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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初夏海口，椰风拂面。

71 年前，人民解放军乘风破浪发起

渡海登岛作战，向退守海南的国民党残

敌展开进攻，拉开了解放海南岛战役的

序幕。

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内，一座

帆船造型的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向前

来祭奠英烈的人们，无声诉说当年那场

惊心动魄的战斗。

“1949 年秋冬之交，国民党残敌逃

到海南岛，妄图依靠琼州海峡进行长期

固守。”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

宣教处处长卫静春告诉记者，鉴于当时

的国内、国际局势，毛主席于 1949 年冬

下达了渡海登岛作战命令，指示第四野

战 军 ，力 争 在 1950 年 春 夏 两 季 解 放 海

南岛。

走进位于烈士陵园内的解放海南岛

战役纪念馆，卫静春指着墙上的展板向记

者介绍，当时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守军总兵

力约 10万人，拥有 50余艘舰艇和 40余架

飞机，而我第四野战军除拥有木帆船和少

量改装的机帆船外，无任何海空力量。国

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部”认定，琼州海峡

海陆空立体防线固若金汤，解放军“断无

登岛可能”。

在敌人放松警惕之际，第四野战军

召开作战会议，将渡海方针确定为“积极

偷 渡 ，分 批 小 渡 与 最 后 大 举 登 陆 相 结

合”，并下令第 15 兵团担负作战任务，加

紧展开备战训练。

“四野官兵多为北方人，别说航海和

海战经验，很多人此前甚至连大海都没

见过。”卫静春介绍，为完成解放海南岛

任务，渡海兵团官兵开展了大规模海上

练兵活动。

利用自制的浮筏练习海上射击，跟

着渔民学习掌帆、下锚……记者在纪念

馆展出的影像资料中看到，那段时间，

无论是沙滩、近海，还是椰林、渔村，雷

州半岛的海岸线上处处可见官兵备战

的身影。

1950 年 2 月 ，在 一 次 训 练 中 ，第 43

军 128 师 382 团副排长鲁湘云带领 7 名

战士驾木帆船出海，途中不慎偏航，意外

与敌军舰遭遇。受到炮击后，官兵们临

危不惧、沉着应战，待敌舰靠近时，突然

向敌舰展开猛烈射击，并投掷集束手榴

弹，最终将敌人的装甲兵舰击退。

“鲁湘云等官兵用木船打军舰取得

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卫静春指着

一幅战役经过示意图介绍，经过紧锣密

鼓的临战训练，渡海兵团于 1950 年春基

本完成作战准备。

1950 年 3 月 5 日至 26 日，渡海兵团

8500 余名官兵分两批登陆海南岛，并在

当地群众和琼崖纵队的接应配合下，撕

开了国民党守军的防御口子，为主力部

队大规模登陆创造了条件。

1950 年 4 月 16 日，渡海兵团主力 2.5

万余名官兵乘船强渡琼州海峡。经过一

夜激战，成功占领海口至临高角一线的

海岸线，以摧枯拉朽之势追击残敌，将红

旗插遍海南岛。

“海南岛的解放，打破了国民党反

动派对大陆的海上封锁链，对恢复当时

中南地区经济，捍卫祖国领土完整、保

卫 神 圣 海 疆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战 略 意

义。”卫静春介绍，如今，随着经济建设

快速发展，海南岛不仅是祖国南海的国

防前哨，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新的自由

贸易试验区。

遍 地 红 旗 展 琼 崖
—走进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

■潘仲齐 本报记者 贺美华 特约通讯员 程锡南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

远。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主席强调

要树立正确党史观，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史

提供了根本遵循。

如何看待党史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如

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

须是科学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全面的历史的方

法。学习党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观，从时间与空间的维度、纵向与横向的视角

综合考量，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用怎样的态

度把握历史，用怎样的思维理解历史，不但影

响我们对过去的判断，更影响我们对未来的规

划。因此，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战略的高度来

看待党史问题，在学习党史中坚定政治立场、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

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

而且很有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党史是党

的发展、建设历程的真实反映，任何人都不可能

改变历史和事实。然而在现实中，有的人片面

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有的人不信正史信

野史，或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热衷传播八卦

轶闻，甚至贬损、丑化英雄烈士，等等。这些都

是党史观歪曲、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主席指出，“学

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

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党员

干部树立正确党史观，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必要前提，也是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

效的重要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

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

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

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

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树立正确党史观，每名党员要坚持用唯物

史观来认识和记录历史，从正史信史中深入了

解党和国家事业的伟大历程，汲取我们党和国

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自觉做到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把握好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坚持以我们党关于

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树立全面、历史、辩证的立场和方

法；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理直气壮弘扬党史的浩然正气和英雄之气，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站稳立场，面对错

误言论敢于发声、敢于亮剑，更好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作者单位：3265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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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海军、张勇报道：“5年

平叛剿匪，大小战斗 3600 余次，1500

多名官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5月

下旬，青海省玉树军分区组织官兵走

进驻地红色场馆，引导官兵从红色历

史中汲取奋进动力、传承红色基因。

“玉树地区丰富的红色资源，记录

了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铭刻着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宝贵教材。”该军分区领导介绍，他们整

体筹划，从坚定官兵理想信念入手，深

入挖掘驻地厚重的革命历史，扎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

该 军 分 区 专 门 开 设“ 红 色 大 讲

堂 ”，组 织 官 兵 结 合 身 边 红 色 资 源 ，

广 泛 收 集 整 理 编 写 革 命 故 事 、先 辈

事迹，鼓励大家积极参加“红色大讲

堂”，讲红色故事、话感悟体会，营造

“ 处 处 是 课 堂 、人 人 都 参 与 ”的 浓 厚

氛围。他们还利用网络直播等年轻

官 兵 喜 闻 乐 见 的 形 式 ，进 一 步 增 强

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11 年前，我还是一名学生，亲眼

看见解放军官兵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

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从那时起，我

就立志要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在该

军分区近日组织的最新一期“红色大

讲堂”上，藏族干部扎西佳哇动情地

说，“我一定刻苦训练，锤炼过硬本领，

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青海省玉树军分区

“红色大讲堂”人人参与

本报讯 董生博、特约通讯员刘

梦婷报道：“这堂课运用了年轻官兵喜

爱的时代元素，大家学习兴趣很浓”

“授课内容很充实，但课堂互动不足，

官兵参与感不强”……6 月上旬，第 82

集团军某旅组织政治干部党史学习教

育授课比赛，由战士代表组成的“评审

团”现场点评打分，让人眼前一亮。

党史讲得好不好，基层更有发言

权。该旅党委前期调研了解到，有的

政治干部授课方式单一，一些官兵感

到授课内容理解不透、消化不了。为

此，该旅以组织党史学习教育授课比

赛为抓手，遴选战士代表组成“评审

团”，现场听课、打分评判，从受教者角

度评价授课效果，倒逼政治干部精研

党史、精心备课，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

比赛现场，三营火力连指导员吴

广通过大屏幕播放自己参观红色场馆

时拍摄的图片和视频，生动讲述革命

先辈的战斗故事，赢得官兵阵阵掌声，

“战士评审团”一致打出高分。

为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该

旅广泛搜集官兵在追寻红色足迹过程

中留存的影音资料，将其作为开展教

育的素材。他们把教育课堂融入远程

机动途中、搬到一线演训场上，利用训

练间隙灵活开设党史“微课堂”；组织

“说说连队传家宝”活动，邀请官兵介

绍连队史馆老物件、老照片背后的感

人故事，共忆连史，坚定理想信念。

教育入脑入心，训练动力倍增。

日前，该旅官兵参加上级组织的军事

比武，取得无人机单兵比武第一、综合

排名第三的好成绩。

第82集团军某旅

“战士评审团”打分评课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陶磊报道：

６月上旬，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新兵营

组织实弹射击考核，新兵汪洋、王鑫、

郝欣宇等 7 名战士都取得 5 发 50 环的

好成绩。考核结束，7 名“神枪手”站

上领奖台，新兵营领导现场为他们佩

戴大红花、颁发荣誉证书。“比在赛场、

奖在现场，为这样的荣誉激励点赞！”

一名新兵高兴地说。

“荣誉激励能够有效点燃新兵训

练热情，充分发挥好荣誉激励作用，对

提升新训工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该

旅领导介绍，他们坚持“比在平时、奖

在平时”，按照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

设纲要》有关要求，优化细化表彰奖励

工作实施办法。他们在新训工作中引

入评比竞赛机制，分层次、分阶段推出

一系列小评比、小竞赛等活动；对比武

竞赛成绩优异的新兵，按照有功就奖

的原则，让他们的每一次出彩都能及

时得到认可。此外，他们还举办颁奖

仪式，通过灯箱橱窗、强军网等载体大

力宣扬新兵先进典型，让精武强能者

感受荣光。

“真没想到，奖励来得这么快！”谈

及旅队“奖在平时”的做法，新兵李招

感触颇深。下连前，他不慎扭伤了脚

踝，一段时间里训练成绩受到影响。

伤愈后，李招加班加点苦练，补齐短板

弱项，当月就在新兵营里组织的体能

竞赛中获得“最快进步奖”，光荣登上

领奖台。

用好荣誉激励，点燃精武豪情。

日前，该旅组织存在明显短板的部分

新兵进行补差训练，帮助他们提升成

绩。一名新兵告诉笔者：“目标够得

着、荣誉看得见，我一定要迎头赶上，

争取在下一场比武中站上领奖台。”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发挥荣誉激励作用

比在平时奖在平时

本报讯 何嘉樾、胡世坚报 道 ：

初 夏 ，笔 者 在 新 疆 军 区 某 部 采 访 时

看 到 ，新 兵 班 长 何 广 的 军 体 训 练 笔

记本首页，贴着一张“70 天训练计划

表”。何广介绍，该部为新兵制订个

性 化 体 能 训 练 方 案 ，有 力 提 升 新 训

水平。

“这张训练计划表，新训骨干人

手 一 份 。”该 部 领 导 介 绍 ，新 兵 体 能

训 练 是 新 训 工 作 的 重 要 内 容 ，打 牢

新 兵 体 能 基 础 ，有 利 于 新 兵 后 期 训

练水平稳步提升。今年新训工作开

展以来，该部突出科学组训、高效施

训，系统梳理以往组训有益经验，改

变过去由各连按周制订训练计划的

做 法 ，将 新 训 阶 段 的 体 能 训 练 计 划

统 揽 在 一 张 表 中 ，根 据 新 兵 身 体 机

能 特 点 ，探 索 推 行 循 序 渐 进 的 周 期

训练法。

该部为每名新兵制订“体能素质

成长路径周期表”，清晰标注新兵在每

个训练阶段的目标和要求，并动态记

录他们的身体机能数据和体能成绩。

组训过程中，新训骨干以此为依据，采

取“一人一策”的方法精准组训，有针

对性地开展体能训练，循序渐进提高

新兵体能素质。

“新兵体能摸底测评后，我们就

按 照 测 评 数 据 ，为 每 名 新 兵 制 订 训

练 目 标 ，确 定 方 法 路 子 。”新 训 班 长

唐华波介绍，新兵小李体型偏胖，为

他制订的训练计划是在新训初期先

减脂，随后进行小重量抗阻训练，饮

食 也 作 出 相 应 调 整 ；新 兵 小 赵 心 肺

功 能 偏 弱 ，训 练 计 划 则 以 有 氧 操 和

间歇跑为主。

科学组训助力新兵训练水平有效

提升。在该部最近组织的一次体能测

试中，新兵团的体能合格率明显提高，

新兵训练伤发生率大幅降低。

新疆军区某部提升新兵体能训练水平

“一人一策”循序渐进

强军论坛

5月底，武警衡阳支队组织冲锋舟驾驶训练（无人机俯拍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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