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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少云，是彪炳人民军队史册的英
雄，全军十大挂像英模之一。

1952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场上，上
甘岭硝烟弥漫。为了胜利，26岁的邱少
云于熊熊烈火中岿然不动，铸起一座“纪
律重于生命”的精神丰碑。

法纪肃军威，铁律铸雄师。六十余
载时光沉淀，英雄精神薪火相传。邱少
云生前所在部队、陆军第 76集团军某旅
的一代代官兵，始终传承严守纪律的好
作风，把邱少云“纪律重于生命”的英雄
精神，当作他们共同坚守的精神内核，并
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一

在上甘岭东 391 高地雄伟的山峰
上，有一面石壁，上面镌刻着鲜艳夺目的
大字：“为整体、为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
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时针拨回到 1952年 10月，抗美援朝
战争进入关键阶段。邱少云所在部队接
到“必须拿下 391高地”的命令。在发起
攻击的前一晚，邱少云随部队悄悄潜伏
在高地前的蒿草地中，此处距敌人工事
仅60米。

10 月 12 日上午，敌人进行火力侦
察，向草丛发射燃烧弹。一发燃烧弹落
在邱少云的潜伏点附近，引燃了草丛。
火势迅速蔓延到他身上。在这个生死关
头，只要他后退几步，就能在身后的水沟
里打个滚，把火弄灭。但为了保护潜伏
部队，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邱少云强忍
着焚身剧痛，始终一动不动，直至壮烈牺
牲……

战友们犹记得，战前宣誓时，邱少云
说，“我是一名志愿军战士，决不辜负祖
国和人民的期望，坚决遵守潜伏纪律。
哪怕子弹打中我，也不动弹一下”。

邱少云牺牲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总
部给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英雄”
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
级国旗勋章。

英雄远去，精神永存。几十年来，
“纪律重于生命”的英雄精神在邱少云
生前部队官兵的血脉中不断传承，成
为激励官兵奋发有为的强大动力。在
该旅，新兵下连、新干部到任，第一课
就是到三营“邱少云连”系统学习邱少
云的生平事迹，探寻英雄壮举的精神
源泉。他们还每月评选“纪律严明先
进班”和“学少云标兵”，在执行野营驻
训、实兵演习等重大任务前，组织“少
云战地系列活动”。
“我们不仅要赓续传统，还要与时

俱进、创新发展。”该旅领导说。近些
年来，该旅以“邱少云连”为主要阵地，
陆续开办《少云报》、少云广播、少云电
视台和少云网络社区，着力解决优良
传统“传什么、怎么传、传到哪里”的问
题。他们还探索使用情景剧的方式演
传统、学传统，创作编排了多部主题情

景剧。去年，在邱少云牺牲 67 周年纪
念日，他们再次把英雄事迹编排成话
剧、搬上舞台，让官兵在重温历史中，
传承英雄精神。

二

“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钢铁的纪

律是胜利保证，邱少云是学习榜样，烈火

中诞生不朽英雄……”当清晨的阳光洒
在准备操课的“邱少云连”官兵脸上时，
《邱少云之歌》总会回荡在营区上空。这
首连歌，已经传唱了几十年，鞭策和激励
着一代代官兵。

走进这个英雄连队，只见门厅上
方“邱少云生前所在连”的连牌熠熠生
辉。门厅里，“纪律重于生命”几个大
字格外醒目。在荣誉室里，我们看到
了 4本记录本——《连史大事记》《连队
年度精神榜》《在位官兵档案》《复退调
出官兵档案》。荣誉室讲解员刘星介
绍，这 4 本记录本是连队的“红色家
谱”，记录了一代代邱少云传人的荣誉
足迹。

我们随手翻阅：朝鲜战场上，二级英
雄林炳远带伤独自坚守阵地一天一夜，
毙伤敌 140余人；一次演习中，上等兵梁
海飞听到“隐蔽卧倒”命令后，刚好身处
一片骆驼刺的他毫不畏惧就地扑倒……
连队指导员杨萌说，这 4本记录本，已经
成为他们开展思想教育的鲜活教材。
“邱少云连”的名气不小，每年都有

前来慕名参观的人。尤其是曾经在连队
当过兵的战士，总想找机会回来看看：营
房变漂亮了，有网络学习室了，伙食越来
越好了。连队有变化，但也有一些东西
还是那么熟悉：洪亮的呼号声，整齐有力
的步伐、官兵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
老兵们感慨：邱少云传人的那股子精气
神，没变。

“没变”，是因为有人在传承。“你们
做好了人家会说，看，这是邱少云连的
兵；你们做不好，人家同样会戳着你们
脊梁骨说，看，那是邱少云连的兵！”从
新兵到连长，曾在“邱少云连”工作近
14年的该旅副旅长田文武，常把这句话
挂在嘴边。

60多年来，“邱少云连”先后经历 6
次转隶、4次更易番号，但英雄的精神始
终是官兵砥砺前行、实现梦想的重要激
励。在邱少云精神的引领感召下，该连
先后 4次荣立集体一等功，34次荣立集
体二等功，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表彰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被
原兰州军区授予“纪律严明模范连”“爱
国为民模范连”荣誉称号，年年被上级评
为“基层建设标兵连队”“军事训练先进
单位”。

2015年 7月 6日，“我们和英雄在一
起——网络名人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
在“邱少云连”举行。连队官兵坚持弘扬
邱少云精神不断线的事迹，通过网络媒
体传到千家万户。有位网友的留言，让
连队官兵心生自豪：“英雄形象依然鲜
活，英雄本色没有褪色。”

三

那一年，在一场实兵演习中，该旅官
兵在平均海拔 4500米的雪域高原上，用
不到 2个小时越冰河、翻达坂、抗袭扰，
强行军近 10公里迂回到“敌”阵地后方，
一举端掉“敌”指挥所。演习结束,“敌”
指挥员佩服地说：“你们创造了奇迹！”

铁纪铸钢刀。演训场上出色成绩的
背后，是该旅以严明纪律治训砺兵的训
条，是官兵对军规军纪的坚守：训必求真
求难，考必从严从实，攻则奋不顾身，守
则坚若磐石。
“平时视纪律重于生命，关键时刻才

敢舍命拼命。”“邱少云连”现任连长李文
年感慨地说，一支攻必克、守必坚的部
队，一定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如果平
时连基本的纪律都守不住，能打仗打胜
仗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2010 年玉树抗震救灾时，“邱少云
连”官兵经手上百吨救灾物资。无论他
们多渴多饿，物没动一件、水没拿一瓶，
抢救清理出价值 1000 多万元的贵重物
品和现金，都逐一登记，完璧归赵。也是
那一年的 8月 7日深夜，该旅刚从玉树救
灾一线返回营区，就接到赴舟曲抗洪抢
险的命令。他们立即组建“邱少云突击
队”，强行军 12小时赶到舟曲受灾严重
的三眼峪，展开生命大营救，出色完成任
务。

2015 年，跨区演习中，就算身边没
有导调员的监督，渴得喉咙“冒烟”的官
兵依然自觉遵守演习纪律。即将退伍
的上等兵乔志强，在待命冲锋时，正好
卧倒在一个马蜂窝旁，被受到惊吓的马
蜂蜇伤十几处，皮肤发肿，奇痒不已。
为不暴露目标，乔志强咬牙坚持，待发
起冲击才一跃而起。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是该旅

官兵的共识与信条。革命战争年代，他
们以敢打硬仗、恶仗，善打伏击战、白刃
战闻名全军，靠的就是纪律性强；和平建
设时期，面对众多急难险重任务，他们之
所以能够次次出色完成，并取得优异成
绩，靠的还是纪律性强。

仲夏时节，某驻训场，一场联合演习
激战正酣。面对高寒缺氧、山道崎岖等
困难，担任主攻任务的“邱少云连”官兵
仍如猛虎一般扑向“敌人”。从上甘岭战
场到高原演兵场，时空变换，不一样的面
孔，一样的血性忠诚。

获胜归来正值傍晚，落日余晖下，一
张张年轻的脸庞上满是沙土，仍意气风
发、斗志昂扬。那一曲《邱少云之歌》，再
次响彻云霄。

不同的面孔 同样的坚守
■本报特约记者 樊净芷 通讯员 郝剑飞

强军文化观察

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官兵将“纪律重于生命”的英雄精神，当作他们共同坚守的精神内核，代代传承。图为刚刚结

束训练的“邱少云连”官兵步伐整齐地经过邱少云塑像。 包林涛摄

“告别家中的老爸老妈，让生命
去迎战风吹和雨打……”落日余晖
下，博格达峰顶的白雪被映成一片暖
黄，一阵动听的歌声从戈壁滩传来。
正在野外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
自发举办的“初心音乐节”，在女兵肖
漫演唱的《给青春理个短头发》中拉
开帷幕。
“肖班长唱得好不好？”“好！”“再

来一首要不要？”“要！”歌声刚落，官兵
的拉歌声便朝舞台涌来。有战友就地
取材，把戈壁滩上的骆驼草捆在一起
做成“花束”，送上舞台。

民谣、说唱、爵士，不同曲风的歌
曲相互碰撞，各单位文艺骨干轮番
上台，音乐节现场不断升温。“烈火
的眼睛钢铁血性，敢打必胜本就是天
生……”一首振奋人心的《火辣辣的

军营滚烫烫的兵》，让现场许多官兵
跟着唱起来。一张张咬牙坚持的面
孔、一枚枚闪耀荣光的军功章……配
合着歌曲节奏，舞台两侧的 LED 屏
上，一组镜头不断闪现，生动展现该
团官兵在各级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
的英勇事迹。
“我多想，我是‘逆行’的那一个……”

该团官兵自发组建的“初心”乐队，带
来抗疫题材歌曲《归来》，让不少官兵
红了眼眶。音乐短片片尾，“逆行者”
们举起右拳面对党旗、军旗庄严宣
誓。大家不约而同地报以雷鸣般的掌
声，向抗疫英雄致敬。音乐节最后，该
团官兵共同唱响《中国军魂》：“如果祖
国遭受到侵犯，热血男儿当自强……”
伴着夜空的点点星辰，激昂的歌声在
演训场上久久回荡。

戈壁滩上音乐节
■高 群 帅丽建

经过 2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大型
原创情景剧《战疫必胜》，近日在空
军军医大学上演。情景剧分为“闻令
出征”“使命之战”“生命之战”“忠
诚之战”“致敬英雄”5个板块，通
过朗诵、合唱、情景表演等艺术形式
向抗疫英雄致敬，生动展现了空军军
医大学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守护生
命的战斗征程和英雄事迹。

演出伊始，光线幽暗的舞台透露
出紧张和压抑的气氛。刹那间，战鼓
催征，一张张摁上鲜红指印的请战书
从四面八方汇聚，一句句铿锵有力的
“我请战”刺破疫情笼罩的阴霾：

“我请战！我是共产党员，面对
危险必须冲锋在前。”
“我请战！我参加过抗击非典，

有丰富经验。”
“我请战！我虽然不是军人，但

军人是我的标杆！”
蓝色幕布上，军徽夺目耀眼，一

个个集结而来的迷彩身影，即将从这
里出征。

表现穿脱防护服“3层 11步”的
情景舞蹈《防护服》，通过充满节奏
感的音乐、舞蹈化的穿脱律动，展示
医疗队训练有素、严阵以待的军人风
貌。导演王婷婷说，这个节目彩排
前，导演组多次采访援鄂医疗队队
员，现地学习穿脱防护服，“从‘红
区’出来脱防护服至少要洗 20 遍
手。我们反复琢磨，如何将这一细节
传达给观众。”
“报告，两名重症患者核酸定性

检测为阴性，达到出院标准。”情景
朗诵《与死神掰手腕》将观众带入武
汉火神山医院重症病房。白衣战士与
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的紧张氛围，
揪住了台下观众的心。完成全军首例
ECMO 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刘金成
教授看完演出，感慨地说：“我相
信，这段难忘经历的再现，将激励战
友们满怀信心和勇气，去创造更多的
奇迹。”

舞台远景处，病房里紧张而又忙
碌。一名科主任、一名护士长和两名
年轻医生，正在照料着重症患者。舞
台近景中，两名青年学员豪情满怀，
热血沸腾。他们通过“开学第一
课”，从这些身边榜样身上感受到
“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张华精
神，发出了青年一代“请母校检阅”

的豪迈誓言……情景表演《今晚必须
我值班》直击青年学员心灵，引发他
们传承英雄精神、走好新一代长征路
的强烈共鸣。

整台晚会精彩纷呈、气氛热烈。
朗诵《你是最美的彩虹》，描绘出女
队员们义无反顾、扛起疫情防控重任
的动人瞬间。情景表演《给妈妈的一
封信》、童声合唱《天使妈妈，我想
你了》，道出了孩子们对正在前线抗
疫的妈妈们的思念和牵挂。在尾声
“致敬英雄”中，医疗队抗击疫情的
一个个感人场景，伴随着诗朗诵《致
敬英雄》呈现在屏幕上。观众将对英
雄的崇高敬意化作感动的泪水和如潮
的掌声，将晚会推向高潮。

下图：领唱合唱《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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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
的县城出发，前往位于海拔 1880米南山
之巅的高山红哨，还需驱车 60多公里。
山路九曲十八弯，在云间蜿蜒，宛若登
天。当看到手机提示“信号不在服务
区”时，我才注意到流云似水般在道路
两侧奔涌，仿佛伸手即可触碰。

又是一个急转弯，前方标识牌上赫
然写着：交通事故高发地。道路一边是
高山，一边就是悬崖。我紧握扶手，直
呼惊险。驾驶员是有着 8年驾龄的老班
长，虽不会被这样的地形吓倒，但考虑
到车上还有 14位老人，他开车也是小心
再小心。车上身着老式军装的老人，非
常淡定，一路上谈笑风生，仿佛对这条
路格外熟悉。

这是今年盛夏的一天，武警湖南总
队开展“三湘四水强军行”主题活动，邀
请 50多年前曾在哨所服役的老兵，和武
警城步中队的年轻官兵携手重走上哨
路，近距离感受高山红哨的精神密码。

南山号称“南方的呼伦贝尔”。她
既有北国草原的苍茫雄浑，又有江南山
水的灵秀神奇，也因其地理特点而具备
战略意义。山顶这座哨所，在清乾隆年
间，曾是一座炮台。战争年代，这里是
中国工农红军的驻扎防御点。1963年，

原广州军区在这里建立“中南某部国防
防空哨所”，由原城步县公安队值守。
而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在“辽沈战役”
中立下战功的原 46军 136师 407团一营
一连，又称“白老虎连”。1978年 3月，高
山红哨撤编。原城步县公安队，经多次
调整转隶，现为武警湖南总队邵阳支队
城步中队。

大巴车打了个急弯，在云雾中一路
上坡。忽然，83岁的老兵谭忠苟指着窗
外，惊喜地说：“就是这儿了！”

远远看去，山顶上，那块写有“高山
红哨”4个红字的石碑还在，那栋用麻花
石砌筑的营房还在，但南山镇早已不像
当年那样贫瘠。村民们靠着大自然的
馈赠和勤劳苦干发家致富，去年彻底摘
掉了贫困的帽子。老兵们激动地看着
村镇翻天覆地的变化，思绪仿佛飞回了
50多年前。

当年，这批老兵进驻哨所后，发现
这里只有一间透风漏雨的小木屋。他

们二话没说，就立即开始了艰辛的建设
工作。搭建营房、挖地道战壕、建训练
场和碉堡……他们手抬肩挑，从山下将
一块块巨大沉重的麻花石运向山顶。

山上没有水源，大家吃水、用水都
必须到山下挑水。老兵诸明生回忆说，
南山常年多风雨，上哨路是条羊肠小
道，泥泞、陡峭，大风天里担水最为艰
难。当时交通不发达，物资补给运不进
来。哨所官兵为了丰富“菜篮子”，就在
山坡上种些茄子、南瓜、辣椒和四季豆，
可收成总是不行，于是他们还要到各个
山头去寻些野菜。

一批批“红哨兵”轮换，在那条上哨
路上留下一个个深深浅浅的脚印。
1969 年，哨所终于改造完毕，而他们的
故事也传到了北京。同年 10 月，时任
哨所指导员的周宜珍作为代表，被选派
到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后来，原广
州军区与潇湘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了
纪实片《高山红哨》，在全国各地放映。

以“高山红哨”为题材的话剧、歌剧也竞
相上演，“高山红哨兵”的事迹从此广为
人知。

时光荏苒，如今的“高山红哨”已经
成为南山风景区的一处红色旅游景点，
也成为一处红色教育基地。每逢新兵
下队、重大节日，武警城步中队的官兵
都会来这里走一遍上哨路、吃一顿野菜
宴、上一堂军史课。

哨所虽然空了，但“哨位”始终有人
在值守。保卫城步县一方平安的“哨
兵”，如今已经变成机动在大街小巷、列
装各式精良装备的应急分队。端详着
年轻的“接哨人”，老兵们欣慰地笑了。

快要下山了，老兵钟良锋从他军绿
色的挎包里，小心地拿出一张 3寸大小
的黑白照片。那是一张在哨所小山坡
前拍摄的集体照。“曾令友、吴雄兴、杨
学胜……”他默默念叨照片上战友的名
字，仿佛是要带那些不能重返哨所的人
再回来看看。
“机会难得，大家到这个位置再拍

张合照吧！”老兵们欣然同意了我们的
提议。还是那个小山坡前，老兵们相互
整理风纪扣、捋平了身上的老式军装，
像50年前那样蹲一排、站一排。
“敬礼！”老队长谭忠苟的口令，把

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山风呼啸，
带着跨越半世纪的回忆穿过哨所，发
出低鸣，仿佛在向这群老兵、向光荣历
史致敬。

南山有红哨
■谭卓廷

红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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