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 谁 来 讲 ，有

时比“讲些什么”更

关键

周五下午，听班长说周末有老兵要
回连队，担任连队荣誉室讲解员的下士
刘正文撇了撇嘴，一肚子的不乐意：又得
搞卫生、背稿子，周末要“泡汤”了！

那时的他很难想到，这个周末将怎
样影响他的军旅轨迹。
“下面展示的是连队不同时期的英

模人物，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周末，
老兵如期来队。走进荣誉室，刘正文按
背好的稿子为老兵们解说。
“这个，是我。”人群中一位老兵手指

一张照片缓缓说道。人头攒动的荣誉室
里，这个平静的声音几乎被嘈杂声淹没，
刘正文却仿佛听到一声惊雷。

担任讲解员以来，那张照片刘正文
已看了不下 30遍。照片上的战士正在
进行打眼作业，照片下方写道：“硬骨头”
战士孙祥林，曾被哑炮炸伤右臂致残，身
上残留 20 多块碎石，还继续充当钻机
手，连续3年出全勤……

刘正文怔怔地望着眼前的老兵孙祥
林：年过半百，面目和善，中等身材。谈
及 30年前那次爆炸、手术，以及后来拖
着病体重回坑道、伤口破裂送回医院，他
语气平静，就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尽管这些故事刘正文已烂熟于心，
但同样的故事从孙祥林口中说出来，每
句话、每个字，给刘正文的感觉都跟“背
稿子”时截然不同。

接下来的半天，刘正文陷入了深
思。他仔细打量荣誉室里那行醒目的文
字：“英勇顽强，敢打硬拼，乐于奉献，勇
争第一”，然后重新审视自己。

半年前，他分流到这个连队，高强
度的训练一度让他感到苦不堪言。来
队没几天，他就申请休假，想回家休整
一阵。假期结束归队，他却感觉脚步
更加沉重，“再熬两年就退伍”的念头
油然而生。

老兵来队过后，刘正文就像是换了
个人，他决心“在部队长期干下去”，并开
始奋起直追。一个月后，他报考了士官
学校，并在预考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面对面聆听老兵们的故事，深受触

动的不只刘正文。老兵刘东江的讲述，
让不少官兵听得眼圈发红。

1971 年的一天，连队在深山里修
筑炮兵工事。“轰”的一声巨响过后，石
块像雨点一样掉落下来。身为安全
员，刘东江赶紧吹哨通知人员紧急撤
离。见战友们都撤了出去，他才拔腿
往坑道口跑，就在这时，一块巨石把坑
道口堵死了。

巨石撬不动，又不能炸，外面的人无
计可施。6小时后，刘东江硬是从坑道
拱顶与山体的缝隙间一点点地爬了出
来，满脸是泥、指甲磨掉了、衣服扯成布
条、大腿鲜血直流……谁能想到，第二
天，刘东江又出工进坑道了。

刘东江讲完故事，赢得官兵热烈鼓
掌。此情此景，令王克斌深有感触：“一
堂传统课，由谁来讲，有时比‘讲些什么’
更关键。”

看在眼里，才能

更牢地记在心里

老兵葛毓臣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沓旧
报纸，郑重地交给连长修英杰，修英杰第
一时间将其存进了荣誉室。
“几份报纸能有什么特殊的来头？”

见此情形，列兵王狄出于好奇，跑到荣誉
室随手翻了翻，没想到却被深深吸引。

其中的一份是 1966年 3月 3日的报
纸，泛黄的纸页上，粗黑标题“‘劈山开路
先锋连’思想红作风硬”异常醒目。这则
消息记录了当时连队被国防部授予荣誉
称号的“高光时刻”。

另一份是 1972 年 3 月 18 日的原济
南军区《前卫报》，4个版面写的都是同
一个人——全国筑路模范、连队的八班
班长韦江歌。

几张散发着历史气息的报纸，把王
狄拉回到了一个个连史上的重要现场：
“就好像亲眼见证了老连长沈昌山从上
级首长手中接过‘劈山开路先锋连’的锦
旗；亲眼看到了韦江歌老班长和战友们
腰上系着绳子悬在半空，喊着号子抡锤
打眼放炮，修筑川藏公路……”
“这和教育课上告诉我连队历史光

荣、韦江歌事迹感人，完全是两种感觉！”
王狄觉得，这几张年代久远的报纸帮他
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连队光荣传统的大
门。时隔不久，他报名参选了团里的“二
郎山人”电视台主持人。
“把见证传统的‘物证’摆在官兵

面前，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统教
育。”王克斌从中受到启发。紧接着，
他又出了一个新招——把仓库里有年
头的老物件都搬出来，摆在官兵能看
得到的地方。

那天，下士李小恺接到任务，要将 4
台工程机械车倒入车库。想着时间不
长，李小恺就没开车上的空调。室外气
温 30多摄氏度，驾驶室里闷热异常，停
稳两台车后，李小恺已是汗流浃背。等
把车辆全部入库后，跳下车的李小恺边
擦汗边吐槽“鬼天气”。

路过一台老式推土机时，他口中的
埋怨戛然而止。这台“老爷车”不仅没空
调，而且发动机排风扇直对着驾驶室，简
直就是个烤炉。“可就是这样的车，老班
长们驾着它一路劈山筑路！”李小恺感慨
万千。

如今，在这个连队，传统的印迹随处
可见。门厅最显眼处，用大字镌刻着“二
郎山精神”；连队正门前，是“劈山开路先
锋连”的连旗；官兵的床头卡上，开头写
的都是“我是‘劈山开路先锋连’的一
员”。
“看在眼里，才能更牢地记在心里。”

自认为“讲不好传统课”的王克斌发现，
传统有时候需要的不只是讲述，而是要
用特殊的载体去呈现。

崇拜谁就会学习谁。前不久，为备
战上级考核比武，苦练单杠的四级军士
长田兆彬双手磨出了 8 个老茧。考核
时，田兆彬一口气打破团训练纪录。跳
下单杠，大家才发现他手上的 8个老茧
全被生生磨掉，手掌上鲜血淋漓。

没有亲身体验，

就难以感同身受

又到了每月一次的传统教育课。这
堂课，王克斌没有放在室内上，而是把大
家带到车场，指着装有 3袋水泥的小推
车说：“今天的教育内容就是推小推车，
每人3圈。”

老兵回营那天，看着连队的新型钻
机、轮式装载机等新装备，老兵们抚今追
昔，谈起当初抡大锤震得虎口出血、推小
推车推到双手磨烂，大家感慨万千。当
时王克斌就心中一动，为何不让没有抡
过大锤、推过小推车的官兵亲身体验一
下呢？

这些体验对年轻的官兵来说很新
鲜。三班战士常博彦跃跃欲试，第一个

握住了小推车车把。不料，他刚推出两
步，只有一个车轮的小推车就开始左摇
右晃，常博彦也差点被带倒。3圈下来，
他便气喘吁吁。
“连队荣誉室有张照片，讲的是以前

赶工期，老兵们推着载重 100 多公斤的
小车一路小跑，往坑道深处运材料。一
天下来，有的人手掌都磨掉皮了。”亲身
体验过后，再看那张照片，常博彦心中有
了一些跟从前不一样的感受。

事非经过不知难。“以前指导员上课
总讲老兵抡大锤把虎口震裂，我虽然从
图片上看到过大锤长啥样，但心中还是
将信将疑。”在连队组织的传承“二郎山
精神”故事会上，崔波分享了他的新体
验：“那天，我抡起那把八磅重的大铁锤
狠狠砸下去，只一下就震得我胳膊酸痛，
虎口直发麻……想想连队的前辈们，真
是太不容易了，向他们学习！”

没有亲身体验，就难以感同身受。
王克斌认为，今天的官兵对昨天的人和
事缺少直观感受，难以“同频共振”是正
常现象，这也是一些传统教育课讲不到
官兵心坎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找到了症结所在，该连的传统教育
课也随之“变脸”——

一次，连队组织拉练，全副武装的官
兵在崎岖山路上行军 40公里，不少官兵
脚上起了水泡。到了终点，不少人累得
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经意间，王克斌发现前方有处连
队 30 多年前修筑的国防工程，入口就
在半山腰。他立刻整队，组织官兵沿着
陡峭山路继续往上爬。见有战士叫苦，
他便打开“话匣子”：“30 多年前，就是
沿着这条山路，连队的前辈们扛着百斤
重的水泥进出，推着满是石头的小推车
往返……他们有苦不言苦，有的人还因
为塌方长眠在这里……”

队伍逐渐安静了下来。不知是谁
起了个头，大家一起唱起了连歌：“二呀
么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
的汉……”一首充满力量的《歌唱二郎
山》响彻山谷。

还有一次，连队组织官兵在某国防
工程内进行体能训练，半小时工夫，就有
战士直呼闷热。见此情景，王克斌便组
织大家坐下来，重温连史上那个“寒冬里
中暑”的故事。
“当时，室外大雪纷飞，气温零下十

几摄氏度。在坑道内，时任指导员付自
立带头扒渣、运石。连续作业 10 个小
时，浑身大汗淋漓的他一头昏倒在地。
送到山下医院，医生连说不可思议，第一
次见大冬天还中暑的……”

讲到这里，王克斌欣喜地发现，这一
次，再也没有人一脸懵懂、将信将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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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指的是从历史延传下

来的思想、文化、制度等，它蕴藏

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也镌刻

着一支军队的基因和初心。

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无数前

辈在对理想与信仰的坚守中，在

生死与血火的考验中，在牺牲与

奉献的选择中形成的精神财富，

是不可断裂的根脉。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

源，方能奔涌。历史和现实的经

验证明，用光荣传统启迪人、教育

人、熏陶人、塑造人，是我军保持

性质宗旨、作风本色以及提高战

斗力的重要保证。

然而，在传统教育过程中，个

别年轻官兵认为，传统“看不见摸

不着”，离自己太远；也有个别教

育者觉得，传统课太难讲到官兵

心坎上。每次传统课，自己就像

“一位蹩脚的历史教师”，怎么讲

都感觉过去和现在隔层山。

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没有

真正走近历史，走近孕育优良传

统的血火岁月。走得不够近，自

然难读得懂；因为没读懂，所以很

难被打动。

在返营老兵们的嘴里，故事

之所以有“嚼劲”，让人回味无穷，

就在于他们讲得真挚、讲得生

动。故事虽很遥远，却让人仿佛

身在其中。

每个历经生死考验的老兵，

都是一部写着光荣传统的“无字

书”。书里写着“平生铁石心，忘

家思报国”的爱国情怀、“捐躯赴

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献身精神、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的高

尚境界……

以他们为向导去探寻历史，

自然能品味到理想、信念、牺牲的

具体、生动和厚重，感受到穿越时

空的精神力量。

其实，只要擦亮眼睛，找准向

导，我们总能找到走近历史、走近

光荣传统的载体。一本写满苦难

辉煌的连史、一间洒满荣光的荣誉

室、一个陈旧斑驳的老物件……

走近它，它就温暖你，给你感动；读

懂它，它就滋养你，给你力量。

在网络短视频火热、虚拟现

实技术流行的今天，人们日渐习

惯以更直观的方式获取信息。如

何让光荣传统也“看得见摸得

着”，这是教育者必须面对的时代

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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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光荣

传统照亮强军征程，必须扎实

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重任”主题教育，为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增添正能量、

做出新贡献。

找
准
光
荣
传
统
的
﹃
精
神
向
导
﹄

■
陈

军

什么教育课最难讲？
“优良传统教育课！”北部战区陆军某工

程维护团指导员王克斌脱口而出。
王克斌所在的“劈山开路先锋连”是个

工程连队，曾被国防部授予荣誉称号，历史
厚重。1951 年，一位作曲家来连队当兵锻
炼，被官兵修筑川藏公路的艰辛所感动，写
下广为传唱的歌曲《歌唱二郎山》，“二郎山
精神”由此闻名。

作为“二郎山精神”的发源地，连队格外
注重光荣传统的传承弘扬，每月一次的优良

传统教育课雷打不动。
几个月前，王克斌就任连队指导员。走

进连队荣誉室，翻看那些浸染着艰苦岁月、
诉说着奋斗精神的老照片和老物件，他深受
触动，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讲好传统课、当
好新传人。

为了让传统教育课更好听、官兵更爱听，
王克斌使出了浑身解数，精美课件、视频、音
乐等轮番登场。可几个回合下来，他发现，自
己最看好的传统教育课并不“卖座”。

昨天那些感天动地的故事，为何难以感

动今天的官兵？
下士管清祥说：“指导员讲得看似走心，

却打动不了我心，因为那个年代，终究离我
太远。”

四级军士长赵学滔则感到，“可能听多
了，就麻木了”。作为连队的文艺骨干，他经
常参加团里的演讲比赛。每次演讲，他都以
传承“二郎山精神”为主题，回回都拿高分。
然而，“荣誉越来越多，感动却越来越少”。

怎样才能把传统课讲到官兵的心坎
上？王克斌一直苦苦思索。

转机发生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在
建连 70周年之际，连队迎来了 100多名退役
老兵返营“探亲”。在训练场、在荣誉室，他
们深情回忆起当年往事，一面面锦旗、一张
张照片就像被破译了的藏宝图，吸引官兵徜
徉历史，流连忘返。

循着老兵们的动情讲述，连队官兵你一
言我一语，重新审视这间熟悉的荣誉室以及
连队的光荣传统。看着老兵们与连队官兵
的热情交流，王克斌对如何上好优良传统教
育课也有了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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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非经过不知难。传统教育课上，连队组织官兵体验老一辈工程兵常用的小推车，许多官兵推着跑一趟就直呼“不易”。 王克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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