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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特别策划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赓续传
承，继往开来。

支部就是坚强堡垒，党员就
是标杆旗帜。第 80 集团军某旅

“红八连”诞生于南昌起义，前身
是朱德军官教育团警卫连。革命
战争年代，连队党支部就以“铁的
堡垒”著称。90多年来，“支部像
团火，党员个顶个”的光荣传统在
接续传承中不断发扬光大。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红
八连”党支部为每名党员发放一
本《党员日记》，主要用于党员骨
干记录在完成大项任务、参加重
要活动、接受政治教育过程中，个
人思想变化和心得感悟。这个传
统一直延续至今，《党员日记》也
成为党支部激励一茬茬党员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的鲜活教材。 ①①

②②

图①：荣誉室里，“红八

连”指导员于鹏利用《党员日

记》开展党员教育。

尹 力摄

图②：连队部分《党员日

记》。

张 楠摄

近段时间，“红八连”喜讯连连：连

队在上级组织的连战术考核中名列前

茅，还在旅队评比中荣获“军事训练流

动红旗”。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时迎新

总结认为，成绩的取得，要归功于八连

党员不安于现状，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

进取精神。

去年 6 月，上级考核组来旅抽考，

“ 红 八 连 ”被 抽 中 参 加 武 装 3 公 里 考

核。任第 34 任连长不到半年，时迎新

就迎来首场“大考”。

优良率 88%！面对这一成绩，时迎

新比较满意。在随后召开的支委会上，

他打算好好表扬一下大家。

可没想到，会议刚开始，他就被泼

了盆冷水。

支委会上，在“红八连”保送入学提

干后又回到连队当排长的支委张彦博眉

头紧锁：“今年没有大项任务冲击，我认为

连队训练成绩不该只有这个水平……”

大 家 谈 到 ，在 几 年 前 建 制 连 比 武

考核中，连队优良率达到了 95%，但老

连长仍深感自责。

大家的反思和批评，让时迎新一下

回不过神来。

会后，张彦博与时迎新走进连队荣誉

室，一同翻看老连长梁凯留下的那本已经

卷边的《党员日记》。当翻看到 2016年 7

月6日那篇日记时，时迎新感到脸上发烧：

老连长因还有 5%没达到优良而深深自

责，我却以这点优良率而沾沾自喜。

当 晚 ，时 迎 新 在 自 己 的《党 员 日

记》中 写 道 ：“ 在 练 兵 备 战 的 征 程 中 ，

要 时 刻 保 持 冲 锋 的 战 斗 姿 态 ，88% 不

行 ，95% 也 不 行 ，党 支 部 只 有 一 个 目

标，那就是带领官兵以 100%的状态完

成党交给的任务！”

从 那 时 开 始 ，每 当 连 队 训 练 考 核

后，时迎新都会带大家及时查找问题、

反思不足、研究对策。训练场上，他带

着党员练、党员带着群众练。在上级组

织的又一次考核中，连队武装 3 公里优

秀率大幅提升。当年底，连队被北部战

区陆军评为备战打仗先进单位。

“以100%的状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22 年，36 岁的朱德申请入党被

拒绝，为追求信仰毅然踏上万里寻党之

路……”七一前夕，在该旅野外驻训场

上，“红八连”预备党员、中士崔彦光利

用训练间隙与战友分享朱德的入党故

事，赢得大家阵阵掌声。

回想起自己一波三折的入党经历，

崔彦光至今印象深刻。

2020 年 10 月，崔彦光参加旅军事

体育创破纪录比武，凭借过硬的实力摘

得两块金牌，为连队再立新功。

走下比武场，全连官兵都对崔彦光

由衷敬佩，党支部研究决定为其报请个

人三等功，并将他的名字写入“‘红八

连’功臣谱”。面对掌声和荣誉，崔彦光

一时有点飘飘然。

“我为连队争了这么大的荣誉，为啥

还不能入党？”“党支部考察我两年多了，

为啥还不发展我？”虽然获得了诸多荣

誉，但是崔彦光的入党愿望却一直没有

实现。那段时间，崔彦光把这种情绪带

到了工作中。他的表现被连队党龄最长

的四级军士长张春宝看在眼里。

崔彦光的个人三等功批复下来后，

张春宝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他，同时

还交给了他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本封

面老旧的《党员日记》和一沓泛黄卷边

的稿纸。

“只顾自己训，不能帮助后进同志”

“出公差不主动，总是溜边”……这些意

见是当年全连党员写给 3 次比武夺魁

但未入党的张春宝的批评。

翻看过后，崔彦光心里的疑惑和委

屈都烟消云散。他终于明白张班长日

记里“入党不是比武拿第一的奖励”这

句话的深刻内涵。

从那时起，崔彦光认真端正自己的

入党动机。他申请加入连队“红色宣讲

员”队伍，为自己制订详细的理论学习

计划，坚持学理论文章、记党史故事、写

学习体会，不断夯实理论根基。

为帮助体能偏弱的战友尽快提高

训练成绩，崔彦光主动担任体能训练小

教员。他将自己历次参加比武竞赛总

结的训练技巧倾囊相授，帮助一些战友

取得明显进步。

今 年 3 月 ，崔 彦 光 获 评 连 队 季 度

“理论学习之星”，经过党组织考察和研

究，他终于被批准入党，成为一名预备

党员。

党员先进性不能有“偏科”

仲夏时节，科尔沁草原硝烟弥漫，

一场实战背景下的全要素对抗演练激

战犹酣。担任主攻任务的“红八连”采

取灵活多变的战术，最终成功占领“敌”

阵地。

然而，连队复盘研讨会上，“支委马

梓程协同组织不够紧密”“支部书记于

鹏战场鼓动不够及时”等批评意见被一

一提了出来。

“ 八 连 党 支 部 把 批 评 视 为 法 宝 、

当 做 武 器 ，党 员 的 问 题 群 众 敢 讲 ，支

委的问题党员敢说，书记的问题大家

敢批……”对此 ，党支部书记、指导员

于鹏深有感触。

时间回到 2019 年 12 月，于鹏成为

“ 红 八 连 ”第 39 任 指 导 员 当 天 ，前 任

支 部 书 记 王 坤 将 一 摞《党 员 日 记》郑

重 交 给 他 ，嘱 咐 他 这 是 连 队 的 宝 贵

“财富”。

然而，当过连长、干过参谋的于鹏，

自以为经验丰富、素质全面，“走马观

花”看了几眼就把它们送回了荣誉室。

上任不久，连队接连受领几个大项

任务。为高标准完成任务，于鹏全身心

投入工作，组织党员骨干学习相关规章

制度，虚心请教经验丰富的“老党务”，

认真组织实施。

任 务 顺 利 完 成 ，于 鹏 有 些 沾 沾 自

喜。可令他没料到的是，随后支部的组

织生活会上，他竟然收到了毫不客气的

批评“炮火”：“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有些畏首畏尾，存在‘三怕’：批评自己

怕失面子，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

级怕丢选票”“你对战士要求严，自我要

求却又是一个标准”……

见于鹏如坐针毡，一名士官支委对

他坦言：“书记同志，别怪大家的批评太

过尖锐，那是因为八连官兵对你的期望

高啊！”

会后，于鹏想起了王坤交接工作时

嘱咐他的那番话。他立即重新仔细翻

阅珍藏在连队荣誉室里的那摞《党员日

记》。翻阅到老书记高继忠的《党员日

记》时，一条条火辣辣的批评让于鹏很

是 惊 讶 。 对 照 日 记 上 的 32 条 批 评 意

见，于鹏认真反思，感到自己存在的问

题可以说是只多不少。一句句批评，背

后是党员群体对八连不断向上向好的

殷殷期盼。

“ 批 评‘ 辣 ’一 点 ，进 步 才 能 快 一

点！”看着老书记高继忠日记本上的这

句话，于鹏豁然开朗。

从那以后，于鹏经常会对照《党员

日记》里的批评意见反躬自省，有错必

改，见贤思齐……此后的组织生活中，

于鹏收到的批评意见虽然还是不少，但

他在官兵心中的威信却逐渐提升。去

年底，于鹏在旅政治工作干部比武中夺

得第一名。

批评“辣”一点，进步才能快一点

2016年 7月 6日，上级组织建

制连比武，尽管“红八连”以 95%的

优良率摘得武装3公里课目桂冠，

但党支部副书记、第 32任连长梁

凯没有为此过于高兴，甚至感到

有些自责。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

一段话：“95%，不是八连的真实水

平，训练成绩出现下滑，责任在

我，战斗力提不上去，怎能以100%

的状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红八连”战士张春宝在上级

比武中连续 3年夺魁，却由于“不

乐于培养帮带他人”“理论学习不

积 极 ”等 原 因 几 次 未 能 入 党 。

2010年 4 月 16日，第 4 次递交入

党申请书后，按照党员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的张春宝通过组织考察

光荣入党。入党当天，张春宝在

《党员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

话：“入党不是比武拿第一的奖

励，事事都要带头，思想上红彤彤

才是成为党员的前提！”

1989年6月23日，“红八连”第

23任党支部书记高继忠在组织生活

会后记录下了连队党员给他提出的

32条批评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开

诚布公说心里话，充分发表意见建

议，从党性原则出发向思想上和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大胆“开炮”。“连队

官兵看党员，党员骨干看书记，自己

是什么样，连队就会是什么样。”日

记最后，高继忠写下这样一段话：

“同志的每一句批评就像针，一根根

扎着真疼，但也真提神，书记是连队

的‘领头雁’，要时时提醒自己，批评

‘辣’一点，进步才能快一点！”

七一前夕，武警合肥支队勤务保障大队组织开展“献爱心、暖民心、办实

事”主题党日活动，为驻地养老院老人服务，并聆听革命前辈讲述光辉历史。

图为官兵听八路军老战士张秀亭老人讲述老照片背后的战斗故事。

本报特约记者 徐 伟摄

“今天由我为大家讲述抗美援朝

战 争 期 间 建 立‘ 打 不 断 、炸 不 烂 的 钢

铁 运 输 线 ’的 故 事 ……”6 月 上 旬 ，在

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组织的“讲战史

战例、倡光荣传统”活动中，宣传保卫

科 科 长 王 先 锋 介 绍 了 志 愿 军 运 输 兵

舍生忘死的感人事迹，引导官兵汲取

信 仰 之 力 、砥 砺 奋 进 之 志 、锤 炼 胜 战

之能。

“通过认真学习经典战史、战例，

大家对党的光辉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兵

站部积极创新学习形式，在强军网开

设“网上史馆”“英模风采”等专题，剖

析战史战例、展播英雄事迹。他们结

合使命任务开设讲堂，组织党员干部

骨干上台剖析战史战例、探讨转型路

子，引导官兵在思想碰撞中催生敢打

必胜的动力和虎气。为当好主讲人，

不 少 官 兵 深 入 了 解 战 史 战 例 历 史 背

景，并结合任务实际进行备课，提升了

课堂感染力。

这 个 兵 站 部 充 分 发 挥 具 有 光 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优势，利用统筹推

进军史长廊、基层营连荣誉墙建设等

时机，邀请老战士回部队与官兵面对

面交流，讲述荣誉来历及背后的战斗

故事，激励官兵在练兵备战中继承弘

扬 优 良 传 统 。 他 们 还 依 托 驻 地 爱 国

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场馆，适时组织

参 观 见 学 ，深 入 开 展 仪 式 教 育 、情 景

教育等群众性宣传教育和文化活动。

前不久，该部某任务分队在执勤休

整间隙，来到进藏先遣连党代表、战斗

英雄李狄三墓碑前，开展了一次党日活

动。在与先烈心灵对话后，党员骨干满

怀激情干劲带领官兵踏上任务征程：

“青藏线就是战场，运输执勤就是战斗，

完成好每次运输任务是对党忠诚的最

好体现。”

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

讲战史战例 倡光荣传统
■陈 奇 本报特约通讯员 朱伊丹

“我已做好随时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的准备……请党组织在行动中考察

我！”七一前夕，在坦克射击场完成实弹

射 击 考 核 ，第 72 集 团 军 某 旅“ 抗 洪 勇

士”、排长冒小驰在战地党小组会上重

读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并与战友一起回

顾去年抗洪期间的一次生死营救。记

者了解到，连日来，在岗位战位、在任务

一线、在教育课堂，这个集团军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组织党员广泛开展重读入

党申请书活动。

“入党申请书和入党誓词，记录着

每一名党员的入党初心。作为党员，任

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从哪里走来，不能忘

记为什么出发。”该集团军领导介绍，他

们通过开展“重读入党申请书、重温入

党誓词”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党员在重

温入党初心中坚定信仰信念、厚植忠诚

基因、激发训练热情。

组织党员对照入党申请书开展讨

论 交 流 ，深 入 查 找 自 身 问 题 、反 思 履

职 情 况 、明 确 前 行 方 向 ；注 重 发 挥 驻

地 红 色 资 源 优 势 开 展“ 红 船 讲 书 ”活

动 ，鼓 励 官 兵 走 上 讲 台 讲 述 党 史 故

事 ；广 泛 开 展 读 书 铸 魂 、党 史 知 识 竞

赛、读史随笔等配合活动……在潜移

默 化 、寓 教 于 乐 中 ，官 兵 对 党 史 知 识

学习更深入、感悟更深刻。

“我将永远把冲锋当‘特权’，努力

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虽然已经

过去 18 年，但翻开自己当年写下的入

党申请书，某营教导员刘国席依然感到

内心滚烫。改革中，刘国席所在营换装

某新型战车，当时营长在外学习，他责

无旁贷挑起冲锋“特权”，白天钻进装备

舱内操作，晚上加班加点研究战术，最

终带领骨干完成攻关任务。虽然很苦

很累，但每次摸到上衣口袋里随时携带

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他总会感到自己

又充满了动力。

党员重读入党申请书，一个个信念

如磐的初心故事跃然眼前：面对两栖战

车即将沉没险情，高喊“我是党员，我不

上谁上”的胜战尖兵谭斌；人民群众被

困落水车中，临危不乱见义勇为的勇士

王亮……重温入党申请书和入党誓词

时的一段段经历，为官兵立起了新时代

革命军人的好样子。

连日来，这个集团军大项任务接踵

而至，广大党员身先士卒勇当先锋，纷

纷递交请战书，发挥出良好的带头感召

作用。

第 72 集团军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重读入党申请 牢记初心使命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通讯员 周宇辉

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一组《党员日记》的精神传承
■崔 健 付君臣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宁

日记故事日记故事 今日共鸣今日共鸣

日记故事日记故事 今日共鸣今日共鸣

七一前夕，第 82 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参观王若飞纪念馆，结合实地讲

解、实物参观，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效果。 赵宏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