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81-0001/（ J） 代号 1-26

中国军网 http: //www.81.cn 第 号 解放军报社出版2021年 6月 15日 星期二

辛丑年五月初六 今日12版

23167

6 月，金银滩草原的夏天来了。绿草

茵茵、白云低垂，让人仿佛淡忘了这里曾经

轰鸣的炮声。

金银滩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二

二一厂旧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

氢弹均诞生于此，这里被称为中国原子城。

如今，这里已安全退役，成为旅游景

区。曾在这里奋斗过的核工业人被安置到

全国 27 个省份的 532 个县市。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二二一厂离退

休职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解决

离退休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已是耄耋之年，这些老同志带着自己

的“二二一故事”，带着烙印在身上的“两弹

一星”精神，依然在祖国各地发光发热。

以身许国，在那遥远的地方

6 月 2 日，西宁市德令哈路的中核集团

二二一小区内歌声嘹亮——《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歌声

来自二二一厂退休职工和家属。

85 岁的杨翠英老人特意打扮了自己，

“经历了苦日子，今天的日子比蜜还甜。”

她说，感谢党中央没有忘记我们。

老 人 们 表 示 ，在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心

下，这两年待遇好了，看病就医更省心，中

核集团等还组织对职工住房进行修缮，美

化了社区环境，生活舒心多了。

1958 年，面对西方核讹诈的威胁，党

中央决定在青海金银滩建立中国第一个

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称“青海省第五建

筑工程公司”“青海矿区”。

金银滩地处高原，高寒缺氧，一年里有

八九个月要穿棉袄。西部歌王王洛宾在这

里写下了经典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

1961 年，杨翠英带着当时只有 4 个月

大的女儿，从河南老家追随丈夫到了二二

一厂工作。

“那时吃的多是青稞面和黑豆面，面

黏性太大，刚开始咽不下去，需要拿热水

送。粮油限量供应，我们只能自己种一些

土豆充饥。”杨翠英回忆说。

今年 80 岁的董殿举住在安徽合肥团

安新村。话起当年，老人的眼神一下子亮了起来——

1959 年，只有 18 岁的他进厂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

“当时条件艰苦，我们只能临时住进牧民搬走后留下的牛

棚、羊圈里，有时就在山上挖个洞睡觉，晚上还能听见狼叫。

冬天睡觉时戴着棉帽，第二天被子、帽子上都是冰霜。”

今年 86 岁的刘兆民曾在二分厂研制

炸药。“当年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从事什么

工作，拿着车票，提着木箱就来了，和我一

起来的同一届校友当时就有 20个。”他说。

刘兆民后来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一

份“特殊”的事业。研制雷管、研究炸药冲

击波，曾是他的主要工作。

当年，很多科学家工作到深夜，一个

共同的信念在心中燃烧——再穷，也要造

出“争气弹”。

李富学 1959 年到厂，主要从事“微秒

级电雷管”的研制任务。

“以前国内都是秒级的，原子弹需要

微秒级的电雷管，没有先例也没有样品，

一切都是自主研发。”老人声音依旧洪亮。

为了造出合格的电雷管，研究人员从

试制到定型，两年多时间里做了 5 万多次

试验。

1962 年，新型微秒级电雷管诞生了，

试爆成功的原子弹、氢弹，都使用上了这

种电雷管！如今说起来，88 岁的老人家仍

充满骄傲。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

弹爆炸成功！

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

炸成功！

2015 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就我国核

工 业 创 建 60 周 年 作 出 重 要 指 示 ：“60 年

来，几代核工业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推

动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

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建

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化剑为犁，永远为了和平

拂去岁月的尘埃，二二一的名字闪耀

着不朽的光辉。二二一厂的建设者们为

我国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的长河奔腾向前。战争的阴影

淡去，和平与发展渐成时代主题。1987 年

6 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作出撤销二二一

厂的决定。

眼含热泪、心怀不舍，但人们没有任

何怨言，一方面继续攻关、保质保量完成

研制和生产任务；另一方面遵照国际通用

核设施退役处理标准、本着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对设

施设备进行永久性无害化处理。

1993 年 6 月，退役治理工作全面完成，厂区设施达到不加

任何限制可对外永久性开放的标准。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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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锤炼作风，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摔打部队，发扬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敢于战胜一切困难，敢于
压倒一切敌人，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习近平

战争不仅是物质力量的比拼，也

是 精 神 力 量 的 对 抗 。 我 军 自 创 建 以

来，靠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

念，靠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

神，完成了世所罕见的万里长征，在战

场上多次打败“钢多气少”的强敌。

今天，我们的武器装备有了长足

进步，“拼刺刀”的战斗渐行渐远，但敢

于亮剑、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永不过

时。今天，我们“钢”多了，“气”要更

足。除了光荣传统教育和日常环境熏

陶外，我们要特别注重在大项任务中

磨砺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

精神。

习 主 席 多 次 强 调 ，和 平 时 期 ，决

不能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

武 ，军 人 还 得 有 血 性 。 血 性 如 刀 ，不

磨则不快，不砺则无锋。作为新一代

革 命 军 人 ，我 们 应 以 时 刻 准 备 战 斗 、

随时准备冲锋的姿态，以舍我其谁的

胆气、敢打必胜的豪气，激发“除了胜

利 一 无 所 求 ，为 了 胜 利 一 无 所 惜 ”的

战 斗 血 性 ，做 让 党 和 人 民 放 心 、令 任

何对手都闻风丧胆的血性军人。

“钢”多了，“气”要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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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导读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第五至八版）

高原某地，陆军第 77 集团军某合

成旅军事技能和体能考核举行。

经过激烈比拼，山地步兵一营二

连“阳廷安班”第 39 任班长肖攀，摘得

桂冠。肖攀由衷感叹：“我能夺冠，得

益于部队代代相传的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战斗精神！”

陆军第 77 集团军某合成旅官兵自

豪地告诉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

在不同场合多次要求全军发扬“两不

怕”的战斗精神。

2016 年 1 月 5 日，习主席到该旅前

身部队、原第 13 集团军视察。对这支

部队，习主席十分熟悉，先后接见过参

加汶川抗震救灾和芦山抗震救灾的集

团军官兵。军史馆内，一张张图片、一

件件实物、一面面锦旗，生动展现了这

支 部 队 的 战 斗 历 程 。 习 主 席 边 听 边

看，不时询问有关情况，肯定集团军不

愧为“铁血雄师”“山地铁拳”。

2019 年 6 月 ，该 旅 从 平 原 移 防 高

原 。 数 月 后 ，该 旅 士 官 周 浩 、连 洁

东 、徐 建 行 参 加 国 庆 70 周 年 阅 兵 。

他 们 高 擎“阳 廷 安 班 ”“智 勇 侦 察 排 ”

“群众工作模范团”3 面战旗，列阵战

旗 方 队 接 受 习 主 席 检 阅 。 从 阅 兵 场

归来 ，3 名士官党员直接奔赴高原训

练场驻训……

戍守高原，该旅党委一班人不等

不靠，邀请专家考察论证研究，设计建

设了 3 个高原战术训练场和相关专业

训练场，使旅营连排班组到单兵的战

术训练能够全面展开。

记者跟随该旅领导实地探访，战

术训练场上的景象让人振奋：指挥训

练 引 进 了 兵 棋 推 演 系 统 和 全 地 域 电

子沙盘系统，单兵训练引进了影像模

拟射击系统，专业训练引进了主战装

备 模 拟 训 练 系 统 ，战 术 训 练 引 进 了

实 兵 对 抗 、野 战 靶 标 系 统 …… 近 两

年 ，他 们 在 这 个 训 练 场 多 次 组 织 实

兵 对 抗 演 练 ，使 部 队 和 人 员 得 到 了

全面锻炼。

“千里移防，部队靠的是‘听党话、

跟党走’的忠诚基因和‘两不怕’的战

斗精神。”该旅领导说，面对改革强军

的时代大考，他们牢记习主席嘱托，用

“两不怕”精神打造铁血劲旅，用红色

基因淬炼胜战之刃。

用 理 论 武 装 铸“ 两 不 怕 ”之 魂 。

这 几 年 ，该 旅 突 出 抓 好 战 争 观 、生 死

观 、苦 乐 观 教 育 ，强 化 官 兵 知 战 的 智

慧 、敢 战 的 勇 气 、备 战 的 责 任 和 胜 战

的 信 心 。 官 兵 们 思 想 稳 定 ，一 不 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在训练场上

熠熠生辉。

用 军 事 训 练 砺“ 两 不 怕 ”之 胆 。

他 们 加 快 转 型 建 设 ，加 大 训 练 强 度 、

难 度 和 险 度 ，在 严 寒 、缺 氧 、雨 雾 、夜

暗 等 恶 劣 环 境 下 开 展 高 强 度 训 练 。

一次武装越野比武，该旅侦察科科长

高松因高原反应晕倒。醒来后，他拔

掉吸氧管继续参赛，坚持考完了余下

课目。

用 重 大 任 务 激“ 两 不 怕 ”之 气 。

他们注重以重大任务为平台，在复杂

条 件 和 艰 苦 环 境 中 摔 打 锻 炼 部 队 。

“猛虎红八连”原连长简春，强忍高原

上感冒发烧带来的身体不适，在实兵

演习中连续作战 20 多个昼夜，带领战

士执行穿插任务。战斗结束，他累倒

在阵地上……

该旅官兵告诉记者，“两不怕”的

战斗口号，是二连六班原班长阳廷安

当年在战场上叫响的。

那年，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二

连六班担负攻击敌军碉堡任务，面对

敌军的强大火力，六班班长阳廷安大

喊一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我

来，打进去！”“阳廷安班”8 名战士 7 名

壮烈牺牲，为战斗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进京

汇报作战情况。当他说到战胜敌人靠

的 就 是 我 们 战 士“ 一 不 怕 苦 、二 不 怕

死”的精神时，毛主席肯定地说：“我赞

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

追根溯源，血脉赓续。记者在该

旅 看 到 ，官 兵 读 战 斗 故 事 、看 战 斗 影

片、唱战斗歌曲、喊战斗口号、演战斗

节目、写战斗格言、绘战斗场景，战斗

氛围浓厚。该旅大门口，旅徽“‘两不

怕’旅”格外醒目。“阳廷安班”的“钢

铁勇士”雕像挺立在二连荣誉室。争

做“阳廷安式英雄战士”，在全旅蔚然

成风。

放眼该旅高原练兵场，随处可见

新 时 代 阳 廷 安 传 人 的 身 影 。 防 空 营

便 携 式 地 空 导 弹 二 连 八 班 班 长 张 帅

豪 ，带 领 导 弹 班 组 在 高 原 进 行 训 练

时 ，每 天 背 负 近 20 公 斤 的 弹 筒 匍 匐

前 进 ，膝 盖 被 磨 得 伤 痕 累 累 ，旧 伤 还

未 结 痂 又 添 新 伤 。 在 上 级 组 织 的 专

业 考 核 中 ，他 带 领 班 组 取 得 全 优 成

绩 。 他 因 素 质 全 面 过 硬 被 旅 里 保 送

上军校。

新一代“阳廷安”的队伍里，也有

大 学 生 女 兵 的 身 影 。 防 空 营 高 炮 连

五班班长景茂利，为了掌握狙击步枪

的定型动作，顶着烈日一练就是 4 小

时 。 在 西 部 战 区 陆 军 组 织 的 某 型 狙

击步枪比武竞赛中，她出色完成多课

目射击考核，总成绩位列第一。来到

高 原 后 ，又 主 动 要 求 参 加 特 战 训 练 ，

脸晒得像男兵一样黑。去年 5 月，旅

里组织负重 20 公里武装越野，景茂利

勇 夺 第 一 ，荣 立 二 等 功 ，被 旅 里 评 为

“十大铁拳先锋”。

训练间隙，景茂利对着远处的雪

山 朗 诵 一 位 作 战 中 牺 牲 的 战 士 出 征

前 写 的 诗 ：“ 妈 妈 ，请 你 不 要 把 孩 儿

惦 记 ，不 付 出 代 价 怎 能 得 到 胜 利 ？

战 士 的 决 心 早 已 溶 进 枪 膛 里 ，为 了

祖国不惜血染战旗……”

这 ，是 新 一 代 高 原 官 兵 的 豪 迈

宣言！

下图：“阳廷安班”开展战术训练。

郭 朋摄

陆军第77集团军某合成旅：

铁血劲旅“两不怕”
■本报记者 欧世金 马三成 谭靓青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近日，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结合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组织教研骨干

赴南昌、上井冈、探古田、进遵义、走延

安，进行 2021 年教研骨干专项集训。

从“ 打 响 第 一 枪 ”的 南 昌 城 ，到 茅

坪 河 畔 的 八 角 楼 ，再 到 黄 洋 界 保 卫 战

旧址……教员们围绕“为什么来寻根”

“来红色圣地学什么”“回去怎么办”等

问题，探寻人民军队制胜密码，提升教

战研战能力。

英雄城南昌，专项集训第一站。教

员们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追寻人

民军队的红色起点。站在历经沧桑的

银灰色建筑前，一种历史的厚重感铺展

开来。

强劲有力的大手从崩裂的巨石中伸

出，紧扣“汉阳造”步枪扳机。枪的上方，

是象征中国革命新天地的蓝天白云……

序厅的雕塑，让人感受到当年“第一枪”

的石破天惊。雕塑前，教员们举起右拳，

重温军人誓词。在陈列馆的一面名录墙

前，大家陷入了追思——

墙上，镌刻着 858 个名字。当年 2 万

多 名 起 义 官 兵 ，只 有 858 人 留 下 了 姓

名。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英勇奋战的

鲜活生命。

“作为联合作战学院的教员，一定要

走出书斋，走进红色课堂、战场遗址，打

通历史与现实的思考通道，才能找到教

学科研的源头活水。”在古田参观时，教

授李敏霞感慨地说。

背依五虎岭，面临龙江河，一块高

悬的黑漆描金木匾上，“龙江书院”四个

大字在青山绿水掩映下弥漫着文化气

息——教员们来到井冈山，探寻红军培

训机构的历史。

龙江书院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

军教导队旧址。教员们来到这里感到

分外亲切——90 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

井冈山创建红军教导队，植下了国防大

学的根。

飞檐翘角的明道堂里，教员们在学

员蔡德华当年使用的笔记本前久久驻

足。那砖块架起的桌子；那竹片、笋壳

充当的纸笔；那湖南乡音讲述的经典战

例……看着陈列的文物，听着讲解员的

介绍，大家对“治军先治校，强军必强校”

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初夏的延安，庄严而神圣。蜿蜒的

延河，绕着薄雾缭绕的凤凰山，潺潺流

淌……

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颗

璀璨明珠。步入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大

厅，教员们的目光停留在巨幅抗大校歌

词谱上。“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

族优秀的子孙……”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抗战时期

曾感召无数热血青年汇聚到这里。今

天，抗大传人又集合在宝塔山下，重温革

命传统，再唱抗大校歌，表达对革命先辈

的崇敬追思，激发践行初心使命的不竭

动力。

当 年 ，为 什 么 成 千 上 万 热 血 青 年

从 祖 国 的 四 面 八 方 奔 赴 延 安 ，汇 聚 在

党的旗帜下？为什么他们甘愿放弃大

后方、大城市的优越生活条件，汇聚到

条件艰苦的“窑洞大学”……在抗大纪

念 馆 ，教 员 们 一 边 参 观 、一 边 寻 访 、一

边思考，并利用学习间隙组织讨论，感

悟抗大魅力。

寻访之旅锤炼了党性，净化了心灵，

心中的问号被拉直。现地教学归来，教

员们很快投入到联合作战指挥培训班的

毕业演习中。

探寻人民军队制胜密码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组织教研骨干赴红色圣地现地教学纪实

■宋永兴 本报记者 罗金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