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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震、牛涛报道：“‘七
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迅速发起
号召，团结全国各界构筑民族统一战
线，坚决抵抗日寇侵略……” 7 月 4
日，在海军陆战队某旅旅史馆内，排
长张娅正在为驻训归来的战友们介绍
一幅幅拍摄于抗战时期的黑白照片。
这是该旅组织抗战历史图片展，激励

官兵不忘历史、精武强能的一个镜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抗战时期

的珍贵影像，展现了我军英勇无畏、
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和坚定信念。”据
该旅宣传科科长王川顺介绍，该旅前
身部队组建于抗战的烽火硝烟中，曾
涌现出“梁山战斗英雄连”“岱崮连”
等一批英雄连队。他们在组织官兵学

习党史、新中国史、军史的过程中，
引导大家深入理解旅队征战史、英雄
史，坚定立足岗位建功军旅的信念。

笔者在现场看到，此次图片展以
时间为脉络，分为“历史记忆”“战斗
瞬间”“胜利时刻”等 5个专题 20个模
块。官兵边参观学习边沉思感悟，一
张张穿越时光的老照片，一段段感人

至深的老故事，不断加深官兵对于抗
战历史的理解认识。

该旅领导告诉笔者，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他们还将结合驻训返营、执
行大项任务等时间节点，常态化组织
官兵参观战史图片，撰写观后感；定
期开展“红色经典朗读”活动，整理
汇编 《荣誉荣光》 故事集，在讲故
事、明事理中激发官兵矢志强军的使
命担当。
“历史没有远去，我们只有苦练打

赢本领，才能告慰革命先烈！”参观完
图片展，下士徐泽尧在日记本上郑重
地写下这段感悟。在刚刚结束的实弹
射击考核中，身为车长的他带领车组
乘员取得“三发全中”的好成绩。

海军陆战队某旅结合抗战历史举办主题图片展

抗战影像营造“精武磁场”

本报讯 何宗卯、叶杉报道：“1937
年 12月 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938 年 1月 6日移驻南昌……”7月初，
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组织官兵来到南
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参观见学。武
警部队优秀“四会”政治教员、该支队机
动五中队指导员陈志鹏给官兵上了一堂
特殊的主题教育课。
“革命历史不仅蕴含着制胜密码，也

是走向未来的精神路标。”据该支队领导
介绍，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3周年之
际，他们充分利用驻地红色资源，广泛开
展“学抗战历史、讲抗战故事、唱抗战歌
曲”活动，把教育课堂开设在战斗旧址与
红色史馆，激发官兵爱国情、报国志，增
强履职尽责使命感。

在陈列馆内参观新四军的战斗历
程，新四军老战士韦满春缴获的日军
望远镜、曾昭铭烈士牺牲前送给战友
的钢笔、游击队队员吃过的各种野菜

标本……一幅幅感人的图片、一件件
珍贵的实物，让官兵仿佛回到了那段
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在长达 5 年的
囚禁生活中，叶挺多次拒绝敌人的劝
降，始终保持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
念。”驻足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中共
中央批准叶挺重新入党的电文前，官
兵凝视沉思，深受震撼。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
的清醒剂。参观结束后，官兵争相在
陈列馆的留言本上写下感言：“在缺枪
少炮、缺衣少食、缺医少药的革命战争
年代，革命先辈尽管食不果腹，但意志
始终坚强如钢”“忘记过去就等于背
叛，我们一定要苦练杀敌本领，决不让
历史悲剧重演”……

左上图：6月 28日，西藏军区某汽

车团组织官兵来到拉萨烈士陵园，缅怀

革命先烈，教育引导官兵铭记历史、矢

志精武。 张碧文摄

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组织官兵

参观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抗战史料标定“精神路标”本报讯 龚斌、高思峰报道：“余奉
命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将奔赴前线，希汝
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3周年之际，中
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组织“重读抗战家
书”活动，官兵上台分享革命先辈的抗战
家书，并以“假如战争明天打响”为主题
写下个人战斗宣言，在追忆烽火岁月中提

升练兵备战意识。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

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
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
而牺牲的……”在某营活动现场，教
导员李晚星朗读了抗日英雄赵一曼写
给孩子的家书。中士陈建来自革命老
区沂蒙山，在分享了村里抗战老兵的

两封家书后，陈建拿出一张展示家乡
抗战遗址的照片，并在照片背面写下
这样一段话：看着这块布满弹孔的岩
石，好像还能听到“砰砰”的枪声回
响在山谷。一身男儿血，满腔报国
志，祖国的一草一木不容侵犯！

该旅在组织官兵重读抗战家书基
础上，围绕战争观、生死观、“两不

怕”精神等组织练兵备战专项教育，
以“强化血性担当、时刻准备打仗”
为主题筹办“强军故事会”，引导官兵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军史。驻
训场上、演练一线、发射架下，官兵
立足本职继承和发扬抗战英雄们的战
斗精神，训练热情与日俱增。

重读抗战家书，燃旺“胜战之
焰”。日前，该旅某营完成演练任务
后，顶风冒雨跨昼夜机动 400余公里返
回营区，赶在破晓前将兵器架设完毕，
确保装备如期担负战备值班。“曾经突
如其来的枪响拉开抗日战争的序幕，未
来战争打响前也不会提前预警，我们要
不忘历史，确保随时能上战场，随时都
能打胜仗。”该旅领导说。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组织重读红色家书活动

抗战家书燃旺“胜战之焰”

本报讯 侯玮、李佳鹏报道：“卢
沟桥上 83年前的弹痕仍在，时刻警示
我们‘落后就要挨打’”“青年官兵一
定要担当起保卫祖国的重任”……7月
3 日，新疆军区某团驻训场，精武标
兵、优秀政治教员和官兵代表共数十人
登上讲台，与全团战友分享读书感悟。

据该团领导介绍，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
发 83周年之际，他们组织抗战主题图
书交流会，引导官兵在追忆历史、畅谈
体会中强化备战打仗意识。

为帮助官兵深入理解党史、新中
国史、军史，深化主题教育效果，该
团将组织抗战主题图书交流会纳入教

育计划。他们遴选一批优秀抗战题材
书籍供官兵阅读学习，引导官兵带着
感情研读、怀着真情分享，激发练强
本领、守好边关的使命担当。
“面对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侵略

者，他们手提大刀扑入敌群，一时间
刀光血影，声震四野……”一名战士

在交流会上发言完毕，现场评委点评
道：“以前中国军队是‘钢少气多’，
现在我们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
更硬！”

为发挥图书交流会辐射效应，该
团在强军网上开辟“学思践悟”专
栏，摘登优质学习体会文章。同时，
他们组织官兵开展讨论，将交流会现
场精彩片段制作成微视频，用官兵喜
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扩大影响
力。

重温抗战历史，激励血性担当。
据悉，该团近期将展开实战化练兵。
官兵纷纷递交请战书，主动申请到艰
苦地域接受摔打锤炼，砥砺胜战本领。

新疆军区某团组织抗战主题图书交流会

抗战书籍激发“钢多气盈”

83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
中国人民反击侵略、全民抗战的序
幕，中华民族自此血火抗争直至赢
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这场战
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灾难，同
时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彻底觉醒和
顽强奋争。

一位历史学家曾发出这样的警
示：“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
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没有哪
一个已经站起来的国家，会丢弃自
己的历史；也没有哪一个已经醒过
来的民族，会忘记自己的英雄。在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3周年之际，
各部队采取不同形式举行纪念活
动，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军史，
深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重任”主题教育，引导官兵在追寻红
色记忆、感悟红色精神中净化心灵、
接受洗礼，激发投身强军实践的强
大动力。

编 者 按

83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向全国发表抗战宣言：“全中国的同胞

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

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

们的出路……”

抗战宣言发表的时间是1937年7

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重温

这份抗战宣言，仍能感受到那种迫在

眉睫的民族危亡状态。

历史的曙光，总是在最黑暗的时

刻闪现。卢沟桥事变，将中华民族逼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正是从那时

起，抗击侵略的英雄凯歌开始奏响。

朱自清先生曾这样写道：“东亚病夫居

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

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

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一盘

散沙”到“有血有肉”，这确乎是中国历

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军队与军队的较

量，归根结底是实力的比拼。1937

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不到8000人，就

敢对10万之众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

挑起战端；回溯到6年前的“九一八”

事变，日本关东军以 1.9万兵力对垒

19万之众的东北军，却仅用两天便占

领沈阳，1个星期占领辽宁，3个月占

领东三省。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为

什么能屡屡得逞？就在于当时的日本

“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

一等的”。而当时的中国虽是幅员大

国，却积贫积弱已久。以工业产值为

例，日本当时为60亿美元，将近中国

的5倍；再以空军为例，中国空军仅有

战斗机305架，各式飞机加起来一共

600架，而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700

多架。国弱启衅，落后挨打，这是近代

中国受尽蹂躏的惨痛教训。

能战方能止战。卢沟桥上的累累

弹痕提醒我们，战争的硝烟虽然散去，

但战争之门并没有真正关闭。克劳塞

维茨曾告诫人们：“当一个国家容许他

的敌国无限制扩张侵略野心而不加以

阻止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注定要开始

衰败了。”我们珍视和平，但不乞求和

平；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惧怕战争。对

付那些肆意挑衅的豺狼，不能用美酒

相敬，只能以猎枪相迎。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

然。”对于军人来说，最可怕的对手不

是战场上的强敌，而是思想上的醉享

太平、作风上的和平积弊、行为上的不

谋打仗。思想上的马放南山，比现实

中的刀枪入库更危险；头脑里的锈蚀，

比枪口炮管锈蚀更可怕。军人生来为

打赢。每名官兵都应点燃思想深处的

狼烟，时刻保持枕戈待旦、引而待发的

高度戒备状态，树牢当兵打仗、带兵打

仗、练兵打仗的思想，做好随时能打

仗、打硬仗、打胜仗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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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本报讯 鞠英杰、特约记者冯金源
报道：6 月中旬，塞外高原，天高云淡。
某新型号导弹傲然矗立，火箭军某旅数
十名“种子号手”在各自战位熟练展开操
作，互相配合默契。随着大屏幕上各项
数据的跳动更新，大国长剑突然腾空而
起、雷霆出击……近年来，该旅党委牢固
树立人才制胜理念，通过大力培养新装
备“种子号手”，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节
节攀升。

据介绍，某新型号导弹列装部队后，
该旅党委着眼使命任务科学制订发展规
划，深入推进战斗力建设转型升级。他
们先后 10余次组织作战理论轮训和专
业预置培训，在全旅范围遴选新装备“种
子号手”，组织编写专业教材和操作规程
手册；在优化配置营连技术骨干的基础
上，引导新装备“种子号手”强化一专多

能训练，锤炼提升新装备操作技能，让各
岗位实现号手配套且互为备份；专门成
立技术革新小组，鼓励新装备“种子号
手”深入开展战法训法创新，集思广益优
化测试操作流程。在探索实践中，他们
将原有的串联操作升级为并联操作，取
得“号手变少、时间变短、流程优化”的良
好训练效益。

为让新型号导弹快速形成作战能
力，该旅多次组织首长机关带发射分队、
保障要素进驻靶场展开联演联训。在高
温、暴雨以及长途机动条件下的多项实
弹发射任务中，该旅新装备“种子号手”
次次跟岗见学。此外，他们还研发出“一
令一图”训练系统和多媒体训练辅助系
统，推进新装备“种子号手”能力素质与
岗位标准高度契合、专业编组与测试要
求深度匹配。

火箭军某旅深入推进战斗力建设转型升级

新装备“种子号手”沙场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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