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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马飞、郭靳报道：“当兵锻炼
3个月的经历，增进了我对基层的了解，这
是我成长道路上的宝贵财富。”12月下旬，
刚刚完成岗前培训的西部战区空军某雷
达旅新毕业入职干部朱恩德，正式赴某基
层雷达站任职。此前，旅党委安排全体新
毕业干部到先进基层雷达站当兵锻炼，帮
助他们进一步夯实军政素质基础，锤炼过
硬作风，提高履职能力。
“新毕业干部是部队干部队伍的‘新

鲜血液’，他们能否较快融入部队、适应岗
位，事关基层建设质量。”该旅领导介绍，
他们针对新毕业干部对部队全面情况不
了解、第一任职能力欠缺等现实问题，统
一组织新毕业干部到优秀雷达站当兵锻
炼。通过与基层战士一同值班、训练，让
新毕业干部融入基层、知兵懂兵；采取理
论授课、实装操作、跟班见习等方式，帮助
大家了解战备法规、装备性能和战备值班
组织程序等相关内容；指定战勤骨干与新

毕业干部结成对子，通过“一对一”帮带传
授组训方法，交流心得体会。

当兵锻炼期间，新毕业干部蒋原在指
挥室观摩空情处置流程，看见指挥员有条
不紊下达战斗任务，指令员飞快传输各项
指令，他感到把自己所学理论转化为部队
实践还要下很大功夫。他决心扎根基层，
勤学苦练，尽快成长成才。另一名新毕业
干部熊臻伟主动深入雷达方舱，虚心向操
纵员、雷达技师等骨干请教雷达技战术性
能特点、空情保障难点，不到一个月就掌
握了某型主战雷达装备全功能操作方法。

据了解，该旅还针对所属雷达站地
处边远的实际，在新毕业干部当兵锻炼
期间，详细介绍部队光荣传统、担负任务
及在重大任务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模
范事迹，教育引导新干部向英雄模范学
习，赓续红色血脉，建功边陲。走出集训
队，新毕业干部个个信心满怀，在基层干
出一番事业的劲头更足。

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抓好新毕业入职干部岗前培训

新干部下连“淬火”提升第一任职能力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黄宗兴、特约
通讯员牛德龙报道：“到最高哨卡守
防，用最高标准执勤……”12月中旬，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陆续收到 152 名
新兵递交的下连申请书，请求到全军
海拔最高的连队河尾滩边防连戍边
守防。

河尾滩边防连海拔 5418米，空气
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8级以上大风常
年吹袭，周边冰封雪裹，自然条件恶
劣，被称作“生命禁区”。
“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边疆凝结

形成的喀喇昆仑精神，是激励团队新
兵奔赴‘生命禁区’、建功高原边防的
宝贵精神财富。”该团一名机关干部向
记者介绍，新兵入营后，团里及时组织
他们学习新疆军区编印下发的《喀喇
昆仑精神永放光芒》《红色基因代代
传》系列红色教材，并多次在团史馆开
展教育，让新兵在瞻仰荣誉锦旗、学习
英模事迹中接受精神洗礼，坚定戍边
信念。各新兵连还组织“海拔高，训练
和执勤水平更要高”“苦中有作为，苦
中建功业”专题演讲和讨论，引导新兵
端正价值导向，争做合格戍边卫士。

上世纪 70年代，维吾尔族青年买
托乎提入伍来到这个边防团所属的神
仙湾边防连，不仅创下了在“生命禁
区”连续守防 463天的纪录，还因完成
任务出色被授予“冰峰哨卡的坚强战
士”荣誉称号。在团史馆里了解到买
托乎提等多名“老高原”的戍边事迹
后，从地方大学入伍的新兵韩栋敬佩
不已。他说：“过去那么艰苦的条件下
前辈们都能坚守哨位，圆满完成守防
任务。现在海拔 5000 米以上连队都
建起了多功能营房和富氧训练室，戍
边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
更应该传承弘扬喀喇昆仑精神，用青
春在‘生命禁区’书写戍边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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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下旬，第 77集团军某旅今年
立功人员名单揭晓，女子特战小队小
队长白雪、特战连下士杨胜超名列三
等功榜单。

回顾一年来的经历，分享立功心
得，两人都有共同感触：没有组织的
信任和肯定，他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
成绩。

白雪是 2018届国防生，毕业后主
动申请到特种部队任职。面对大学专
业与岗位需求、体能水平与训练要
求、生活习惯与军营养成之间的落
差，她一度后悔当初的选择。去年 11
月，白雪参加旅新毕业干部集训。当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完成第一次“魔鬼
日”训练后，她彻底没了信心，躲在
被子里偷偷抹眼泪……

在最迷茫的时候，集训队队长杨
珈奇及时为她加油鼓劲：“白雪，你是
一位很有潜力的年轻干部，特战训练
之初都要经历一番转型之痛，我们相
信你会越飞越高。”
“被信任是一种莫大的鼓励！”队

长的肯定给了白雪奋起的动力。她下
决心补齐短板，最终以总评良好的成
绩通过集训，并因训练进步大获评
“集训最佳学员”。

信任、鼓励，一路伴她前行。
今年 7月，该旅首次成建制赴海

拔 3000 余米的昆仑山域开展多伞型、

多高度伞降实跳训练。在实跳前夕，
白雪打起了“退堂鼓”。
“第一次跳伞，会不会有危险？”

“高原空气稀薄，会不会影响伞衣操
纵？”……一连串问号导致白雪的训练
成绩下降，甚至还在训练时因顾虑走
神不慎崴脚。

这些思想波动被教导员杨华茂
看在眼里。在伞训官兵思想形势分
析会上，大家决定帮助白雪打消顾
虑、坚定挑战险难课目突破自我的
信心。
“白雪！你是最棒的！”“加油啊！

我们相信你！”……训练场上，领导和
战友们一次次为她的努力尝试鼓劲，
为她的进步提高喝彩，这些宝贵的信

任 ， 给 了 白 雪 无 穷 的 力
量。她勇敢地递交了跳伞
申请，并以单次伞训跳伞
12 次的成绩打破了旅女干
部跳伞训练纪录。

一年来白雪几次面对
困难考验，每次都是组织
和战友的信任鼓励帮她爬
“坡”过“坎”。3 月，白
雪因思想波动导致训练成
绩起伏，所在支部书记每
天找她谈心，鼓励她走出
阴影；10 月，她的家里突
发变故，党组织暖心地帮
助她解决实际问题……
“如果没有组织的鼓励

和信任，我不会迅速成长
为合格的女子特战队员，
更不可能荣立三等功。”白
雪吐露心声。

与白雪一样有难忘心
路历程、实现成长跨越的官兵还有杨
胜超，他是 2017年从友邻单位转隶至
该旅的一名下士。由于体能素质过
硬，他原本自信能够凭借努力迅速在
新单位崭露头角。

2018 年 3月，经过层层预选，杨
胜 超 如 愿 参 加 “ 国 际 军 事 比 赛 -
2018”“侦察尖兵”项目集训选拔，梦
想着能代表祖国出征国际赛场。200
余名集训队员角逐 12 个最终参赛名
额，竞争激烈。集训过程中，杨胜超
逐渐暴露出特战技能基础不牢的劣
势，在第三轮筛选时因总评排名靠

后，遗憾落败。
随后，杨胜超再战“特战奇兵”

比武集训选拔，再败！又战“精武”
比武集训选拔，仍未如愿！“明明已经
很努力了，为什么还不见成效？”“难
道我真的比别人差吗？”三战三败，杨
胜超备受打击。

连长褚红雷一直相信杨胜超能
行，鼓励他再次报名参加旅“猎豹
勇士”群众性比武。褚连长指出了
杨胜超急于求成的弱点，手把手进
行课目教学，帮他打牢训练基础。
经过 5个月的紧张备战，杨胜超熟练
掌握了考核涉及的所有高难度特战
技能。今年 11 月，经过操舟潜水、
特种驾驶等 50 余 项考核内容的比
拼，杨胜超力压群雄以全优成绩夺
冠，被旅授予象征旅队最高荣誉的
“猎豹勇士”称号。

站上领奖台，杨胜超坦言，没有
褚连长的信任陪伴，他一定没有勇气
屡败屡战，之后的成绩也无从谈起。

一个是新毕业国防生几经波折突
破自我，一个是转隶战士三战三败终
得桂冠。谈起两名官兵的成长经历，
旅领导说：“信任的力量是无穷的。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指
出，要用信任的眼光、欣赏的眼光、
发展的眼光看待基层官兵。我们有责
任在官兵成长成才的路上播撒信任和
鼓励的阳光。”

在调研中，该旅党委发现，青年
官兵对军旅怀有高远的志向和抱负，
因势利导激发斗志，可以激发巨大潜
能。为此，他们提出以信任育才，要
求各级党组织及时分析官兵思想形
势，主动靠前排忧鼓劲。他们依托基
层党支部常态开展“夸一夸我的好战
友”活动，定期通报表彰“训练之
星”“进步之星”，组织训练尖子巡回
报告，建立“猎豹人物画册”存入旅
史馆……

这两天，该旅政治工作部正在紧
张筹划 2019年度“感动特战劲旅颁奖
晚会”， 10 名官兵又将成为军营新
星。一批在肯定的目光中成长的官兵
正激励着更多战友，信任与欣赏仍在
催生部队未来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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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光景，新毕业女国防生成长为飒爽特战队员；两度寒暑，一位跨专业转隶
战士荣登精武榜首……第77集团军某旅立功人员名单揭晓——

两枚军功章闪耀信任的阳光
■丁 涛 毛世川

【解说】

纵观我们党和人民军队革命历史漫
漫征程，如果说，南昌起义塑造了人民军
队的“形”，那么，三湾改编无疑熔铸了人
民军队的“魂”，而保证这支军队军魂永
驻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制度，就是以毛泽
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
个伟大创举——支部建在连上。
【同期】习近平主席 2015年1月

在听取原十四集团军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节选

“支部建在连上”，是我军的优良传

统，也是党领导军队的重要原则和制

度。落实好这一重要原则和制度，对坚

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推动基层建设全

面发展全面过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解说】

历史的辉煌，需要今天的传承，更需

要从中汲取新的奋进力量。

伟大创举

【解说】

夜色沉沉，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艰
难前行在罗霄山脉。

这是 1927年 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遭遇攻打平江、浏阳、醴陵的失利和几
天惨烈征战，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部队已由 4个团 5000 余人锐减至 1500
余人……

笼罩在队伍中的悲观情绪，就像弥
漫在山间的浓雾。脚部受伤的毛泽东，
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行进在队伍里。

比脚底伤痛更难忍受的是他心中的
痛：起义军许多人是刚刚放下锄头、拿起
梭镖的农民，一听到枪响就慌了神。起
义军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师长余洒度军
阀习气严重，团长邱国轩叛变，成批的官
兵四散而逃。

就在同一时期，在岭南还有一支几
乎溃散的部队，那就是身处困境的南昌
起义一部。虽然主力是有“铁军”美誉的
叶挺部和战斗力较强的贺龙部，高级指
挥员也大多是黄埔精英、北伐名将，但仍
然是一败再败、越打越小。贺龙后来回
忆说：“那时候的军队，就像抓在手里的
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秋收时节暮云愁。一个月前，在八
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
泽东，此时思虑最多的是：如何把枪杆子
牢牢抓在党的手中？怎样才能凝聚起这
支部队？

在九陇山下的这个小山村，秋收起
义部队短暂休整。整个队伍中唯一一个
没有逃兵的连队，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

这个连的党代表叫何挺颖，曾是北伐
时期的团党代表。昏暗的油灯下，毛泽东
与何挺颖彻夜长谈。毛泽东问，部队为什
么抓不住？为什么逃兵这么多？何挺颖
回答，主要原因是连队一级没有党的组
织，党的影响没有渗透到队伍中去；党员
太少，又没有捏在一起，形不成力量。

窗外，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屋内，
思想火花碰撞迸发：党支部不能只建在
团一级，而要建到连队去！
【同期】袁建芳 井冈山干部学院教

授（袁文才之孙）

当时，我们党虽然也整合和影响了

一些国民党军队，在起义军当中建立了

党的组织，但是这些组织都是建立在团

以上，而基层的连一级则没有建立这个

组织，所以它就不能及时影响士兵、不能

及时掌握士兵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早就在思考

和探寻，最终在三湾找到了答案。

【解说】

1927年 9月 29日，秋收起义部队来

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当天夜里，就在
这家名叫“协盛和”的杂货铺，毛泽东主
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
队进行整顿和改编。
【同期】颜郎娇 三湾改编纪念馆副

馆长

第二天一早，就是在这棵大树下，毛

泽东向大家宣布了三件事：（一）将原本

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改编后去留自

愿；（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

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三）

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在团、营、连各

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的经济和

政治管理。

【解说】

千年古枫，见证了一个伟大创举的
诞生；三湾改编，成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
的重要开端。

毛泽东大手一挥，一支中国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革命武装，开赴“郴衡湘赣之
交，千里罗霄之腹”的井冈山……

叶家祠，一座晚清建筑，记录了人民
军队又一个历史瞬间——“水口建党”。

三湾改编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叶
家祠的小小阁楼上，毛泽东在“红一连”
亲自组织发展 6名新党员，建立了人民
军队第一个连队党支部。6名工农士兵
骨干，跟着毛泽东，举起了紧握的右拳：
【同期】入党宣誓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

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解说】

这 6名党员，后来 3人牺牲，一人病
逝，幸存的两人，为开国上将陈士榘、开
国中将赖毅。

毛泽东说：“一个人活着要有心脏，
党支部就是连队的心脏。把连队党支部
建好，让连队的心脏坚强地跳动起来，才
能使党的血液流贯我们这支部队的全
身。”他特意安排营连党代表现场观摩，
要求他们抓紧发展新党员，成立连队党
支部。

7天后，毛泽东又在江西遂川县大
汾圩，主持特务连 8 名新党员入党仪
式。发展新党员的工作迅速展开，“支部
建在连上”进一步得到贯彻和实现。
【画面】特务连8名新党员入党仪式

时间：1927年10月22日晚

地点：江西省遂川县大汾圩

主持：毛泽东 前敌委员会书记

参加：（1）特务连3名党员干部

罗荣桓 特务连党代表

曾士峨 特务连连长

张宗逊 特务连副连长

（2）8名新党员

【解说】

就在同一时期，朱德、陈毅率领的三
河坝南昌起义余部进行“赣南三整”，重
点整顿党团组织，建立党支部，加强了党
的领导，发挥了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工农武装，成了坚定跟党走的队伍；
绿林好汉，成了有纪律的战士；旧式军
人，成了有理想有信念的革命军人。人
还是那群人，枪还是那些枪，队伍却有了
新的模样。

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传》一书的
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斯·特里尔
这样评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
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
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
的身旁。”

1928年 4月，朱德、陈毅率部转移到
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
冈砻市会师，当时全国工农武装中规模
最大、战斗力最强的红四军在井冈山诞
生，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红四
军军委书记。

罗霄山脉，竹涛阵阵。万山丛中，旌
旗猎猎。

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在给中
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所以艰难奋战
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
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
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
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
的考验。”

如同蜿蜒在井冈山深处的崎岖小
道，造就一支人民军队的过程，注定不会
是一片坦途。

为粉碎国民党军“会剿”、开辟新的
根据地，1929年 1月，红四军走下井冈山，
游击赣南、闽西。在转战过程中，红四军
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
了分歧，单纯军事观点、“走州过府”的流
寇思想等在队伍中逐渐抬头。围绕党对
红军的领导和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从6
月份的红四军七大，到 9月份的八大，争
论一场比一场激烈，错误思想一度占了
上风。毛泽东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还以一票之差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

这场争论之后，红四军进军闽中、转
攻上杭战斗中，三个纵队损兵三分之一，
红四军陷入严重危机。
（下转第十二版）

编者按 11 月 8 日至 10 日，
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上，与会代表集中观看了《支
部建在连上》专题片。12 月 30 日，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了该片，观众反响强烈。
《支部建在连上》专题片由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摄制，全片围绕
“伟大创举”“制胜法宝”“使命召唤”3
个部分展开，重在回顾呈现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
索“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伟大创举的
酝酿发展和定型历程，揭示“支部建
在连上”这一制胜法宝的内在机理和
实践伟力，突出习近平强军思想对新
时代军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科学引
领，是一部阐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
本原则和制度的专题辅导片。

该片对于深化认识我党初心和
使命，弘扬“支部建在连上”优良传
统、加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具
有很强的启迪教育意义。本报今天
全文刊登该片脚本。

—《支部建在连上》专题片解说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