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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75集团军某红军旅新建成的
旅史广场上，一幅由大理石地砖拼成的
中国地图尤为醒目。

横跨黄河、飞渡长江、挺进两广……
地图上，一道蜿蜒曲折的线条，无声地
诉说着这支诞生于黄麻起义、与人民军
队同龄的部队，在党的指挥下南征北战
的光荣历史。

从繁华都市到边陲小镇，是这条线
上的最后一段——3年前的军队规模结
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中，该旅官兵就是沿
着这条路线，移防到现在的驻地。
“我们用忠诚丈量祖国大地。”该旅

政委刘宏伟说，全旅官兵牢记习主席的
殷切嘱托，在这场改革大考中，用千里
移防铸“铁拳”的实际行动，为“永远听
党话、跟党走”的誓言作出生动诠释。

2016 年 1月 5日，习主席来到原第
13集团军视察。在集团军军史馆，当听
到当年红军战士宁肯忍饥挨饿也要将半
截皮带留下来，带着它“去延安见毛主席”
的故事，习主席深有感触地说：“这就是
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
写照。”他叮嘱大家发掘好、运用好部队
中的红色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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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半截皮带’的故事，就发生在我

部四连。”刘宏伟说，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让官兵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永远听
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习主席视察后不久，军队规模结构
和力量编成改革拉开大幕。

此次改革中，该部由师改编为旅，并
受命移防千里之外的边陲小镇。此时，该
部官兵已在原驻地驻守近半个世纪，86%
以上干部士官安家置业，有的刚刚在驻地
买房，还有的准备在驻地结婚……

统帅一声令下，将士听令景从。
接令不到一个月完成整编，整编不

到一个月完成转隶，转隶不到一个月完
成千里移防……该旅官兵克服重重困
难圆满完成任务，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这份答卷的背后，是一个个感人的
故事。

把年迈的父母送回老家，腾退公寓

住房；深入基层连队，帮助官兵解决棘
手问题……接到移防号令后，该旅政治
工作部主任苗韶光忙得不可开交。得
知部队物资转运遇到困难，他又扎到物
资转运一线指挥协调。谈及往事，苗韶
光语气坚定：“作为领导干部，永远听党
话、跟党走，我必须走在前面！”

一边是刚刚出生的孩子和需要照顾
的妻子，一边是重如千钧的军令，何去何
从？三营教导员段成亮没有丝毫犹豫。
那天，在家休假护理妻儿的段成亮接到
旅领导电话：“3天内到新营区报到。如
果有困难现在可以提出来。”虽然舍不得
离开妻儿，段成亮还是斩钉截铁答道：
“坚决服从命令，保证按时归队！”

原纪检科科长李林艳和丈夫同为
军人，所在的单位在同一座城市。此次
移防，这对军人夫妻将分处两地。考虑
到孩子还在哺乳期，李林艳和丈夫商量
后，携母抱儿踏上移防的列车。“部队在
哪，家在哪！”谈到当时的心情，李林艳
说，“我是一名女性，更是一名军人！”

信仰如磐，抉择坚定。
谈起接到整编移防命令时的感受，

排长包崇特拿出一个教育笔记本。记者
看到他当时写下的一段话：“半截皮带的
精神内涵就是‘铁心跟党走’！在最艰苦
的岁月里，红军战士忍饥挨饿都不曾动
摇跟党走的信念。如今面对新征程，我
又怎能退却？”

赤胆忠心赴边关，艰苦奋斗再创业。
来到新营区，许多官兵不禁为眼前

的景象所惊诧：目之所及，是窄小的营
院、低矮的营房、斑驳的墙壁……

起步开局，百业待举。在移防到位
后的首次办公会上，该旅党委一班人重
点研究了两件事情：

一是训练场改扩建事宜——部队驻
地变了，战斗力建设更要加快脚步；二是
营区军史设施建设方案——部队番号变
了，但红军部队的血脉断不得。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如今，纵观
该旅，这次会议带来的成果随处可见。

3年间，该旅相继新建扩建各类训
练场近 180处。全旅最“大气”的建筑，
是训练中心；在每个连队的两侧，都配

有设施完备的基础训练大棚；营区不远
处，一座可满足合成营全要素战术演练
的综合训练场依山而建。

在训练场四周，全旅 24个红军单位
的战旗雕塑庄重矗立；楼宇两侧，“夜袭
常胜军”“洛阳英雄连”等 55个授称单位
的简介依次排开。
“走在营区，就像是置身在一片红

色海洋，总能让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采访中，该旅“坚守英雄连”下士王博感
慨地说。

王博是该旅移防新驻地后迎来的首
批新兵。他上的第一堂教育课，便是在连
队荣誉室学习连史；他学唱的第一首军
歌，就是名为《红军精神传万代》的旅歌。

下连后的首次徒步重装拉练中，王
博所在的班因执行穿插任务错过补给
点。已连续 9个多小时米水未进的他，
感到背上的背囊越来越重，如大山一般
压在身上。

正当王博感觉到难以坚持的时候，
连队指导员姜勇军鼓励他说：“想想当年
红军长征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别忘了，
咱们可是红军连队！”短短数语，顿时让
王博有了前行的动力，他将背带紧了又

紧，咬着牙、攥着拳坚持走完了全程。
“那不仅是一次拉练，更是一次精神

上的‘长征’！”王博自豪地告诉记者，如
今，他的训练成绩名列连队前茅；今年年
初，他还在全旅的一次专业考核中夺得
冠军。“只要我们牢记领袖嘱托，像红军
前辈一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一定能
跑好属于自己的这一棒。”王博说。

作为该旅转型后的一支新型作战力
量，侦察连组建时，官兵来自8个不同的连
队，95%以上没有专业基础，一切都要从零
起步。该旅侦察连连长韩明成说，那段时
间，连队官兵人人都把“本领恐慌”挂在嘴
边，从理论学起、从最基础的课目练起。

凭借这股闯劲，侦察连很快成为旅
队中的后起之秀。组建不到一年，韩明
成在战区陆军组织的比武中，一举勇夺
4个单项第一；2019年初，连队官兵全部
通过专业等级考核……

回忆往事，韩明成感慨万千：“许多
战友惊叹我们转型之快，其实更新更快
的是这个时代。作为转型建设的探路
者，我们只能加快步伐朝前走，去翻越
更高的山！”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
名士兵、一个连队的成长轨迹，同样也
能映射出一支部队的新气象。转型 3年
来，该旅先后有数百名官兵在各级各类
比武竞赛中获得名次，10余个单位受到
上级表彰。
“还有许多变化虽然看不到、摸不

着，但只要举起‘拳头’就能感觉得到。”
走下训练场，该旅旅长陆学美连用 3个
“拳”字，道出这支部队牢记领袖嘱托、
苦练打赢本领的足迹——

转型后，该旅完成 30余个新增岗位
的骨干选拔培训工作，实现了向合成化
部队的蜕变，“合成之拳”越攥越紧；

这期间，旅队紧盯未来战场抓训练，
先后 13次开展集中研战研训，探索创新
多项战术战法，“作战拳法”越练越精；

3年来，他们先后6次参加上级组织
的演练演训，在实战锤炼中不断提升部队
山地作战能力，“胜战铁拳”越磨越硬……
“红军旅信念如磐，将士铁心向

党……”采访结束之际，适逢该旅又一轮
实战化演练拉开序幕。看着意气风发再
赴征程的官兵，记者耳边不禁响起这首
由该旅官兵集体创作的《红军旅赋》。

这是穿越时空的呐喊，更是面向未
来的誓言。

左上图：铁心向党。

张校尉摄

第75集团军某红军旅：

千里移防铸“铁拳”
■本报记者 周 奔 陈典宏 李佳豪

发掘好、运用好部队中的红色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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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习近平

扫
描
二
维
码

浏
览
新
媒
体

有一种基因，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有一种信仰，历经岁月从未改变。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心怀信仰出

发，宁肯忍饥挨饿也要将半截皮带留下

来，带着它“去延安见毛主席”。

80多年后，第 75集团军某红军旅

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告别繁华城市，千

里移防来到边陲小镇，在新的热土上挥

洒汗水开新业，苦练本领铸“铁拳”。

从“半截皮带”的故事，到千里移防

的行动，体现着人民军队红色基因的血

脉传承，展现了一代代官兵“永远听党

话、跟党走”的坚定信仰。

铸牢信仰跟党走，再作长征岂畏

难。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上，仍有许

多“雪山”“草地”要跨越，也有许多“娄

山关”“腊子口”要征服。我们只有牢记

习主席嘱托，与时俱进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铸牢永远听党话、跟党

走的信仰，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

才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0月7日，第73集团军某旅展开驻训演练，检验炮兵分队远程机动和作战

能力。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志勇摄

本报讯 王雪松、记者孙兴维报道：
近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和相关航空公
司组成的慰问团走进阿里高原，将 300
张免费机票送到边防官兵手上。

阿里地区素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
称。以往驻守阿里地区的边防官兵进出
高原，只能通过骑马、步行、搭乘汽车等
方式，路上需要 10余天时间。2010年 7
月，阿里机场建成通航。2012年 4月，军
地双方开展战略合作，“西安-喀什-阿
里”定期航线开通，大大方便边防官兵出
行。2015 年 7月，在军委机关持续关心
下，“乌鲁木齐-喀什-阿里”航班开通，进

一步满足边防官兵集中批量出行需求。
“乌鲁木齐-喀什-阿里”航班开通 5

年来，累计运送部队官兵上万人次、托运
军需物资 200余吨，在保障官兵出行、物
资紧急投送、急救病员后送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据悉，该航班实际运行中优先保障
军人购票乘机，在每架航班起飞前 24小
时为部队预留机票；同时还根据部队任
务需要，随时增设临时航班。下一步，军
地双方将在延伸航线、打通有关航线通
道等方面深度融合，为高原边防官兵出
行提供更多优先优惠保障。

阿里官兵乘飞机进出高原享受优先优惠

免费机票送到官兵手上

本报讯 郭宏、郭来燕报道：9月下
旬，来自贵州的百余名新战友搭乘航空
公司的包机，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飞往
西藏米林机场。这标志着西藏军区2020
年进藏新兵航空运输任务圆满完成。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西藏军区成
都某中转保障站提前与机场、铁路、军代
室等部门科学筹划、精心组织，积极做好
环境清理、体温监测，修订完善疫情防控
预案，利用空闲营房设立隔离区，确保新
兵安全抵达雪域高原。

清晨，数百名新兵从西藏军区成都
某中转保障站搭乘运输车抵达机场，通
过新兵专用通道安检，进入机场候机厅
候机、登机。经过 2个多小时的飞行，首
批进藏新兵顺利抵达林芝，老兵献上洁
白哈达欢迎新战友的到来。

从校门到营门，从云贵高原到青藏
高原，西藏军区提供的“一站式”服务保
障，令来自贵州医科大学的 5名大学生
新兵感到暖心。女兵文莉表示，一定要
扎根高原，当好戍边卫士。

2020年进藏新兵航空运输任务圆满完成

“一站式”服务温暖兵心

金秋高原，晚风凛冽。演兵场上，第
77集团军某旅二连官兵身着伪装服，悄
然迂回至“敌”防御阵地侧翼，静静地等
待着战机。
“砰！”随着一发信号弹升空，蛰伏已

久的官兵从夜幕中骤然杀出，直扑“敌”
防御节点，顺利完成攻坚拔点任务。
“这一幕似曾相识！”从指挥方舱电

子屏上看到官兵优异的表现，该旅领导

发出感慨。
“这一幕”，发生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1951年9月，为破坏停战谈判，以美
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向志愿军发起“秋季
攻势”。在反击作战中，二连前身部队受命
对287.2号高地的美军阵地进行反攻。

那一夜，二连官兵在夜幕的掩护下
迂回至敌“眼皮子底下”。战斗发起后，
官兵如神兵天降，在连续攻占 17 个山
头、炸掉 5座碉堡之后，成功占领 287.2
号高地。战后，二连被志愿军总部授予
“二级英雄连”荣誉称号。

“抗美援朝战场上，善打夜战的志愿
军官兵让敌人谈‘夜’色变，乃至感叹‘月
亮是中国人的’！”走下演兵场，二连连长
罗欢告诉记者，自那场战斗过后，连队官
兵便将夜间作战视为光荣传统延续，当
作看家本领苦练。

采访中，记者走进二连野战文化帐
篷，一面写有“夜老虎”字样的锦旗悬挂
正中。

罗欢介绍，从抗美援朝战场凯旋后，
连队于 1964年参加全军大比武，并在夜
间步兵班进攻战斗比武中获得第一名，因
此被中央军委授予“夜老虎”荣誉称号。
此后的数十年间，二连这只“夜老虎”随部
队南征北战，一次次扬威演兵场。

然而成也夜战，败也夜战。 2017
年，在“脖子以下”调整改革后的首次红
蓝对抗中，二连竟在引以为傲的夜战场
上，败给了“敌人”的一个加强排。

“说到底还是观念上的‘夜障’在作
祟。”谈及那次失利的原因，罗欢唏嘘不
已，“大批新型侦察探测器材列装基层部
队，如今的夜间战场已趋于透明化，可我
们的战法却停留在过去。”
“仰望夜空，‘明天的月亮’是否还能

属于我们？”一次失利，带给二连官兵巨
大的思想冲击。再一次集合在“夜老虎”
的锦旗下，指导员徐岩向官兵发出动员：
“连队的荣誉和传统是前辈们用鲜血与
生命铸就的，我们决不能让‘夜老虎’的
荣誉称号蒙尘！”

为让“夜老虎”重新夺回夜战制胜
权，二连官兵主动请缨担负夜战夜训试
点任务，积极研究现代夜战特点规律。

随后数月，官兵一心扑在夜训场
上。累了，常常在夜色中和衣小憩；乏
了，就围坐在一起重温连队夜战战例，相
互鼓劲……就这样，经过无数个由黄昏
至黎明的彻夜奋斗，一系列新变化在夜
战场上逐渐显现。
“如今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战术理念，

也和过去大不一样！”采访中，四级军士
长朱亮亮话语间充满自豪，“3年来，由
我们总结形成的‘夜间引导火力打击’等
多套夜间战法，已成为全旅开展夜战夜
训的范本。”
“这只‘夜老虎’，现在已经换出了‘新

牙’！”谈及二连在训练转型上所取得的种
种成果，该旅领导语气坚定，“在未来战场
上，‘夜老虎’的旗帜必将高高飘扬。”

第77集团军某旅二连官兵发扬光荣传统投身训练转型—

“夜老虎”今朝换“新牙”
■本报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王 鹏 张云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