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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一个镌刻在当代中国人心中

永恒的名字。

雷锋精神，一座屹立半个多世纪的

精神丰碑。

初夏，记者一行走进抚顺市雷锋纪

念馆，重温这名共产主义战士短暂而又

不凡的一生。

“1940 年，雷锋出生在湖南省望城

县一户穷苦人家，不满 7 岁就成了孤儿，

靠吃‘百家饭’过活。”纪念馆副馆长赵杰

告诉记者，1949 年，望城解放，雷锋在党

和政府的关怀下上了学、读了书，还加入

了共青团。

“新旧社会的巨大反差，让雷锋对中

国共产党产生了朴素而又真挚的感情。”

漫步“先锋少年”“新式农民”“模范工人”

等展厅，赵杰指着一张张奖状、一本本证

书介绍，怀着对党的感恩之情，雷锋热情

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当学生，他是

先锋少先队员；当农民，他是优秀拖拉机

手、治水模范；当工人，他是标兵、红旗

手、先进工作者。

1960 年 1 月 8 日，雷锋应征入伍来

到抚顺，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不久后，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者

在展出的雷锋日记复印件上看到，他这

样描述自己入党时的心情：“今天，我光

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

自己最崇高的理想。”

下连后，雷锋成为一名汽车兵。馆

中陈列的那辆“嘎斯 51”型卡车，就是他

生前亲密的“战友”。

“这辆卡车磨损严重，是当年连队的

‘耗油大王’。”赵杰介绍，雷锋下连后主

动申请接手这辆旧车，通过精心保养和

反复排查耗油原因，最终摸索出一套节

油窍门，将这辆“耗油大王”变成全连“节

油标兵车”。

“ 雷 锋 总 是 干 一 行 、爱 一 行 、钻 一

行。”赵杰说，两年多的军旅生涯，雷锋与

战友们多次执行运输任务，安全行驶里

程超过两万公里。

对待工作认真，对待他人热心。雨

夜背送老人儿童回家，把省吃俭用节约

下来的钱捐给灾区群众，为解救人民群

众而累倒在救灾一线……展厅内，一件

件实物、一幅幅照片、一段段文字，向人

们诉说着这位解放军战士朴素的人生

观：“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

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

1962 年 8 月 15 日，雷锋因公殉职。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纪念馆广场

中央伫立着一尊雷锋塑像，系在塑像胸

前的红领巾随风轻摆。前来参观的群众

络绎不绝，人们在这里驻足瞻仰、默默缅

怀。不远处，一座巍然挺立的纪念碑上，

毛泽东同志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几

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离开纪念馆，记者前往雷锋生前所

在部队。走进“雷锋班”，官兵们至今保

留着老班长雷锋的床铺和军装。每晚连

队点名，在喊到“雷锋”的名字时，全连官

兵都会齐声答“到”。

雷锋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

人。据统计，辽宁省学雷锋志愿者总数

已达 500 余万名。学习雷锋的暖流，早

已汇成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穿越时空，

奔腾不息。

永恒的名字 不朽的丰碑
—走进抚顺市雷锋纪念馆

■本报记者 康子湛 刘 敏 中国军网记者 刘 丹

本报讯 汪天玄、任伟报道：“从石

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

党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6

月上旬，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官兵来到

中共一大会址参观见学，听完讲解员的

解说，大学生士兵刘柯涛表示：“通过系

统学习党史，大家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更加坚定了。”

该基地领导介绍，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他们充分利用驻地红色资

源，按照“计划共商、好课共享、资源共

用、力量共建”的思路，探索军地协作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模式，拓宽党史学

习教育阵地。

该 基 地 与 中 共 一 大 会 址 等 红 色

场 馆 联 手 ，深 入 开 展“ 红 色 巡 展 进 军

营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与 地 方 有 关 单 位

合 作 ，打 造 融 媒 体 中 心 和 数 字 史 馆 ，

使党史学习教育方式多样化、传播立

体化；与地方院校携手开展军地联教

联 学 ，努 力 打 造 一 批 特 色 党 课 ，组 织

官兵创作《请叫我同志》系列情景剧、

《我们都是追梦人》微视频等，合力推

出 一 批 富 有 吸 引 力 和 感 召 力 的 精 品

力作。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该基地

组织官兵聆听军地双方特色党课，观看

军地共同制作的视频作品，深刻领悟党

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进一步铸牢

“舰行万里不迷航”的忠诚信仰。

海军某基地探索军地协作共学党史新路

联 教 联 学 铸 忠 诚

本报讯 田雪骄报道：6 月初，空

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某旅结合

长途野营拉练，组织学员赴革命圣地

延安开展现地教学活动，进一步深化

党史学习教育。野营拉练期间，该旅

每天组织徒步行军，沿着当年延安保

卫战的路线行进，穿插安排参观革命

旧址。

“革命旧址是生动的教育课堂，蕴

含 着 宝 贵 的 精 神 财 富 。”该 院 领 导 介

绍，他们注重将党史学习教育与训练

任务相结合，组织学员在野营拉练途

中前往红色场馆参观见学，重温红色

历史、接受思想洗礼、传承奋斗精神。

在枣园、杨家岭、宝塔山、凤凰山

等革命旧址，学员们重温了中国共产

党人在艰难岁月里为民族独立、人民

解 放 而 浴 血 奋 战 的 光 辉 历 史 。 学 员

杨 本 晨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 在 当 年 装 备

落后的情况下，人民军队取得每一个

胜 利 都 非 常 不 易 。 作 为 新 时 代 的 军

校 学 员 ，我 们 一 定 坚 守 初 心 使 命 ，锤

炼 过 硬 本 领 ，为 实 现 中 国 梦 、强 军 梦

贡献力量。”

空军工程大学某学院组织现地教学活动

寻 访 旧 址 话 强 军

本报讯 冯华华、张勇报道：“长

征途中 ，3 名女红军借宿村民徐解秀

家 ，临 走 时 把 仅 有 的 一 床 被 子 剪 下

一半送给徐解秀……”近日 ，第 72 集

团 军 某 旅 在 驻 训 点 开 展“ 学 百 年 党

史 、奏 强 军 战 歌 ”专 题 教 育 ，列 兵 罗

清 支 结 合 自 己 根 据 党 史 经 典 故 事 创

作的 18 幅漫画，与战友一起话初心、

谈感悟。

“年轻官兵思想活、创意新，鼓励

他们发挥才艺特长，可以将党史学习

教 育 开 展 得 更 生 动 ，增 强 趣 味 性 、吸

引力和感召力。”该旅领导介绍，他们

推出一批精品党史课，鼓励官兵发挥

自身特长积极参与备课授课，采取漫

画、微电影、情景剧等形式，让党史课

堂丰富多彩、更加鲜活。为讲好红色

经典故事，官兵们查阅大量文字材料

和 历 史 文 献 ，在 创 作 过 程 中 走 近 历

史、走近英雄，汲取精神营养、激发奋

进力量。

该旅还遴选出一批精品课程，录

制成视频上传到强军网，方便官兵自

主 学 习 。 此 外 ，他 们 广 泛 开 展“ 读 书

交 流 会 ”“党 史 知 识 竞 赛 ”等 活 动 ，营

造“人人讲党史、处处是课堂”的浓厚

氛围。

陆军某旅发挥官兵主体作用

创 作 漫 画 悟 初 心

本报讯 马俊锋、王晨辉报道：日

前，陆军某部组织武器试验研讨会，高鹏

宇等青年骨干针对试验突发问题提出的

处置方案，得到现场专家高度评价。这

是该部实施“试验指挥能力提升工程”培

养青年骨干带来的喜人成效。

“青年骨干学历高，但实践经验不足，

试验中遇到突发状况时往往不知如何应

对。”该部领导介绍，为此他们实施“试验

指挥能力提升工程”，采取一系列扎实有

效的举措，助推青年人才快速成长。

他们在广泛征集官兵意见的基础上，

精心统筹安排试验法规、组织流程、问题

处置等实用课程，组织无人机、导弹等领

域专家传经送宝。专家们结合典型试验

任务，带领青年骨干全流程复盘演练，对

试验重要环节和关键要点手把手教学。

该部还精心为每名青年骨干选配导师，施

行“1+1”导师负责制，明确帮教内容、方法

步骤、培养目标。此外，他们结合导师评

价、任务完成情况、阶段性考核成绩，对青

年人才进行定期考评、精准选用。

精准帮教加速青年骨干成长。目前，

“试验指挥能力提升工程”参训青年骨干

全部顺利获得试验指挥资格证，八成以上

开始独立承担试验任务，一批懂理论、会

指挥的优秀青年技术骨干脱颖而出。

陆军某部实施“试验指挥能力提升工程”

精准帮教加速青年骨干成长

6 月上旬，陆军某团坦克分队

在大漠戈壁组织机动训练。

石瑾光摄

6月上旬，第 74集团军某旅组织翼伞实跳训练。 钟俊杰摄

初夏高原，战车轰鸣。火箭军某基地一

场战斗发射演练鏖战正酣。

导弹昂首，剑指苍穹。担负气象保障任

务的该基地某团高级工程师王亚明，带领组

员 对 演 练 地 域 气 象 数 据 进 行 最 后 一 次 测

算。随着一组组数据快速分析完毕，信息化

数据分析系统和人工测算结果均显示：当前

天气情况满足发射条件。

“点火”口令下达，某型导弹模拟发射成

功，演练任务圆满完成。

走下演练场，王亚明如释重负。

近年来，该团气象条件测算手段和设备不

断升级换代，王亚明所在气象保障队拥有先进

的信息化数据分析系统，但团队至今仍坚持一

条不成文的规定：每次保障发射任务时，坚持

信息化数据分析与人工测算同步展开。

“无论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到什么程度，

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始终是人。信息

技术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选项，但依靠决不

能变成依赖。”采访中，该团团长张驾卿向记

者讲起此前的一次实弹发射保障经历。

那次演练，实弹发射前一小时，演练地域

突然刮起强沙尘暴。导弹能否按计划成功发

射，事关训练成果能否经受住实战考验。作

为演练气象保障组组长，王亚明必须尽快作

出正确判断，为指挥所决策提供专业依据。

分秒必争！王亚明立即带领组员展开

高空气象探测，并将采集到的温度、湿度、风

向等数据输入信息化数据分析系统进行测

算。同时，他和战友们分头进行人工测算。

关键时刻，系统测算与人工测算得出的

结论却截然相反。信息化数据分析系统测算

结论为：当前天气情况不具备发射条件。而

王亚明将现场天气情况与以往发射相关数据

进行比对，提供的建议却是“可以发射”。

“如果结论一致，作出判断比较容易。”

该团领导说，截然相反的结论，让指挥所迟

迟难下决心。

“以往实弹发射演练，我们会在准备阶

段把演练地域的气象数据输入系统，提前得

出测算结果。但在天气突变的极端情况下，

相关气象数据积累不够，系统测算到底有没

有误差、有多大误差，则没有历史经验可供

参考。”为把问题找准，王亚明将信息化数据

分析系统和人工测算有出入的数据筛选出

来，逐一比对、分析验证。

凭着上百次实弹发射保障的丰富经验，

王亚明和战友们很快找到了症结所在：系统

在分析其中几组气象数据时明显趋于保守，

但团队通过卫星遥感图像和对比以往数据

分析发现，这些因素并不足以影响发射。反

复确认无误后，气象保障组向指挥所提供了

“可以发射”的意见及科学依据。

最终，导弹成功发射并精准命中目标。

“战场环境瞬息万变，我们需要信息化

的测算结果辅助决策，但官兵的实战经验同

样不可或缺。人与科技只有相辅相成，才能确保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研判。”演练

结束当晚，该团展开复盘讨论，团领导的总结引发官兵共鸣。

随后，他们根据演练结果，对信息化数据分析系统进行升级优化，提升其辅

助决策精准度。同时以此为契机梳理问题台账，查找纠治以往过分依赖智能化、

信息化的做法，牢固树立指挥决策“科学分析、综合研判”的思维理念，并决定在今

后演练中常态设置复杂特情，锤炼官兵临机处置能力，不断增强专业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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