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高立英7版

●●●●● ● ●●●●●● ● ● ●●

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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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心声

深圳河，这条见证了香港百年沧桑的“界

河”，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1997 年 7 月 1 日 6 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

香港部队主力部队首次跨过深圳河，进驻香

港，洗雪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

在那次世界瞩目的和平进驻中，冒雨高

擎八一军旗率先跨过深圳河的“开路先锋”，

正是长征途中力克天险、为红军开辟胜利通

道的英雄连队——“大渡河连”。

无论是强渡大渡河，还是跨越深圳河，驻

香港部队某旅“大渡河连”始终是一把历经血

与火淬炼的锐利钢刀，永远熠熠生辉。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霓虹闪耀的香江，

连队戍卫香港 24 载，本色不变、雄风不减，被

中央军委授予“香港驻军模范红二连”荣誉称

号。

如 今 ，奔 流 不 息 、历 久 弥 新 的 大 渡 河 精

神，早已融入官兵血脉，激励着他们铁心向

党，矢志强军。

一个连队的足迹，一支
军队的“长征”

走进“大渡河连”营院，那幅气势恢宏的

“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油画格外引人注目。

刚下连的战友每次路过，都会驻足凝视一番，

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幅画与这支英雄连队的

故事。

“1936年 8月 16日，美国记者斯诺听毛主席

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后，从陕北来到我的家乡，

专门对大渡河十七勇士进行了采访。这张照片

就是那段峥嵘岁月的历史见证。”连队荣誉室

里，讲解员胡小军指着斯诺与十七勇士的合影，

自豪地讲述着那段连史故事。

“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把大刀、一挺机关

枪。他们驾一叶孤舟，如何成功渡河，击败几

倍于我的敌人？”参观连队荣誉室后，战友们

意犹未尽地讨论起来。

趁着官兵们的热乎劲，指导员戴艺谋把

他们请上了连队“大渡河讲堂”。

“我是听着长辈们的故事长大的，打心眼

里钦佩红军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上等兵徐志超，面对连队前辈在平型关大捷

中英勇战斗的照片，动情地讲述着家乡太行

山上的战斗故事。

从井冈山到大渡河畔，从延安到东北，从

北京到广东，再到香江大地……官兵们纷纷

走上讲台，用发生在自己家乡的“战地连史”，

讲述着连队非凡的战斗历程。

“追寻连队的战斗史，就是在重走人民军

队的‘长征路’。”戴艺谋感到，尽管时代在变

迁，军队在发展，但党指到哪里，人民军队就

打到哪里的忠诚本色始终没有变。

“1997年 7月 1日，排长徐志辉顶着瓢泼大

雨，高擎八一军旗行进在香港街头。雨水浸湿的

旗角不断打在脸上，他始终纹丝不动。”连队荣誉

室里的那幅照片，让上等兵李正涛记忆深刻。

刚入伍时，李正涛有点“佛系”，打算干 2

年就退伍回家。每次想起风雨中徐志辉那坚

毅的眼神，他都会隐隐约约感到自己与这支

英雄连队有些格格不入。

“我想试试，也许我能超过别人、突破自

己。”旅里组织“创破纪录争当标兵”比武竞

赛，李正涛踊跃报了名。

此后，在别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动作，李

正涛都会反复练习，训练鞋跑破了一双又一

双。最终，他一举取得蛇形跑第一名，以优异

成绩打破旅纪录。

比武结束后，李正涛向连队党支部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党之所指，我心所向。我愿

像勇士一样永远追随党，勇敢向前冲。”

随着祖国日益强盛，“大
渡河连”更加自信从容

2019 年 5 月 25 日，“大渡河连”一张晒有

256 面荣誉锦旗的照片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这一天，“大渡河连”迎来第 84 个生日。

连队举行庆祝仪式，把历史上取得的荣誉全

部展示出来，告慰勇士、致敬先烈。

“‘大渡河连’早已成为中国军队的一张

名片。”谈起当时的情景，指导员戴艺谋无比

自豪，“这样的高光时刻，在连队历史上还有

很多次。”

进驻香港后，驻香港部队对外开放，有记

者问连队官兵：你们到香港后，听谁的？

连队官兵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无论在

什么地方，无论任何情况下，一切行动听党指

挥。”他们响亮的回答，让媒体刮目相看。

2017 年 6 月 30 日，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活动上，媒体再次聚焦“大渡河连”。

这一天，连队官兵英姿挺拔、自信昂扬，光荣

接受习主席检阅。

一 个 连 队 ，靠 什 么 频 频 吸 引 世 界 目 光 ？

刚到“大渡河连”任职的戴艺谋，带着同样的

问题寻觅答案。

荣誉室里，戴艺谋的目光停在一份 80 多

年前的铅印黑白战地小报上——

1935 年 5 月，连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开辟通

道，红军及时渡河北上长征。与红军激战近

一个月的国民党守军竟不知对手是谁，直到

红军撤离后，他们在一位烈士遗物中发现了

一张《战士报》，通过报纸上刊登的消息才弄

清楚败于谁手。

正是从这张战地小报开始，“大渡河连”

被更多人知悉、追崇。

目光回到 2018 年 7 月 7 日，戴艺谋心中的

答案似乎更加清晰——

纪念七七事变 81 周年之际，“大渡河连”

开展网上祭奠英烈活动。官兵通过网络开启

“时空信箱”，分别致信抗日英雄佟麟阁将军、

1937 年宛平百姓。

“佟将军，您和将士们可以安息了……”

“我们定将牢记耻辱，苦练杀敌本领……”

来自“大渡河连”勇士传人守护和平的铿

锵誓言，通过网络感动了无数人。

目光在历史与现实中穿梭，戴艺谋意识

到，在世界聚焦“大渡河连”的同时，“大渡河

连”也在瞭望着世界。

2018 年 10 月，“和平友谊-2018”中马泰联

合军事演习场上，时任排长左定基精湛的狙

击技能赢得了外军交口称赞，部分外军官兵

还主动向其请教射击技巧。

从演习场回来，左定基谈体会时这样说：

“世界那么大，我们只有眼光足够远，才能看

清世界潮流，做到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2019年 7月 1日，驻香港部队举办军营开放

活动，“大渡河连”官兵表演的刺杀操气势如虹，

吸引了上万名观众的目光。几天后，《解放军

报》刊登出一张照片：香港市民在军营开放活动

现场举起“我爱你解放军”的标语。

随着祖国日益强盛，如今聚光灯下的“大

渡河连”更加自信、从容。

大渡河永远在流淌，英
雄基因始终在传承

当年大渡河畔的勇士，年龄最大的不过

25 岁，最小的一名卫生员仅 16 岁。面对湍急

的大渡河，勇士们争相冲锋，势不可挡。

如今，新时代“大渡河连”官兵都是 90 后

和 00 后。连史上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斗场

面、一段段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穿越时空依

然撬动着他们的心灵。

“陈万清勇士年仅 16 岁，就哭着要参加渡

河突击队，我们也要像前辈一样，奋勇争先。”

00 后士兵高颖说。

新兵连期间，高颖参加双杠比武，以 1 分

之差未能夺得全团第一。下连后，全旅组织

“创破纪录争当标兵”活动，他铆足了劲要争

取名次。别人练 1 组，他就练 3 组，手磨得血

肉模糊。

“现在连队士兵有一半是军士，学历也在

逐年提升，仅大学生义务兵就有 15 名。”提起

连队的可喜变化，连长左健峰自信满满，“如

果说‘大渡河连’是熔炉，那么经过加钢淬炼

的官兵，个个都是‘刀尖子’。”

仅 2020 年一年，“大渡河连”就有 21 人在

上级组织的各类比武竞赛中夺得奖牌。狙击

班班长苏磊，是驻香港部队某旅有名的“狙击

王中王”。在旅里组织的 2020 年狙击手集训

比武中，他勇夺桂冠。

“刚从事狙击专业时，我不过是一只‘菜

鸟’，从射击到战术都排在全连倒数。”苏磊坦

言，“不过，像十七勇士一样，‘大渡河连’的兵

从来不会退缩。”

那段时间，为了研究一个简单的扣扳机

技巧，苏磊痴迷到忘记吃饭。为了克服手抖

的毛病，他整天练习穿针。日积月累刻苦训

练，苏磊专业技术越来越精湛，还担任了旅里

的狙击专业教员。

勇敢换取胜利，英勇精神永远不死。正

如朱德元帅称赞大渡河十七勇士那样，86 年

来，勇士基因在传承，勇士精神在赓续，新时

代“大渡河连”精神历久弥新。

在党的领导下，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人民

军队日益强大。放眼全军，一个个英雄的连

队奋勇冲锋在新长征的路上。

上图：驻香港部队某旅“大渡河连”举行

“岗位传承”仪式。 房济彬摄

从大渡河到香江大地，驻香港部队某旅“大渡河连”—

穿越时空，那永远闪亮的刀锋
■王 鹏 孟垂云 张 毅

第一次走进“大渡河连”，4 面迎风招

展 的 荣 誉 旗 帜 让 我 惊 叹 不 已 ——86 年

来，连队参加大小 1000 余次战斗，4 次被

授予荣誉称号，涌现出 306 位战斗英雄和

战斗模范，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 1 次、集

体二等功 2 次、集体三等功 6 次。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从强渡大渡河

到 腰 站 阻 击 战 ，从 古 山 战 斗 到 同 登 战

斗 ，为 了 荣 誉 ，一 代 代“ 大 渡 河 连 ”官 兵

沙 场 奋 战 ，把 血 肉 铸 就 功 勋 ，用 生 命 赢

得荣誉。

站在这个集体中间，我触摸到了那种

岁月锻打、刻进骨髓的荣誉印记。24 年

驻守香江，每逢比武集训，连队派出去的

官兵都要向党支部作出庄严承诺：此去必

扛旗，此去必争先！

岁 月 轮 转 ，时 代 变 迁 ，

“ 十 七 勇 士 ”的 精 神 代 代 相

传。在党引领强军事业新的

征 程 上 ，新 时 代“ 大 渡 河 连 ”

的勇士们，奋勇向前，永远在

路上！

勇士永远在路上
■“大渡河连”政治指导员 戴艺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地图。当你连线

人生的关键性坐标时，总会有惊喜发现。从

空中俯瞰，我的人生地图呈现出“三角形”构

图。

地图的起点无疑就是我的家乡——山东

莱芜。这里是中外闻名的古战场，长勺之战、

莱芜战役都发生在这里。在耳濡目染中，我

儿时的军旅梦更加坚定了。

2010 年 12 月 ，我 参 军 入 伍 到“ 大 渡 河

连”。我所在的班是连队排头班。干啥都要

争第一的班长让我吃尽了各种苦头，上一线、

打头阵、当尖刀的气场让我丝毫不敢懈怠。

2012 年，正值香港回归十五周年。我铆

足一股劲，苦练仪仗功，最终成功入选阅兵方

队。接受检阅的那一刻，我终于真正体会到

“大渡河连”对我的意义。

1935 年 5 月 25 日，中央红军被天险大渡

河挡住去路。时任红一军团一营营长的孙继

先率领 17 名勇士强渡大渡河，为红军北上打

开了胜利通道。

“大渡河连”一战成名。这是我第一次

“遇见”孙继先。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孙继先

后来成了我人生地图的注脚，和我结下“不解

之缘”。

考上军校报到前，老连长拉住我说：“进

了二连的门，就是二连的人；出了二连的门，

还是二连的人。”当我离开“大渡河连”那一

刻，不争气的眼泪让我明白，原来连队一直就

是我的家。

临行前的最后一次晚点名，让我动容。

连长呼点大渡河十七勇士姓名时，全连集体

答“到”。最后，全连官兵高喊“听党指挥、奋

勇争先、攻坚必胜、牺牲奉献”的连魂。其实，

英雄从未走远，因为我们就是英雄的传人，英

雄的精神早已注入基因、融入血液。

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壮举，就发

生在今天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由于

各种原因，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去过。然而恰

恰就是这个我从未抵达的坐标，却成了我军

旅生涯的重要支点。

这些年，每逢艰难曲折或失利困惑，我就

喜欢用“大渡河”作比较，总禁不住回望当年

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气概。巧合的

是，大渡河这个地方也是构成我“三角形”人

生地图的重心。

2016 年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现在工作

的单位——东风航天城。这里不仅是我国航

天事业的起点、不断前行的路标，也是我人生

地图的重要地理坐标。

在 这 里 ，我 的 人 生 地 图 再 次 邂 逅 孙 继

先。在航天人心中，安葬着孙将军的东风革

命烈士陵园，是不朽的航天军阵。1958 年 10

月，孙继先率领一支从朝鲜战场凯旋的志愿

军部队，征尘未洗挺进大漠戈壁，创建共和国

尖端武器试验基地。

后来，我钻进一口深 5 米、面积约 9 平方

米的深井。这里是东风航天人的又一块精神

丰碑。1966 年 10 月 27 日，我国进行“两弹结

合”试验。7 名试验人员在深井控制室立下

“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的铮铮

誓言。后来这 7 名前辈被誉为“两弹结合”试

验“阵地七勇士”。

2017 年 10 月，单位邀请老前辈给新同志

讲课。那一次，我幸运邂逅了孙继先将军的

儿子孙东宁。孙东宁告诉我，安顺场大渡河

畔立着一块青灰石，上面镌刻着“魂系大渡

河”5 个大字。孙将军的骨灰就抛撒在那片热

土上。

孙将军的战斗人生如此传奇！与孙东宁

的几次对话，就像是我与孙将军穿越时空的

心灵对话。两代勇士的故事也构成了我人生

地图中最闪亮的坐标，激励我不断战斗、奋勇

前行。

历史照进现实。已过而立之年的我，人

生阅历不断增加、人生地图不断延伸，但初心

和使命始终不会改变。

从齐鲁大地到香江大地，从大渡河畔到

弱水河畔，一个是我出生的地方，一个是梦想

启航的地方，一个是梦想扎根的地方，三点一

线间，跨越几千公里位移，横跨大半个中国

的征途。空间，从来不是阻碍梦想的因

素，也磨不去勇士的风采。

如果我们把军人的地图放在强军

兴军的历史坐标中，每一幅地图都有

其独特的时代意义。地图上，我们

清晰看见：中国军人遍布祖国山

河 ，军 人 站 立 的 地 方 就 是 祖

国。

中 国 军 人 用 脚 步 丈

量着人生地图，勾勒出

炽热的家国情怀，绘

就 出 最 美 的 追 梦

之旅。

追逐梦想的人生地图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少校 周 雷

威武之师如何威武？看了连队表演

的操枪和刺杀操，香港市民赞叹：“只有共

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这样威武！”

杀声震天，嘶喊如雷，身为“大渡河

连”的一员，每名官兵本身就是最好的“名

片”。

历史注定会铭记这一刻，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在香港冉冉升起；历史同样会铭

记这一幕，“大渡河连”官兵擎着八一军

旗，稳稳站在进驻香港的第一辆军车上。

每年的“香江卫士”演习，我们连都是

主攻连；每次军营开放，我们连都是主力

军；每回重大任务，我们连都是打头阵……

作为“大渡河连”进驻香港以来第 14 任连

长，重任在肩、唯有奋斗！

当历史照进现实，仿佛有一种磅礴的

力量从我胸口涌出：我脚下的土地是香

港，我守卫的地方叫中国！

（孟垂云整理）

我守卫的地方叫中国
■“大渡河连”连长 左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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