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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这块广袤的热土上，一个个革命遗址，

或诉说着前辈们的战斗故事，或镌刻着前辈们的奋

斗足迹，灿若明珠，镶嵌山河。如果把一颗颗明珠

串缀起来，就是一串光耀千秋的红色足迹。

“两路四地”——第77集团军给这串红色足迹挂

牌命名。2019年冬，他们组织所属部队官兵陆续走

进“红军长征征战路、进军西藏征战路，川陕革命根据

地、开国元勋诞生地、革命先辈奋斗地、英雄模范成长

地”，让历史照亮现实，让课堂和战场叠加……

左图：十八军传人在昌都解放纪

念碑前，缅怀先辈事迹，砥砺初心使命。

右上图：该集团军组织优秀官兵

代表，在邓小平故里举行红色教育基

地揭牌仪式，追寻伟人足迹。

右中图：官兵来到赵一曼纪念

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党日活动，追忆烈士革命精神。

右下图：赤水河畔，在红军四渡

赤水纪念馆聆听讲解。

郭 朋、赵云桥、赵清松、闫骏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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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 4年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革
命纪念馆讲解员格绒拉姆，终于见到了
自己的“亲人”。

60多年前，格绒拉姆奶奶的姨妈与
进军西藏的十八军一名营长喜结良缘，
书写了一段民族爱情佳话。

从小到大，奶奶总是告诉格绒拉
姆，解放前藏区生活很艰难，多亏了“亲
人”解放军来了，大家过上了好日子，
“好好读书，长大以后要报答解放军的
恩情”。

格绒拉姆始终记着奶奶的嘱托。
长大以后，格绒拉姆来到珍藏着昔日十
八军官兵修筑川藏线、建设新西藏许多
历史文物的昌都市革命纪念馆工作。
她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能给更多的
人讲述十八军的故事”。

只可惜，她从未亲眼见过奶奶口中
的“亲人”。

直到 2019 年 11 月 22 日，刚刚千里
移防至雪域高原的第 77集团军某旅官
兵来到纪念馆参观。这支部队的前身
就是当年的十八军！

直 到 这 一 刻 ，格 绒 拉 姆 与“ 亲
人”——十八军的传人，相遇了。那一
天，该旅官兵与昌都市革命纪念馆签订
了一份《红色教育基地联建共育协议》，
并共同举行了红色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一场相遇，签订一份协议，创建一
个红色教育基地，这是第 77集团军“两
路四地”红色教育基地集群工程的一次
落地生根。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该
集团军深入挖掘部队驻地周边红色资
源，先后与驻地周边 30个革命纪念馆、
伟人故居、战斗遗址共建红色教育基
地。在持续两个月时间里，该集团军官
兵的足迹东至长江中下游，西达雪域高
原，北到河西走廊，南抵云贵高原，打造
了规模浩大的红色革命教育“矩阵”。

格绒拉姆只知道这是自己入职以来
最激动的一天，但并不知道，在2019年这
个冬天，在近半个中国版图上，第77集团
军30场意义非凡的“相遇”在同步上演。

当讲解员遇到讲解员

格绒拉姆声情并茂地讲着当年十
八军进军西藏的故事，以至于她全然没
有时间去仔细观察面前的这群年轻官
兵。她更不会想到这群年轻官兵中，还
有自己的一位“同行”。

作为第 77集团军某旅旅史馆讲解
员，上等兵施媛媛看着格绒拉姆，心里
升腾起一种说不出的“小羡慕”。
“跟她比，我感觉自己的讲解就像

是背台词……”研究生学历入伍的施
媛媛，尽管凭借着过人的记忆力和语
言表达能力，在全旅讲解员大赛中脱
颖而出，但面对格绒拉姆，她还是认输
了。

参观的大部分时间里，施媛媛没有
跟格绒拉姆交流，而是眉头紧锁地盯着
她。参观结束时，她小心翼翼地走近格
绒拉姆：“您好！我也是讲解员。”

请教的过程中，听着“同行”热情洋
溢的讲述，施媛媛在脑海中反复咀嚼格
绒拉姆的每一句话。

格绒拉姆能够在每一个历史阶段
随口讲出好几段感人故事：某年爆发洪
水，十八军一位战士为救藏民牺牲；川
藏线修筑途中，当地藏民与修路的十八
军官兵一起搬运石料……

这些随手拈来的感人故事，至今仍
在当地藏族同胞中口口相传，土生土长
的藏族姑娘格绒拉姆将之补充进了自
己的讲解词中。
“在昌都，还有很多十八军的后

人。”临走之时，格绒拉姆坦言自己所知

道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返程的车上，听着周围战友们的

热议，施媛媛陷入思考之中：格绒拉姆
的讲述让纪念馆墙上的历史不再是冰
冷的文字，她用炙热的情感，加上丰富
真实的故事，形成强大感染力，辐射着
每一位参观者。
“这些，是我的欠缺……”施媛媛丢

掉了自我满足。她认为，在信息爆炸的
今天，直接讲道理、讲观点的“灌输式”
教育，很难引起战友们的共鸣，应该从
格绒拉姆那里得到借鉴。

几天后，格绒拉姆应邀来到该旅，
为官兵讲述十八军的故事。施媛媛欣
然将讲台交给了她。随着两人的逐渐
熟悉，施媛媛在格绒拉姆的引导下，利
用外出时间，走访众多历史故事的当事
人、遗址。回到旅里后，她再一一整理
补充进自己的宣讲稿里。

又是一个周末，施媛媛再次外出。
这次她的目的地，是藏民大叔班库家。
听说，那里珍藏着一张十八军官兵与当
时年仅12岁班库的合影照片。

这条线索，是该旅藏族指导员列扬
告诉施媛媛的，也是她自己仔细询问全
旅三分之二的藏族官兵“淘”来的。

施媛媛说，这一切，就是为了自己
能成为格绒拉姆那样的讲解员，把历史
讲活、讲亲切。

偏僻的纪念馆“火了”

和部队官兵相遇之前，格绒拉姆足
足等待了4年之久。

4年前，大学毕业后，格绒拉姆怀着
满腔热情来到纪念馆参加工作。

正式上班的前一天夜里，她甚至紧
张到失眠，脑海中反复上演着自己为络
绎不绝的参观者讲解的“剧情”。

可一上班，她发现，“剧情完全没按
套路走”。

和昌都市这个旅游胜地的大多数
景点相比，革命纪念馆太偏僻了，偏僻
得几乎“门可罗雀”。4年时间里，格绒
拉姆大多数时讲解工作都是轻松的。
为数不多的参观者，也大都是来此集体
参观学习的当地党政机关人员。

格绒拉姆熟悉纪念馆里每一张照
片、每一段文字。作为讲解员，她已经
足够优秀，但依然无法适应纪念馆日复
一日的安静。

最后，她索性拿出手机学起了英
语。“大把的时间总不能这样白白浪费
了！”她想趁机提升一下学历。

2019 年 10 月，就在格绒拉姆开始

学习英语的同一时间，一份《关于建设
集团军部队“两路四地”红色教育基地
的通知》从第 77集团军机关发送到了各
旅机关。

很快，该集团军某旅宣传科干事许
良钰前往驻地周边采集红色教育基地
信息。
“好啊！我去给馆长汇报一下！”许

良钰刚表达出军地双方共建红色教育基
地的意见，格绒拉姆就兴奋得直拍手。

除了能够亲自为十八军传人讲述
革命先辈的故事外，格绒拉姆心里高兴
的是，解放军官兵的到来会成为一面旗
帜，引导更多的游客、学生前来参观，十
八军的故事也会被更多人们知晓。

同样的情况，在其他红色教育基地
也屡见不鲜。
“这本来就是人民军队留下的光辉

足迹，解放军能经常来，就是最好的红
色教育示范。”看着前来参观的部队官
兵，四渡赤水纪念馆讲解员徐小雅这样
感慨道。

后来，格绒拉姆发现，前来参观
的官兵越来越多。该旅新兵入伍、积
极分子入党、干部晋职晋衔等每一个
“荣耀时刻”，都选择在纪念馆举行仪
式。同时，该旅在军地双拥共建中，
旗帜鲜明地树起“十八军传人”良好
形象，大力宣传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光
辉历史，吸引更多的目光关注。

慢慢地，那个偏僻的纪念馆“火”
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生、游
客纷至沓来，甚至成为著名的“网红”打
卡地。

格绒拉姆告诉记者，夏天里有一群
年轻人在骑行川藏线途中，专程来到纪
念馆，仔细了解这段历史。

荣誉加身的尖兵选

择了“沉淀”

庄严肃穆的展厅里，上士魏红强正
认真地看着一张图片和一段文字。

黑白照片上，一位女子英姿飒
爽、风华正茂。照片下的配文是这样
解说的：“面对老虎凳、辣椒水、电
刑等几十种酷刑，她始终坚贞不屈。”

这名牺牲时年仅 31岁的女子，就是
著名的“白马政委”赵一曼。
“很震撼！如果换作是我，真不知

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魏红强一
边看，一边反复问自己。

2019年 11月 8日，该集团军某旅官
兵来到四川省宜宾市赵一曼烈士纪念
馆，组织主题党日活动。

修理二连上士魏红强是前来参观
的官兵代表之一。那一天，他的军装上
别着被他视为珍宝的党徽、三等功奖章
和国庆70周年阅兵纪念章。

这些，都是“汽修尖兵”魏红强荣耀
的底气。可参观结束后，他陷入了沉思。
“当兵就要当个好兵！”9年前，魏红

强带着父亲的嘱托来到军营。9年来，
一切都“顺风顺水”——凭着过硬的军
事素质和出色的工作表现，魏红强很快
担任了连队技术骨干，还当上了班长，
入了党。

直到来赵一曼纪念馆参观，魏红强
这才明白：“当一名好党员、好战士没那
么容易！”

咀嚼赵一曼烈士事迹，魏红强在心
里对自己说：“我没有经过那么严酷的
考验，过去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的军
旅生涯远远没到‘荣耀时刻’！”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参观结束

后，魏红强经过内心“沉淀”，小心翼翼
地把所有荣誉藏进行李箱。他说，自己
离一个“优秀的党员、军人”还有差距，
会更加扎实地去工作、去训练，努力地
完善自我。

在“两路四地”红色教育基地集群
工程建设过程中，有许多官兵像魏红强
一样，看到了差距和不足，选择“沉淀”，
去迎接更加艰巨的挑战。

伴着寒风，该集团军部队的特级
飞行员、二等功获得者、各类比武冠军
们，纷纷走进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他
们在烈火焚身的邱少云雕像面前，在
阴暗恐怖的渣滓洞里，在积雪终年不
化的夹金山，重新审视过去的自我，重
新看待昔日的荣誉，重新掂量肩头的
使命，把过往当作序章，重新启航。

两任教导员的“生死

对话”

随着“两路四地”红色教育基地集
群工程的推进，该集团军官兵先后步入
红军长征纪念馆、邓小平纪念馆、黄继
光纪念馆、拉萨市革命烈士陵园。置身
于更多的历史时空，官兵们对现实有了
更多的感悟。

当 29个红色教育基地填补了遥远
历史的多处空白，第 30个红色教育基地
却把官兵们的目光拉回到了身边。

深冬时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寒气逼人。由教导员王晶带队的某旅
独立步兵营官兵，静静地走进了大山深
处一座烈士陵园。
“班长，我带兵当班长多年，终于明

白你当年有多难了。”蹲在墓碑前，四级
军士长吴镜一边说，一边在墓碑前摆上
香烟和白酒。

墓碑前，是入伍 13 年的老班长吴
镜。长眠于此的，是吴镜的老班长。

2010 年 12 月 5 日，四川省甘孜藏
族 自 治 州 道 孚 县 发 生 特 大 森 林 火
灾 。驻守在当地的该营官兵第一时
间赶往现场参与救火。救火过程持续
了整整一天，参与救火的 15 名官兵不
幸被熊熊烈火吞噬。

吴镜的班长，就是牺牲的 15名烈士
之一。
“牺牲时，他也是教导员……”教导

员王晶也独自一人盯着一块墓碑自言
自语。当年在救火中，当时的营教导员
李列光荣牺牲。

王晶是去年才上任的，上任的第一
天，他就来到烈士陵园“看望”老教导
员。这是自李列牺牲后，每一任教导员
履新时的传统。

王晶从挎包里拿出一本发黄的书，
那是一本旧版的政工书刊，上面还留着
李列做了一半的笔记。“每次看这本书，
都觉得像是跟他面对面说话。”

前不久，旅里根据集团军通知要
求，继续搜集红色教育基地信息，王晶
主动向旅政治工作部申请将烈士陵园
纳入规划。
“我们在这里，会受到强大的冲击

力！”王晶说，李列等 15个熟悉的名字，
在官兵脑海中不仅是烈士、更是战友，
他们曾活生生地与全营官兵并肩作战。

在这里，官兵们去参观烈士陵园，
面对的不仅仅是冰冷的墓碑。

事实上，最终批准王晶申请的该
集团军政治工作部领导，还有更深层
次的想法：在厚重的红色历史遗址中，
加上这座年代并不很久的烈士陵园，
历史便不再遥远。这正说明从枪林弹
雨中走来，革命军人的红色基因始终
传承至今，并以崭新的形式永远激励
着后人。
“在 30座红色教育基地中，那 15位

战友有资格和伟人、革命先辈同框吗？
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当之无愧！”该集团
军领导这样说。

红色教育基地揭牌仪式举行过后，
教导员王晶站在全营官兵面前，大声为
15名烈士点名。在他的背后，是当地政
府为15名烈士修建的大型浮雕。
“烈士们在看着我们……”面对那

座浮雕，王晶凝视了一会儿，然后向全
营官兵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呼喊！
（采访中得到许良钰、高彦宇、伍星

吉、欧阳瑞等帮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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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天 里 的 30场 相 遇
——第77集团军打造红色教育基地集群工程新闻调查

■金 涛 本报特约记者 彭小明 雷兆强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和持续

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在于

让“代代相传”和“持续推动”同频共振、

强势叠加。

习主席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强调，要把学习贯彻

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

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

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我党我军的

红色基因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

的宝贵精神财富，集中体现了我党我军

特有的且必须永葆的性质、宗旨、本色，

蕴含着人民军队的建军方略、制胜之道、

精神谱系、优良作风、斗争艺术，虽穿越

时空却历久弥新。只有萃取到红色基因

的密码，才能找准初心之根。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

看得更加清晰。从南昌城头到井冈山

上，从万里长征到夺取政权，从保家卫国

到改革强军，人民军队一路走来，在极端

困境中发展壮大，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

围，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崛起，不断从胜利

走向胜利，靠的就是始终坚守初心并为

之前赴后继、矢志奋斗。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丰富“红色基

因代代传”工程内涵，加强党史军史和光

荣传统教育，重播信仰的种子、重温精神

的家谱、重拾制胜的密码，让官兵在红色

基因的能量场里拷问初心、涵养初心。

“今天谈话凭党性！”“一切听从党安

排！”70年前，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带着年

幼的女儿出征进藏。70年后，在红色基

因的感召激励下，一批“四有”新时代革

命军人刚成家就分居、刚买房就卖房，不

讲条件不讲价钱，沿着先辈的战斗足迹

完成千里移防，实现涅槃重塑、换羽新

生。

赓续红色基因的过程，就是砥砺初

心的过程。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稍

不注意就会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

涸枯萎。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我

们更应该引导官兵从我党我军苦难辉煌

的奋斗历程中，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到

哪里去，弄清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

来的，弄清楚我军由谁缔造、听谁指挥，

在传承红色基因中牢记初心使命、坚定

理想信念、永葆性质宗旨，不断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清醒剂。红岩魂陈列馆墙上的“狱中八

条”，反复告诫后人“为了谁、依靠谁、我

是谁”；在西柏坡，依旧敲响着“两个务

必”“进京赶考”的时代钟声……这些都

警醒着我们，要用好红色基因的“镜子效

应”，经常对照检查、剖析反思，不断叩问

初心、守护初心，及时去杂质、除病毒、防

污染，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

历史的辉煌，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

从中汲取奋斗的力量。只有充分发挥红色

基因的政治引领和思想教育功能，不断挖

掘新的时代内涵，创造新的表现形式，才能

让红色基因动起来、活起来、用起来，把红

色基因真正融入血脉、植入骨髓，激励官兵

始终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汇聚起“万众一

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磅礴伟力，

在新长征路上书写优异的时代答卷。

用
红
色
基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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砺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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