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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曝出，个别微商在

朋 友 圈 及 网 店 公 开 出 售 “ 光 荣 之

家”牌匾，标价 90元包邮，卖家自

称其出售的“光荣之家”牌匾和正

品一样，还可根据采购者的需求定

制不同省份的牌匾。当不少网友对

其 合 法 性 提 出 质 疑 时 ， 卖 家 表 示

“已有卖出去的先例，从未出过问

题，也不犯法”。

2018年 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

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按照

办法要求，光荣牌悬挂范围扩大至烈

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

人遗属家庭和现役军人家庭、退役军

人家庭；规范了光荣牌的样式、悬挂

方式和管理机制，完善了惩戒措施和

建档立卡制度等。

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

悬挂光荣牌虽然只是一件暖心的小

事，但小小的牌匾里饱含的却是整

个国家与社会对军人的尊崇，是对

其社会地位的高度认可。对于军人

家庭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

的事。然而，近年来“假军人、假

军服、假证件、假军牌”等涉军造

假违法犯罪活动层出不穷，如今又

出现售卖高仿“光荣之家”牌匾，

不仅扰乱社会治安，而且严重影响

军人与军队形象。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需要社会各界充分了解军人群体，

并从内心尊重军人。构建军人军属

荣誉感体系，需要国家、社会和个

人的共同努力。长久的和平环境使

军队和军人的价值趋于隐性，社会

文化中敬畏战争、崇敬军人的国防

意识淡化，军人荣誉屡遭忽视甚至

轻视。和平年代虽无战事，军人却

依 然 有 牺 牲 ， 在 训 练 、 扫 雷 、 救

灾、维和等行动中，我们难过地失

去了申亮亮、李磊、杨树朋、刘景

泰 等 战 友 ， 在 见 义 勇 为 、 抗 洪 抢

险、抗震救灾第一线，处处可见火

灾面前的“最美逆行”、救灾一线的

“最美睡姿”、洪魔面前的“最美大

脚 ”、 抢 险 过 程 中 的 “ 最 美 成 人

礼”……是他们，用生命守卫我们的

幸福平安生活，无愧为最可爱的人，

同样需要并值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

悬挂光荣牌，是为了让军人军属

感受荣耀；捍卫这份荣耀，需要全社

会形成共识共同维护，更需要有关部

门依法打击造假贩假行为。

某部战士 胡 贺

让“光荣之家”真正尽享荣光

有一种变化，穿越时空日新月异

沧海桑田。

有一种传承，跨过岁月历经风雨

初心不忘。

有一种基因，融入血脉历久弥新

代代相传。

“管理教育模范连”八班《兵情日

记》里的文字朴实无华，虽然记录的大

多是班里的小事，没有太多轰轰烈烈、

没有太多波澜壮阔，但其中折射出的

却是我军发展建设的创业史、奋斗史，

是砥砺强军的生动教材。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足

迹铿锵有力。人民军队的沧桑巨变，

也在八班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中体

现得淋漓尽致，设备齐全的新营房替

代了破陋的旧平房，曾经的“铁脚板”

也有了装甲战车，00后新兵走进了军

营……

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

到了，思想就永恒；传承下来了，发

展就永恒。欣喜的是，在这本《兵情

日记》中，我们找到了战士们把吃苦

当奉献的品格修养，找到了战士们

视荣誉为生命的精神高地，找到了

战士们把任务当使命的价值追求，

找到了战士们把战友当兄弟的信仰

传递。这些根植于一代代八班战士

内心的信仰和担当，不正是我军不

断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制胜法宝吗？

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像八班那样，

深入挖掘萃取旅史、连史、班史中的遗

传密码，理清红色历史的根脉，熔铸信

仰的力量。在不断变化的时代大潮

中，用“不变”的红色血脉牢牢握住方

向盘，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系牢坚固

的情感纽带，凝结崇高的价值追求。

结合培育战斗精神、担当新时代使命

任务，激励官兵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

备，充分挖掘能打仗、打胜仗的内在潜

力，大力培育奉献精神和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在强军兴军伟大征途中书写

新的辉煌篇章。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今

天，我们正处在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

的关键时期，前进的路上还有许多

“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

“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我们

相信，只要基因不变、本色不变，信仰

的种子、制胜的密码就不会丢，人民

军队一定会在淬炼红色基因中不断

成长壮大，在赓续红色基因中永葆生

机，在传承红色基因中走得更远，走

向更辉煌的未来！

赓承历史

传递信仰
■张 谦

读者论苑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历史是忠
实的见证人。

在陆军第 73集团军某旅“管理教
育模范连”八班，有这么一本《兵情日
记》。日记第一页记载着1969年 10月
29 日八班的一次整风教育过程：“对
待上级的指示和帮助，做得不坚决，生
活散漫，对好的作风和好的思想学不
进……”

从那天起，八班坚持用《兵情日
记》记录班级建设的每件大事、每年立
功受奖、检讨反思及每名战士的家庭
情况、兴趣爱好、训练成绩、成长故
事。以此传承光荣传统，总结经验教

训，融洽兵兵关系，促进全面建设。
时光荏苒，50载寒暑易节。从练

兵备战的样板连队到如今聚力转型的
全面发展连队，《兵情日记》记录下一
名名战士成长的真实“轨迹”。这本
《兵情日记》，既是他们的班史连史，也
是我军全面建设发展的一个缩影。

走进八班，翻阅《兵情日记》，仿
佛看到了战士们的初心和使命，看到
了战士们的收获和成长，看到了八班
乃至连队几十年来经历的沧桑巨
变。下面让我们一起分享八班战士
们的故事，感受《兵情日记》里的变与
不变！

写在前面

用初心记录历史 让历史照见前路
—解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管理教育模范连”八班《兵情日记》里五十年来的变与不变

■■连 源 王路加 本报记者 赖文湧

为进一步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效果，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把教育课堂搬到红色纪念地，并

与地方联合建立多个红色教育基地。图为该支队组织官兵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圩子旧址参观见学。

李程辉、梁 旭摄影报道

“下午我们全副武装急行军30多里

后组织小休息，当时战友们水壶里的水

早就喝光了，正在饥渴难耐的时候，班

长变魔术似的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

说，‘我咋一点没觉得渴呢？你们拿去

吃吧。’说完就把苹果塞到小平手里，小

平犹豫了一下，也来了一句‘我不喜欢

吃苹果，还是你们吃吧！’苹果就这样在

班里几个人手里传了一圈，还是一点都

没少。那一刻，看着战友们干裂的嘴

唇，我的鼻子突然酸酸的，这就是战友

间的情谊吧！”

——摘自《兵情日记》1979年 9月

21日

对八班战士来说，《兵情日记》中记
录的一个苹果的故事，不仅令人感动和
温暖，还是一种无声的感召和引领，也

成为融洽兵兵关系的最好教材。
今年5月，刚下连的战士宋海东和张

玉龙，因为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产生矛盾，
发生了口角。两人僵持了好几天，导致班
里氛围变得有点紧张。班务会上，班长汪
涛拿出了《兵情日记》，与大家一起重温了
“一个苹果”的故事。两人听完之后沉思
良久，互相道歉，在随后的训练生活中，互
帮互助，共同完成一个个挑战。

随着时代的发展，八班的兵员成分
也在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00
后走进了八班。但不管兵员成分怎么
变，八班有一点没有变，带兵人懂情理、

靠法理、讲道理没有变，把对战士的关
爱放在心坎儿里没有变。

战士张皇入伍前是一名研究生，由
于缺乏锻炼，身体素质远不如同批战
友。一次考核后，他在《兵情日记》中把
自己形容成八班史上“学历最高、年龄
最大、成绩最差”的新兵。时任班长龚
奎在批注《兵情日记》时写下：“无论博
士还是硕士，先当合格战士！相信你，
新时代强军征程上有理想的追风者，加
油！”在班长和战友们的鼓励和帮助下，
张皇克服了一道又一道难关，成为官兵
身边的榜样。

兵员成分变了，知兵爱兵的理念不变

“在 1964年河南信阳全军大比武

上，我们八班参加的单兵战术和班战术

（实弹）两个比武课目，获得了全军第一

名的好成绩，受到叶剑英元帅接见。单

兵战术课目的训练，逐渐成了咱们八班

的一个金字招牌……”

——摘自《兵情日记》1974年 7月

18日

在《兵情日记》里记录的年度考核
成绩一览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八班
已告别昔日苦练“米、秒、环+体能”的旧
模式，步入了以驾驭信息化装备为主导
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战争年代，八班战士用一杆枪和一
双“铁脚板”，赢得战斗的胜利；全军比
武，八班战士靠着勇猛、顽强的战斗作
风，摘得两个桂冠。半个多世纪前的八
班战士也许不会想到，赫赫有名的“战

术标兵班”如今也装备了步战车，实现
了由“铁脚板”向“车上神”的跨越。

2017 年，连队调整转型为两栖装
甲步兵连，八班又率先完成了从陆上
到海上的转型：第一次装备试水，八班
战士不仅担负开浪的重任，更是编队
里的“领头羊”；第一次海上实弹射击，
八班在风高浪急的陌生海域，成功命
中目标。

初夏时节，八班所在营在某海域组
织夜间海上驾驶训练。课目全新、海域
陌生，加上夜间能见度低，风险系数高，
“敢不敢下海、敢不敢冲击”成为摆在官
兵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八班请求第一个下海！”班长汪涛
向营里提交请战书。

海浪激荡，两栖战车鱼跃入海。波
峰浪谷间，战士陈文驰紧握操纵杆，加
油、更换水上挡、打开防浪板，两栖战车
急速冲过浪峰……波涛之上，八班向未
来战场迈出了坚实的步子。
“我们可以没有一套完整的迷彩

服，但决不能够没有一身过硬的军事
本领。不论环境如何变化，条件如何
艰苦，战场如何险恶，八班的兵永远要
第一个站出来！”走下演训场，班长汪
涛在《兵情日记》中记录下战士们的战
斗激情。

武器装备变了，强军精武的精神不变

“重温班史：兖州战役中，八班战士

平均年龄不到18岁，但他们完成任务坚

决彻底，攻克内城苦战2小时，连续5次

击退三面向我反扑之敌，与敌展开白刃

战至最后一人，战后被授予‘青年战斗

模范班’荣誉称号……”

——摘自《兵情日记》1985年 3月

1日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
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
高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血的足
迹继续前进，比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祖
国灿烂！”这是八班两任班长在一次班史
交接时，在《兵情日记》中写下的话。

八班每一名新来的战士都要从《兵

情日记》里上这么一课：“在八班，每个
人都要把荣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
重。来到这里，我们只有争荣誉的义
务，不能给集体抹黑。”

不论是在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的兖州
城头、在和平时期摸爬滚打的训练场，还
是在新时期出奇制胜的演兵场，荣誉意
识始终根植于八班每一名战士的心中。

2017年深秋，一场实兵实弹演习在
某训练基地展开。面对“敌”军强大的
炮火压制，我方久攻不下，时任八班班

长陈立主动请缨，带领八班战士每人背
负 20公斤炸药包，一路隐蔽进攻，仅用
35分钟就突破 3道障碍，成功抵近“敌”
军防御最前沿，为演习获胜立下首功。

今年 5月，旅里举办创破纪录活动，
班长汪涛不顾左肩韧带拉伤，主动找到
连长请缨：“这种关键时刻，请相信我！”
他的执着打动了连长。在比武场上，汪
涛忍着伤痛带领班里战士大显身手，先
后在旅创破纪录活动和军体运动会中取
得了5个第一、4个第二的好成绩。

形势任务变了，捍卫荣誉的决心不变

“女排的姑娘们是拼搏进取的楷

模，前几天她们专门抽出时间来连队体

验生活，看到我们浑身湿透的衣服、窟

窿连着窟窿的裤子、磨烂的鞋子和战友

们手上脚上留下的伤口，特别是听说了

我们伙食标准比她们低得多，她们觉得

很不可思议。这些邻家小弟弟一样的

战士，怎么能吃得了这份苦、受得了这

份累？”

——摘自《兵情日记》1987年11月

10日

“涂景华，的确良 2 套，解放鞋 2
双……”在 1977年《兵情日记》中有张表
格，记录着八班战士被装发放情况。

今年 3月，回到连队的老战士涂景
华回忆起往昔眼眶湿润：“那时战士的
军装是‘的确良’布料，没有皮鞋，只有
解放鞋，衬衫是用白棉布做的。你们现
在的新式军装，看着真精神……”

指导员朱亚强介绍，连队原来住的
是土坯房，有的墙皮脱落，有的还开着
“天窗”，出门就见黄土，脚下全是沙石
路。经过几代官兵的不懈努力，现如
今，白墙红瓦的楼房宽敞明亮，数字电
视、网吧、健身房等设施齐备。

从品种单一的粗布军装到功能齐

备的新式军装，从土坯草房到红砖楼
房，从信息闭塞到网络时代，《兵情日
记》记录着军营的变化，也见证着连队
战士们始终如一的吃苦奉献精神。

去年夏天，驻地某高校 30余名大学
生到连队开展共建活动。当看到官兵
们全副武装、在 40多摄氏度的战车里一
待就是大半天、不知疲惫地在热浪袭人
的训练场上挥汗如雨，他们感慨地说：
“跟我们年龄相仿的青年官兵，给我们
带来的不仅是感官的震撼，更是精神上
的洗礼。”

今年 3月，列兵陈进华代表连队参
加旅精武集训。集训 3个月，陈进华每
天 30 公里全副武装越野、负重穿越泥
潭，抗疲劳、耐饥饿、练意志，穿破了 3双
迷彩鞋，磨烂了 2套迷彩服，体重降了 6
公斤……
“八班历来是训练最猛的班，今天

依然是。训练场上，八班战士洒下了多
少汗水、多少鲜血，我们就是要用行动
告诉人们，新时期的八班照样吃得了这
些苦头……”凯旋归来，陈进华在《兵情
日记》中这样写道。

题图摄影：谢文剑、夏 涛

题图合成：陈坤丰

物质生活变了，吃苦奉献的精神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