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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面对党旗，再一次庄严宣誓时，仿佛又回
到了当年入党时那斗志昂扬、满怀激情的时刻。”6
月初，一场特殊的重温入党誓词仪式在山西武乡八
路军太行纪念馆举行。参加宣誓活动的武乡县政
府机关工作人员张健说，经常到纪念馆学习老一辈
的革命精神，能让自己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更好为
人民服务。

巍巍太行，红色武乡。翻开武乡的“红色版
图”，一处处革命遗址和一座座纪念碑犹如红色火
炬矗立在老区大地，430多处革命历史纪念设施、
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散布其间，现存的国
家级革命文物就达 4026件（套），是名副其实的一座
“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长期以来，武乡军地始终将境内星罗棋布的革
命纪念场馆作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每
逢重要时间节点，都会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开展缅怀
祭奠活动，每年约有上百万人次普通民众来此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武乡军地齐心协
力，已建成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5个、国防教育

示范基地 2个，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17 个、国防教育示
范基地3个。
“红色文化是我们不断取

得胜利的力量之源，也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武乡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
贾志军说，“不断发扬光大红色文化，很重要的就是
要让青少年学生从小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将红色
基因根植于心，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站在马牧河畔，朗朗的读书声不时传来。顺
着读书声走进武乡县城关小学，红色教育主题板
报、爱国主义教育展板、伟人像、红色标语、小八路
讲解员体验园、红色文化长廊……仿佛置身于红
色的海洋。
“用文化的芬芳滋养心灵，用红色的火种照亮

精神，用信仰的力量引领行动。”武乡县城关小学校
长魏永平告诉笔者，城关小学的学生从小就接受红
色教育，孩子们都要学唱一首红歌、讲一个革命故
事、背诵一首革命诗词、画一幅抗战图画，还要做一
次小小讲解员、当一天小八路、吃一顿小米饭、慰问
一次老八路、祭扫一次烈士墓、观看一部红色影视
片，通过践行“十个一”活动，将伟大的太行精神和
八路军文化从小植根于他们的内心，让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将优良革命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锣儿响，响当当。朱德将军好心肠，宽宏又大

量，意如铁，志如钢……”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
节，武乡县机关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用稚嫩的童声吟
诵红色传统经典故事。把红色文化融入学生的日
常教育，使爱国主义精神沁入孩子们的幼小心扉，
这已成为武乡县所有学校的共识。

山西武乡军地合力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生动课堂

红色文化滋养太行精神家园
■赵海鹏

高山昭忠魂，热血映苍穹。
新疆乌鲁木齐烈士陵园、空军新疆

航空队纪念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
馆……从冬末到初夏，辽阔西部一个个
红色纪念场馆，前来参观学习的各界人
士络绎不绝。
“追赶你的方向，我看到鲜花开满

山冈。”身处其中，记者深切感受到这
股漫卷祖国西部的红色旋风，宛如“红
色引擎”，持续点燃全民关注国防、崇
军尚武的激情，持久激发官兵强军兴军
的澎湃动力。

每个场馆都是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

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西部地区历史厚重、英模辈出，这

片热土是红军长征的经过地，是众多战
役战斗的发生地，是诸多红色精神的播
种生长地。
“西部有多少座高山，就有多少个

红色纪念场馆。”一名研究西部历史的
学者感慨，这些红色纪念场馆承载着厚
重文化，架起与历史对话的桥梁，有利
于后人探寻西部红色文化的生命历程，
解答红色基因如何传、历史责任怎么担
的现实课题。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这些红色场馆
常年向社会开放，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
人到现场缅怀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和精
神意志，开展“国防教育日”“主题党
日”“重温军人誓词”“少先队宣誓”
“追寻先烈足迹”等活动。

拉萨烈士陵园，与拉萨西部的根培
乌孜山相对伫立，长眠着为西藏解放和
建设事业献出生命的 1300 余名英灵。
朱门粉墙、飞檐黛瓦，无声诉说着一段
段令人动容的西藏解放史、交通建设史
与和平年代守卫史。

格桑花开永向阳，世界屋脊铸荣
光。阿里地区前地委书记、人民公仆孔
繁森，为帮助落水儿童脱险而献出生命
的某工兵团副连长洛桑丹增……长眠在
这里的每一位英烈的事迹都是爱国主义
教育、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拔去墓碑
旁的枯草，献上幽香的金菊，重温英雄
事迹和精神，已成为西藏各族群众代代
相传的坚持。

青山有幸埋忠骨，吾辈应歌英雄
事。西部众多红色纪念场馆坚持“迎进
门”和“送上门”相结合，将研究多年
的翔实历史送教上门。重庆红岩革命历
史博物馆原馆长厉华多次深入部队、学
校和企事业单位，做《红岩魂——信仰
的力量》的主题报告，讲述革命志士顽
强斗争的鲜活故事。同样，成都烈士陵
园工作人员常年坚持到企业、学校宣讲
英烈事迹……
“追寻、纪念，是为了以史鉴今，

更是为了赓续传承！”记者采访时，一
位坚守西部 20余年的部队领导表情坚

毅：“只有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
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才能在追
根溯源中不忘初心、回归本真，前进的
脚步才会铿锵有力。”

红色血脉凝聚官兵

经略空天的强大心灵力

量

“西部的红色纪念场馆长期向社会
开放，这些场馆所承载的红色精神由人
民军队在解放和建设西部的艰苦历程中
孕育创造，也一直滋养着官兵成长。”
西部战区空军领导对驻地红色资源的价
值有着清晰认识。

自 2016 年初春起，他们摸查部队
驻地及周边的战斗遗址、纪念史馆、烈
士陵园等红色教育资源，积极与地方政
府协调，先后与 20 个爱国主义教育、
国防教育场馆签署共建协议，挂牌设立
“西部战区空军培育‘四有’新时代革
命军人传统教育基地”，定时组织部队
参观学习，凝聚官兵经略空天的强大心
灵力量。

红岩精神穿越历史，折射出炫目的
时代之光，已深深融入部队血脉。重庆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是西部战区空军挂
牌的 20 个传统教育基地之一。在有
“雾都雄鹰”之称的航空兵某旅，新干
部、新兵来营第一课，就是参观红岩魂
陈列馆，每次重大任务前，都会组织官

兵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凭吊先烈，在红岩
精神雕像前重温军人誓词……近年来，
部队出色完成新型战机改装和十余项重
大演训任务，涌现出三夺“金头盔”的
飞行团长、“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
者蒋佳冀等一批精武人物。
“ 赓 续 红 色 血 脉 ， 传 承 红 色 基

因。”说到部队在改革调整中 7年 5换
驻地、6 次移防的历程，航空兵某旅
政委刘韬在中国地图上给记者圈点出
了他们移防过程中参观过的遵义会议
纪念馆等数个挂牌基地。去年，该旅
移防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后不久，他
们就组织官兵走进空军新疆航空队纪
念馆、乌鲁木齐烈士陵园感悟先辈伟
业，激发强军动力。

聆听航空队成长壮大历史，凝望
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该部飞行
副大队长钟华龙激情澎湃：“先辈们在
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训练飞行，空军第
一批飞行员从这里起飞。今天，我们
在调整改革中一路向西，也在同一片
土地上起飞，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
圣使命。”

伴着实战化训练的激越节拍，西部
广袤大地成为部队官兵厉兵秣马的演兵
场。西部战区空军所属部队只要到这里
演训，都要来感受先辈“祖国利益高于
一切，忠诚使命重于一切”的“精神原
子弹”，然后再带着一腔豪情投身火热
的演兵场……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时光飞

逝，“延安精神”“甘巴拉精神”等西部
疆域孕育的红色精神，薪火相传、生生
不息，戍守在这里的官兵眼神更坚毅、
誓言更铿锵：赓续红色血脉，担当强军
使命，捍卫祖国西部空防安全。

红 色 精 神 拔 节 生

长，点燃全社会崇军尚

武激情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纪念建党 90 周年之际，中组部老

干部局与一家杂志社举办全国离退休老
干部“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征文。一篇题为《穿越蘑菇云》的文章
获得一等奖，征文作者是 1976 年驾驶
战斗机穿越蘑菇云采集核试验样品的空
军飞行员张增荣，他是当年的“25 名
飞行勇士”之一。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3名

地方大学生通过征文得知了这段震撼人
心的历史。他们利用假期，千里迢迢，
一路向西，慕名追寻青海原子城纪念
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核试验基
地等红色场馆，用心感悟前辈们留下的
“两弹一星”精神、“马兰精神”。大学
毕业后，3人一起报名参军，其中一人
已成为和张增荣一样驾战机翱翔长空的
“蓝天骄子”。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三五九
旅屯垦纪念馆……置身其中，记者感受

着代代相传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意志，更
感受着延伸向全社会的生生不息的崇军
尚武热潮。

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是新疆唯
一一家记载空军航空兵发展历史的纪
念场馆，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国防教育
资源。
“这是一种缅怀，更是一种责任、

一种使命、一种传承。”原航空队队
员、开国少将陈熙之子陈塞北在纪念馆
重温父辈的战斗历程后激动万千，并献
出自己收集整理多年的资料和两本记录
父亲生平事迹的书籍。

记者在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管理
部门看到一组数据：自 2011年 11月开
馆以来，共接待省、军级以上领导 30
余人次，社会各界观众数万余人次。

种子落地，嫩芽破土。
来自西部战区空军招飞部门的数据

显示，近 3年来，新疆共有 1772名高中
生与大学生志愿报考飞行员，空军在新
疆共招收飞行员数十名。
“沿着他们飞过的彩虹，再次出

征！”初夏，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刚
刚走出纪念馆，一群阳光帅气的青年学
生迎着他们兴致勃勃奔向战机模型，对
视的目光撞击出梦想之光，也许，他们
的下一次相见会是在蓝天……

上图：西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组织

官兵到西藏军区军史馆追寻先辈足迹。

刘 波摄

辽阔西部一个个红色纪念场馆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宝贵财富，诠释着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和爱国情怀—

“红色引擎”澎湃爱国崇军动力
■本报特约记者 胡晓宇

习主席指出：“光荣传统不能丢，

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

就变了质。”一支记不得来路的军队，

是没有出路的军队。历史证明，呵护

好、传承好、捍卫好红色基因，官兵的

理想信念就能越来越坚定、战斗精神

就能越来越旺盛，就能经受各种艰难

考验，军队就会有光明的未来。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

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军在理

想信念、神圣军魂、根本宗旨、政治

本色、革命精神、铁的纪律等方面，

形成了一系列好传统好作风。这些

优良传统是红色基因精髓所在，是

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法宝。传承好

这些优良传统，官兵心里就有定盘

星，前行就有指南针。

传承中汲取力量。伟大的精神，

源于优良传统，源于光辉历程，更源于

历史积淀。1950年4月，十八军奉命

参加修筑川藏公路，面对极其艰苦的

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第一次喊出了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这个

口号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从此便成

为我军著名的战斗精神传承了下来，

激励着广大官兵战胜一个个艰难困苦

和强大敌人。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

代，红色基因激励官兵前赴后继、英勇

向前；在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中，红色

基因激励官兵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

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红色基因激

励官兵开拓创新、攻坚克难。正是这

种传承，使红色基因承载的精神力量

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是愈久弥香、

薪火相传。

传承中履行使命。使命高于生

命。人们都熟悉“两弹一星”精神，但

很少有人知道，在一朵朵蘑菇云里，还

有舍生忘死穿云取样的英勇身影。昔

日，“25名飞行勇士”抛开个人生死，

驾战机穿过蘑菇云，完成取样任务，为

国防科研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步入

新时代，航空兵某旅旅长蒋佳冀把使

命扛在肩头，始终盯着实战大抓练兵

备战，连续3次斩获我军歼击航空兵

飞行员的至高荣誉——“金头盔”，立

起了“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

子。长缨在手，使命在肩，一支支雄师

劲旅战天斗地、义无反顾，一个个铁血

勇士苦练实练、奋勇拼搏，把责任当作

追求，用忠诚践行使命，演绎出一部部

强军兴军的壮美画卷。

传承中续写文化。在新疆，有这

么一个小小的雷达站，它坐落在戈

壁腹地，周遭 80公里范围内没有城

镇、寸草不生，只有几十号官兵常年

战斗在这里。站里有个传统，每名

官兵退伍或调离前，都会在连队后

面的空地上种一棵红柳，久而久之，

竟长成了一座红柳园。雷达站的官

兵以红柳自比，凭借顽强的生命力

在戈壁滩扎下根，棵棵红柳映照着

他们的赤诚衷心。红色基因要继

承，就要认识它、总结它、发展它，在

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不忘来路、

不忘根基，保持初心、保持本色，跨

越“雪山草地”，突破“雄关漫道”，英

雄的人民军队必将书写出无愧于这

个伟大时代的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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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腔热血、一曲高歌、一面旗帜、一种精神……
今年五四青年节，驻疆部队一批批官兵前往

乌鲁木齐烈士陵园，开展祭奠活动。站在肃穆的
烈士纪念碑前，缅怀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仁人志
士，某部“95后”中士林安政一脸庄重。
“自 2017 年 3 月与烈士陵园签订共建协议以

来，每逢重大纪念日，我们都会分批组织官兵来
此祭奠，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驻疆
空军某基地宣传处处长陈永刚，边向笔者做介
绍，边熟络地同陵园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杨军打
着招呼。
“协议签署后，我们陵园也多了一个国防教育

场所。”杨军接过话头，介绍起军地共建的故事。
近年来，为进一步弘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驻疆不少部队纷纷同陵园联系，商议共建
事宜，陵园领导极为赞同：“为部队提供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服务义不容辞，同时还能组织广
大职工到部队接受国防教育。”

签署协议、挂牌设立培育“四有”新时代革
命军人传统教育基地……随着一项项活动和仪式
的展开，军地双方共建活动也正式启动。

很快，陵园主任王金芝便带领 20余名干部、
职工赴某部参观学习军营建设管理经验，还观摩
了警卫战士的军体拳、刺杀操表演。
“军容严整、充满活力的军营，扎根边防、无

私奉献的官兵，让我们的职工近距离受到了一次
鲜活的国防教育。”杨军感慨。

双方互动带来的不仅仅是触动。去年，陵园
工作人员赴某部军史馆参观见学，他们学着部队
官兵的样子，整齐列队步入军史馆，瞬间被庄严
的氛围感染。
“亲眼看着地形沙盘，亲手触摸界碑模型，亲

耳聆听厚重的戍边历史，从心里敬佩、自豪，更
是被部队官兵为边疆安全稳定做出的奉献牺牲而
感动。”陵园副主任开沙尔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
新，在红其拉甫展区，大家看到老一辈官兵在高
寒缺氧中扎根生命禁区、守护边防安全的感人画
面，不禁纷纷落泪。

今年清明，驻疆某场站通过共建协议，组织
官兵赴烈士陵园开展祭奠活动，并参观烈士事迹
陈列馆。现场聆听讲解员介绍著名烈士、英模人
物的典型事迹，官兵们深受震撼，并在烈士纪念
碑前重温军人誓词。
“这是一场走心的教育，也是一次庄重的宣

誓。”驻疆某部四级军士长罗军根感慨，“先烈们
用生命换来了新中国，作为
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必须
接过他们的红旗，传承他们
的精神，为边疆和平安宁贡
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乌鲁木齐烈士陵园与驻疆部队开展共建共育活动

军地携手传承爱国奉献精神
■杨松松

国防聚焦

国防广角

国防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