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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党史励将士百年党史励将士 接续奋斗谋打赢接续奋斗谋打赢

仲夏西沙，一堂特殊党课在中建岛白沙滩上展开。党课现场，海军某

守备部队每名新兵的手里，都捧着一棵小树苗——他们将在岛上种下属于

自己的“扎根树”。

“以前中建岛上一棵树都没有，环境极为恶劣。”该部教导员余以介绍。

“现在岛上绿树成荫，这些树是怎么种活的？”新兵李明良好奇地问。

“为了种树，一茬茬官兵想尽办法。有位老兵在 8 年时间里，从山东老

家带来 40 多包土。那年，台风过后，岛上的树都被摧毁。官兵们哭过之

后，擦干眼泪继续种树……”白沙滩上，余以一边教新兵种树，一边给大家

讲述中建岛种树的历史。

“1979年 5月，官兵种了 800多棵树苗，仅存活一棵，被誉为‘中建第一树’；

1982年，岛上种出了第一棵椰树；2002年，我们收获了第一个椰子……”谈及岛

上的“扎根树”，四级军士长张孝伟如数家珍，“如今，岛上已成活 489棵椰树、

1423棵抗风桐、5336棵马尾松。”

“为啥要费这么大力气种树？”新兵高鹏有些疑惑。

“种树有利于改善岛上环境，种树的过程能够培塑我们爱国爱岛、乐守

天涯的情怀和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营长范期宏郑重地说。

放苗、培土、浇水……官兵们认真种下一棵棵树苗。

种完“扎根树”，余以带领大家来到沙滩上的巨幅党旗、国旗图案前。

岛上有种名叫海马草的植物，其茎叶在阳光照射下会变红。守岛官兵利用

休息时间挖草栽种，在沙滩上种出了巨幅党旗和国旗的图案。

随后，官兵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海风吹过，棵棵树苗随风摇动。白沙

滩上，誓言铿锵……

海军某守备部队—

乐守天涯传承使命担当
■陈竹飞 本报特约记者 周演成 薛成清

“兰州战役中，营盘岭是主战场之一，‘红旗七落七竖’的故事就发生

在这里……”“七一”前夕，火箭军某团在营盘岭战役遗址组织主题党日

活动，勤务连指导员魏圣现为官兵讲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

1949 年 8 月，进攻敌军营盘岭阵地的战斗打响。前沿部队官兵发

现，山势陡峭无法放置炸药。危急关头，指导员曹德荣毅然托起炸药包，

用生命撕开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

战斗中，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折了就与敌人肉搏，有的

连队打到最后只剩下十几人。即便如此，官兵依然以无畏的勇气坚持战

斗：“死也要把红旗插上营盘岭！”

“战场上，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先辈们一往无前？”台上，魏圣现适时发问。

“是争取胜利压倒一切的信念！”“是不惜生命也要战胜敌人的决

心！”台下，官兵慷慨激昂。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官兵先后将 3面红旗插上营盘岭主阵地，但旗杆

很快被敌人打断。见状，官兵们奋不顾身冲上阵地，再次将红旗竖起来……

就这样，红旗竖起又倒下，倒下再竖起。红旗七落七竖后，最终牢牢插上了

营盘岭主阵地。广为流传的这个战斗故事，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官兵。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能不能守护好先辈传到我们手中的红旗？”

讨论交流中，团长张驾卿乘势发问。现场官兵齐声高呼：“能！能！能！”

活动尾声，官兵集体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铿锵有力的誓言，在营盘岭战役遗址上空久久回荡。

火箭军某团—

红色战史激励年轻官兵
■任增荣 本报特约记者 岳小林

“英雄的阵地，钢铁的山，摧不垮，打不烂……”70 多年过去了，在武

警北京总队执勤六支队，一首《五音山战歌》仍被广泛传唱，一个个英雄

的名字仍在激励官兵，4 面荣誉锦旗依旧在鼓舞传人。

“七一”前夕，该支队开展“讲队史学党史、话使命铸忠诚”专题教育，

组织官兵重温所在部队光辉历史。

“二十中队诞生于抗日烽火，先后在张家口战役、太原战役和抗美援

朝五音山战役中荣立战功。”提起中队历史，中士许豪凯如数家珍。

“1951 年 2月，中队前身部队奉命到五音山阻击敌人。官兵冒着零下

40多摄氏度的严寒急行军两天，于除夕深夜到达阵地并立即投入战斗。”许

豪凯的讲述将大家的思绪拉回那段战火连天的岁月。

“7 日，敌军发起猛攻，密集如雨的炮弹将阵地山头削平。全连官兵

坚守阵地，击退敌军 100 余次冲锋，毙敌 500 余人。战斗结束时，全连 178

名官兵仅有 11人活了下来……”讲到这里，许豪凯不禁眼眶泛红。

伴着许豪凯的讲述，“守如泰山”等 4 面锦旗照片出现在大屏幕上。

“战后，上级为连队授锦旗，并记大功一次，还为这场战役谱写了《五音山

战歌》，被官兵传唱至今。”

战争年代，他们英勇善战；和平时期，他们赓续血脉。从遂行任务到比武

考核，“大功连”官兵不断续写新的荣光。

“我们是五音山的英雄，我们是五音山的好汉……”“七一”临近，一

次任务前，上士言文强再次带领大家高唱《五音山战歌》。激昂的旋律

中，新时代传人赓续先辈荣光的信念愈发坚定。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六支队—

战歌传唱赓续先辈荣光
■陈 佩 赵 明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博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军装备

建设不断发展，陆地有新型坦克驰骋

沙场，海上有国产航母驶向深蓝，空

中有隐身战机翱翔蓝天，还有使命必

达的‘东风快递’……”

“七一”前夕，陆军某旅在雪域高原

组织“云端赞颂新成就、边关如铁感党

恩”讨论活动，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中，官兵们共话部队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谈起武器装备发展的新成就，

该旅一级军士长王宇语气里充满自豪。

话音刚落，司务长李江接过话茬：“全新的高原被装，为高原官兵提供了贴

心保障，不仅种类多、功能全，而且轻巧便携、实用管用。”

“还有‘新型战救包’组件，包含单兵急救包、卫生员背囊等，更能满足

战场救护个性需求。”谈及身边变化，

官兵们纷纷参与讨论。

“这些变化是人民军队在党的领

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具体体现。”该旅

领导介绍，开展讨论活动的初衷，是在

细数部队建设成就的过程中，引导官兵

进一步坚定强军信念、凝聚前行力量。

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悬挂“光荣

之家”荣誉牌……官兵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指导员罗友洪说：“一百年

春华秋实，几代人前赴后继。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

要以更足的干劲守好祖国边防，在新征程中交出合格答卷！”

正在野外驻训的该旅官兵们表示，一定要将党史学习教育激发的政治

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陆军某旅—

共话发展赞颂辉煌成就
■陈秋任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右上图：“七一”前夕，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官兵向党旗宣誓。

图①：“七一”前夕，第 71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重温入党誓词。

图②：“七一”前夕，海军某试验舰中心组织官兵重温入党誓词。

图③：6月 27日，第 72集团军某旅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图④：6月下旬，火箭军某部官兵在战位上向党旗宣誓。

图⑤：“七一”前夕，第 77集团军某旅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同忆百

年征程”活动。

图⑥：6 月 25 日，武警合肥支队邀请老党员来队与官兵一起重温

入党誓词。

（图片摄影：袁凯、常永伟、姚乾、张毛、陈翔宇、宗梦龙、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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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高原，陆

军某旅的“云端课

堂”，让边关将士更

加坚定了戍边卫国

的斗志与信念；红

色遗址，空军某部

的“情景教学”，让

官兵近距离感受革

命先辈党旗所指、

军旗所向的忠诚底

色……日前，全军

各部队以多种形式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进入高潮，从党史

军 史 中 汲 取 精 神

养分，引导官兵进

一 步 体 悟 一 代 代

共 产 党 人 坚 定 的

理想信念、火热的

人民情怀、伟大的

奋斗精神。

回 顾 前 一 段

时间的教育，我们

常有这样的体会，

同样的教育内容，

组织形式不同，教

育 效 果 往 往 迥

异。“时代变了，对

象变了，教育必须

跟 着 变 。”党 史 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

许 多 单 位 大 力 提

升 学 习 教 育 的 参

与 度 、相 关 性 ，增

强 学 习 教 育 的 吸

引 力 、感 染 力 ，使

学习教育因“活起

来”而“火起来”。

求 变 求 新 的

目的，在于更好入

脑 入 心 。 好 的 形

式好比饭菜的色香味，直接影响其外在观

感，但食材才决定饭菜是否有营养。党史学

习 教 育 中 ，如 果 只 在“ 皮 ”上 下 功 夫 ，不 在

“瓤”上求质量，甚至把形式异化为形式主

义，那就本末倒置了。这样的学习教育，就

像马克思所说：“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

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但生吞活剥很难使

营养变为肌肉；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但照本

宣科很难使“知”变为“智”。党史学习教育中，

只有围绕主题主线总要求深学细悟、寻策问

道、对标对表，才能真正走心入心。

今天的青年官兵，习惯“指尖上的生活”，青

睐“形象化的表达”。档案里的党史，经常温习

方能永葆鲜活；党史中的面孔，进入心灵方能立

体可感。适应官兵独特的认知习惯、接受方式，

把说故事与讲道理结合起来，把普遍学与重点

学结合起来，把学党史与解难题结合起来，党史

学习教育就会更多彩、更有温度和更接地气。

站在建党 100 周年这个新起点上，各级

应更加注重创新方法手段，紧扣官兵思想、

时代主题和强军需要，不断深化铸魂育人，

凝聚起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全军官兵也

要立足战位，更加深入细致学好党史、用好

党史，把学习党史激发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坚

定的理想信念和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为实

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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钰

“有人曾问邓小平：长征那么艰难凶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坚定地

说：跟着走！”

6 月下旬，某驻训地细雨蒙蒙，一场战地党课火热展开。授课人、南部

战区空军地导某营教导员袁洋凯，引导官兵从党史学习教育中进一步擦亮

忠诚底色。

“几近山穷水尽时，一路枪林弹雨中，没有对党的绝对忠诚，没有对革命

胜利的坚定信念，何谈‘跟着走’，怎能有‘跟着走’的力量？”袁洋凯接着说，“听

党话、跟党走，是一种思想认同、行动自觉。当年红军坚决跟着党一路挺进，

如今我们营坚决听党话千里转隶。”袁洋凯话锋一转，将该营转隶的经历徐徐

道来：几年前，该营整建制转隶至数千公里之外新驻地。条件落差、两地分居

等现实问题摆在官兵面前，但大家坚决服从命令……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这就是对党忠诚、听党指挥！

“对党忠诚，要有为党分忧的能力。”讨论中，装配技师丁小强谈起一段

往事：转隶不久，营里接装某新型装备。为尽快形成战斗力，丁小强带着战

勤班在高温环境中坚持训练，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功夫不负有心人，

参加考核时，官兵成绩全部优秀。

“对党忠诚，还要有直面困难的勇气。只有在重大任务中接受磨练，我

们才能快速成长。”授课结束时，袁洋凯向全体官兵发问：“此次驻训面临天气

炎热、任务繁重等困难，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官兵齐声答道：“能！”

雨后初霁，全体官兵精神抖擞投入训练。

空军地导某营—

战地课堂擦亮忠诚底色
■唐崇丁 本报记者 李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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