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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老连长，我们来看您了……”日

前，3名年逾花甲的老兵，不远千里来到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三角山边防连，看望

长眠在边防线上的老连长李相恩。

71 岁的杨金龙是该连第 4 任指导

员。杨金龙带领老兵杨白乙拉、王长

玉拾级而上，来到李相恩烈士墓前，

同官兵整齐列队，向老连长墓碑庄严

敬礼。

1984 年夏，时任连长李相恩带队

巡逻，突遇山洪。为救战友，李相恩

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不幸牺牲。

光阴荏苒，老连长牺牲已 37 载，3

位老兵也鬓发花白。

这既是一场庄严简朴的祭奠，也

是一次震撼人心的教育。老连长的

故 事 ，让 在 场 官 兵 心 中 再 次 激 起 涟

漪。“危急时刻，面对洪水，老连长将

战友全力推向岸边，自己却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他让我读懂了共产党人

的初心，更理解了戍边军人的担当。”

一名战士对记者说。

“邀请老兵‘回家’，砥砺戍边豪

情。”该连现任连长王禹博介绍，2014

年 ，习 主 席 冒 着 严 寒 来 到 三 角 山 哨

所 ，勉 励 官 兵“ 为 祖 国 站 好 岗 、放 好

哨、守好边”。此次他们邀请老兵回

到连队，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就是为

了引导官兵从中感悟共产党人崇高

的思想境界、老边防人无私的奉献精

神，进一步坚定扎根边防、守卫边防、

建功边防的信念。

该连荣誉室内，一幅幅生动的历

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再

现了一幕幕戍边场景……步入承载

着红色记忆的展厅，连队官兵认真聆

听老兵的深情讲述。

“哈拉哈河潺潺依旧，三角山山

色 一 如 既 往 ，而 边 关 哨 所 早 已 面 貌

一 新 。”看 着 一 件 件 展 品 ，几 名 老 兵

抚 今 追 昔 ，细 数 边 防 连 队 发 生 的 巨

大 变 化 。“ 在 党 的 坚 强 领 导 下 ，伟 大

祖 国 繁 荣 昌 盛 ，我 们 戍 边 条 件 越 来

越 好 。 我 要 坚 定 信 念 ，一 心 一 意 跟

党 走 ，守 好 千 里 边 防 线 ！”聆 听 完 老

兵的讲述，入党不久的上等兵孙路深有感触地说。

活动尾声，连队 3 名党员代表为老兵们佩戴党徽。全连党员与老兵一起，

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三角山下，官兵的誓言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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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孟德、陆栋钰报道：“竹

签是竹子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

铁！”初夏，第 72 集团军某旅礼堂内，官

兵们表演了一场由《红岩》改编而成的

情景短剧，再现了不幸被捕的共产党员

身陷牢狱仍坚守信仰、顽强斗争的故

事，现场不少官兵流下了热泪。

“ 只 有 让 官 兵 广 泛 参 与 ，用 兵 言

兵语把党史讲新讲活，才能真正学深

悟透。”该旅领导介绍，他们结合官兵

思 想 特 点 和 任 务 实 际 ，探 索 开 展“ 微

艺 术 进 课 堂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鼓 励 官

兵 将 反 映 党 史 中 重 大 历 史 事 件 和 重

要历史人物的红色经典，自主改编创

作成快板、相声、舞台剧等文艺节目，

并在全旅教育课堂公开表演，以官兵

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激发大家学习

党史的兴趣与热情。

“ 南 昌 城 头 枪 声 响 ，革 命 有 了 新

武 装 ……”前 不 久 ，该 旅 某 连 党 员 邝

孟强编排的曲艺节目《南昌城头一声

枪 响》，在 官 兵 中 引 起 热 烈 反 响 。 节

目 中 ，邝 孟 强 用 生 动 活 泼 的 语 言 ，再

现了我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

装 斗 争 的 光 辉 历 程 。 官 兵 们 听 后 纷

纷 表 示 ，要 继 承 好 先 辈 精 神 ，在 练 兵

备战中再创佳绩。

教育有活力，训练添动力。近日，

该旅一场合成营对抗演练在苏北某训

练场拉开战幕。面对复杂“敌”情，官兵

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实战能力得到有效

提升。

第72集团军某旅

党史课堂红色经典润兵心

“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

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啊也有边，共产

党 来 了 苦 变 甜 ……”初 夏 拉 萨 ，风 和 日 丽 。

午觉醒来，喝完一碗酥油茶，79 岁的藏族老

人巴桑如往常一样，来到位于拉萨河畔的西

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广场，参加老年合唱

团的排演活动。

“自从纪念馆建成后，我们合唱团几乎

每天下午都来这里为游客表演。这首《共产

党来了苦变甜》，是每次表演的必唱曲目。”

巴桑老人告诉记者，这首道出百万农奴心声

的歌曲，她唱了一辈子；共产党比山还重的

恩情，她更是记了一辈子。

活动结束后，在巴桑老人陪同下，记者

走进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追寻这首歌

曲背后的故事。

“西藏解放和实行民主改革前，是彻彻

底底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旧西藏法律规定，

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统治农

奴是神的意志，农奴受苦是命中注定的，不

得反抗，否则就会遭到极为残酷的惩罚。”巴

桑老人告诉记者，自己就是农奴出身，9 岁前

被农奴主倒卖了 3 次，价格还不如一头驴。

为防止巴桑逃跑，农奴主甚至还给年幼的她

戴上了脚镣。

纪 念 馆 中 陈 列 的 一 张 张 老 照 片 ，无 声

地控诉着旧西藏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

“不仅如此，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势力还

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国家，妄图将西藏从中国

分裂出去。”纪念馆解说员则玛拉姆介绍，面

对封建农奴主的残暴统治和反动势力的分

裂行径，新中国成立当天，十世班禅致电中

央政府，请求中央“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

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也纷

纷表达同样的心声。

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西藏地方

的严峻局势，党中央于 1949 年 12 月作出“进

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大决策，并派出以

原 18 军为主力的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建

设西藏。

纪念馆内，珍藏着一张原 18 军军长张国

华在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上讲话的照片。仔细

看，会场的一角还站着一名女童。

“这名女童，是张国华的女儿。”则玛拉

姆介绍，为鼓舞士气，张国华在作动员时说：

“今天我把我女儿带到会场，就是要表明我

的态度。不但我要进藏，我老婆要进藏，就是我的女儿，也不留在内地，也要跟我们

一道进军西藏！”

就这样，担负着解放西藏的重任，将士们从四川出发，义无反顾踏上征程。

针对西藏地方政府关闭和谈大门、极力扩充藏军，企图阻止西藏解放的情况，中

央在提出和平解放方针的基础上，确定了“以打促和”的目标。

1950 年 10 月 6 日，昌都战役打响。在当地藏族群众的支援配合下，解放军官兵

以摧枯拉朽之势赢得胜利。则玛拉姆介绍，此役让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进一步分化，

爱国进步力量开始占据上风，和平谈判的大门由此打开。

“经过协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于 1951 年 5 月 23 日签订了关于和平

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则玛拉姆指着展柜中“十七条

协议”复制品告诉记者，自此，西藏的发展翻开了崭新一页。

“没有西藏的和平解放，就没有百万农奴彻底解放的民主改革，我们藏族人民就

不可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前来参观的昌都市江达县党员噶玛多杰告诉记者：“我

也是农奴的后代。母亲经常对我讲，是共产党让我们翻身过上了好日子，是共产党

让我们从‘贵族的仆人’变成了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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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旬，战略支援部队某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官兵重温入党誓词。 刘国辉摄

在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很

多单位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

组织领导干部、先进典型、老党员老英

雄等讲党课，受到官兵欢迎。

党课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创造

的经常性的、行之有效的党员教育形

式，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

途径，也是“三会一课”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领导干部来说，讲好党课

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更是一门“必修

课”。发扬好讲党课这一重要传统，不

仅有助于强化党员政治自觉、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落地落实，还有利于更好

地传承党的优良传统、赓续精神血脉，

有效激发全体党员学党史、强担当、谋

打赢的政治热情，在寻根溯源、感悟初

心、牢记使命中，汲取奋力前行的智慧

和力量。

战争年代，贺龙同志用一碗小米、

一双布鞋和一个盛着一条小鱼的水碗，

把一堂党课讲得形象生动、鞭辟入里。

如今，世情国情军情发生深刻变化，意

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人们价值取

向日益多元多变，官兵成分结构和思维

方式日趋多样，这对讲好党课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倘若做不到言其所盼、答

其所问、解其所惑，就很难让官兵学有

所思、学有所获，更谈不上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党课内容切忌“空对空”。学习要

有目的、教育要有效果，官兵最重“实

打实”、最怕“空对空”。讲好党课必须

把握好分寸，在讲政治、守原则的前提

下，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

物。围绕解决本单位本部门存在的突

出问题和官兵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

题，围绕解决军队党的建设和战斗力

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把情况摸实、措施定实，从看得

见 、摸 得 着 的 身 边 人 、身 边 事 中 找 素

材、找亮点，不断增强党课的贴近感、

现实性和针对性。

党课形式切忌“一刀切”。因人施

教、有的放矢，方能使党课常讲常新。

要依据听课对象、讲课时机、目标需求

等差异，把准脉搏、对症下药，坚持缺什

么补什么，更好地适应战备训练任务繁

重、人员动态分散的特点。要积极探索

互动式教学，从“灌输式”向“讲议结合”

转变，既可以大课集中施教，也可以微

课精准“滴灌”；既可以室内授课，也可

以把课堂设在演训一线，或实地参观见

学，或借助网络授课；既可以一人讲、大

家听，也可以多人讲、大家谈，进而拉直

官兵心中的问号，滋润官兵心田、触及

官兵灵魂。

练强讲好党课的真本领
■周 林

强军论坛

本报讯 王东报道：“我是一名光

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决不屈服

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

在我的阵地上！”近日，第 82 集团军某

旅防空营演训场上，官兵在训练间隙开

设“战地课堂”。中士李文博深情诵读

志愿军战士宋阿毛的战斗遗言，现场官

兵深受震撼。

据了解，该旅前身部队曾在抗美援

朝战场上鏖战长津湖、全歼敌“北极熊

团”，涌现出一批战斗模范。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该旅引导官兵从党史军

史旅史中汲取精神力量，锻造官兵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气。他们着眼

任务实际，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演训任

务、岗位实践有机结合，将课堂开设到

任务一线，见缝插针组织“战地课堂”，

在硝烟中学革命先辈、学英雄模范，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我们要把铁心跟党走的信念转化

为练兵备战热情，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

决不退缩……”在近期一次“战地课堂”

上，亲身经历过汶川特大地震的四川籍

下士王皓权，回忆自己当年被解放军战

士从废墟中救起、从此立志当兵报党恩

的经历。他的诉说，让官兵对人民军队

的初心使命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

演训场上学党史，精武强能动力

足。前不久，该旅某营官兵参加上级组

织的单兵综合演练考核，出色完成定向

越野、精确打击等多个课目，全营训练

优良率超过八成。

第82集团军某旅

演训一线党史故事励斗志

6月上旬，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重型桥梁架设考核。 覃星凤摄

初夏傍晚，某野外驻训场上暴雨如

注。指挥车内，火箭军某导弹旅旅长刘

西洋，全神贯注投入到一场“迟来”的特

殊考核。

不久前，火箭军组织“剑锋-2021”

导弹旅长竞赛考核。因执行野外驻训

任 务 ，刘 西 洋 当 时 未 能 参 考 。 按 照 要

求，考核必须覆盖全员。为此，火箭军

机 关 组 织“ 送 考 上 门 ”，将 旅 指 挥 车 设

为 考 场 ，单 独 为 刘 西 洋 组 织 了 一 场 特

殊的考核。

为期两天的考核中，刘西洋参加了

指 挥 筹 划 、特 情 处 置 等 多 个 环 节 的 考

核。按照规定，参谋团队可辅助作业，

但仅允许刘西洋一人进入指挥车。考

核内容与该旅担负的作战任务紧密相

关，采取“一旅一卷”“一类一题”方式进

行 设 计 ，指 挥 筹 划 、特 情 处 置 、战 法 陈

述、质询答辩等环节一个不少。

独立完成全部作业后，刘西洋开始

答辩。面对考官提出的“如何最大限度

提升战斗力”这一问题，他围绕“发挥老

型号装备性能优势、探索新战法挖潜战

力极限”进行了系统阐述。他紧贴实际、

思路清晰、可行性强的回答，赢得了考官

认可。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我会有针对性

地固强补弱，不断提升实战本领。”考核

结束后，刘西洋又将投入新一轮紧张的

综合演练中。

一名导弹旅长的“补考”
■胡 耀 本报记者 洪 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