
付出：干部组个人前 3名，该中队占了 2
个名额；战士组个人前 7名，该中队占了
6个名额；全中队总评成绩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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