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长 征 副 刊 E-mail:jfjbqjwh@163.com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２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袁丽萍 禇银

基层文化景观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10分 印完4时30分

12

第5239期

“向前向前，向前向前，我们是‘两

不怕’英雄劲旅……”7 月上旬，伴随着

嘹亮的旅歌，陆军第 77 集团军某合成旅

迎来又一光荣时刻：该旅“基层建设模

范连”“卫国模范连”“猛虎红八连”“英

雄侦察连”同时被陆军确立为“星火燎

原”育人基地。该旅领导介绍，这 4 个连

队都是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精

神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荣誉连队。

几十年来，一代代官兵从红色基因

中汲取力量、砥砺前进，在雪域高原建

功立业、忠诚戍边，用汗水与成绩传承

并发扬着“两不怕”精神。

一

“二呀么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

放军铁打的胆，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

公路修到那西藏……”

1950 年初，该旅前身部队第 18 军

奉命进藏修筑公路。在皮康崖险段，筑

路部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几十米

高的陡壁，刀砍斧削、直插云霄。“飞鸟

难过皮康崖，神仙到此也咬牙……”当

地民谣这样唱道。当地的贵族也曾预

言：“那是牦牛也爬不上去的皮康崖，除

非是神，才能在那里修出公路来。”

负责该段筑路任务的 115 团 2 连官

兵听罢，立下誓言：“我们的战士虽然不

是神仙，但只要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就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他们攀上

陡壁，从悬崖的顶端，用几十米长的绳

子吊着悬空打眼放炮。山风吹来，人在

半空中晃动……

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

精神，1954 年 11 月 27 日，东西线筑路大

军在巴河桥胜利会师，创造了世界筑路

史上的奇迹。庆祝大会上，时任团政委

乔学亭感慨道：“2 连官兵说得好，‘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进藏官兵正是以这种

大无畏精神，创造了惊天伟业……”

1962 年 10 月，在边境作战中，2 连

6 班班长阳廷安高喊“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跟我来，打进去”，带领全班战

士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向敌人地堡进

攻 …… 他 们 攻 克 地 堡 27 个 ，歼 敌 55

人，缴获大量武器，为部队向纵深攻击

撕开了口子。此战斗，该班 8 人，包括

阳廷安在内 7 人壮烈牺牲。

次年 2 月，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

国华进京汇报作战情况。当他说到战

胜敌人靠的就是我们战士“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时，毛主席予以

肯定：“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两不怕”精神由此

享誉全军。同年 3 月，西藏军区为阳廷

安 追 记 一 等 功 ，国 防 部 授 予 其 所 在 班

“阳廷安班”荣誉称号。

时空流转，变化的是沧海桑田，不

变的是血脉基因。当年进军西藏，官兵

以“敢叫雪山低头、敢叫冰河让路”的英

雄气概，抗缺氧、战严寒、斗风雪、修公

路、平叛乱；解放昌都，官兵断粮 4 天、掉

队减员过半，依然日夜兼程 1500 余里完

成战役包围任务，在昌都升起西藏土地

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如今，“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早已融入官兵血

脉，引领部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几

十年来，该部队先后涌现出“老虎营”

“猛虎红八连”“卫国模范连”“英雄侦察

连”等 19 个英模集体、37 个英模个人和

诸多功臣模范。

二

追根溯源，血脉赓续。“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口号声，始终响彻在该旅

营地的上空，争做“阳廷安式英雄战士”

在全旅蔚然成风。无论是执行大项任

务，还是日常训练生活，官兵发扬“两不

怕”精神，自觉接受血与火、苦与累的淬

炼洗礼。

“大家好，我是列兵邱家乐。我的

太爷爷叫邱占荣，曾是我旅前身部队 18

军的一名战斗员。我从小就听 18 军的

故事长大……”前不久，在该旅高原驻

训营地，“老虎营”官兵组织了一堂别开

生面的“红心向党故事会”。

近年来，该旅通过查阅史料，访谈

部队老领导、18 军后代子女，在追溯“两

不怕”精神血脉渊源的同时，收集了一

大批红色故事。其中的很多故事被写

入教材、搬上讲堂、编成文艺节目，让官

兵从中进一步感悟使命担当，激发强军

热 情 。 他 们 还 广 泛 开 展“ 寻 根‘ 两 不

怕’、奋进新征程”群众性实践、“和平年

代‘两不怕’精神是否过时”辨析及“优

良传统引领我成长”等主题活动，深入

挖掘“两不怕”精神内涵，并将其细化为

忠诚、团结、胜战、奋斗等 8 个方面，引导

官兵增强“当兵不怕苦、训练不怕累、打

仗不怕死”的行动自觉。

外练筋骨皮，内练英雄气。该旅领

导告诉记者，虽然部队历经多次调整改

革，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口

号越叫越响。“两不怕”精神就像一块强

大的“磁石”，把部队官兵紧紧凝聚在一

起，激励一代代官兵扎根高原、建功高

原。

“一个班战斗到最后一人，真是英

勇顽强，我要像先辈一样战斗！”驻足在

“阳廷安班”荣誉室，下士孔佑欢庄严举

起右手，向“阳廷安班”七勇士战斗像敬

礼。孔佑欢刚下连时各项工作都落在

后面，连队干部多次带他到荣誉室，给

他讲老班长阳廷安的战斗故事，讲战旗

背后的精神。在英雄事迹的激励感召

下，他苦练军事素质，成长为一名优秀

士兵，去年 9 月选取为下士。

“昌都战役具有特殊的政治、军事

意 义 ，它 的 胜 利 奠 定 了 解 放 西 藏 的 基

础 ……”今年野外驻训期间，该旅因地

制宜将党史教育课堂搬进昌都战役恩

达战斗遗址。站在前辈们曾经流血牺

牲的地方，官兵在重温历史中更深刻地

体会到“英雄部队”“英雄传人”的含义。

“听一听飞沙走石，看一看天寒地冻，

才能深刻体会‘两不怕’精神的深刻内

涵。”在一个个战斗遗址、一张张历史照片

前，新战士白景琦备受感染，积极向党组

织表达入党志愿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三

2019 年国庆 70 周年阅兵式上，该

旅“阳廷安班”“智勇侦察排”“群众工作

模范团”3 面战旗，列阵战旗方队，接受

党和人民检阅。

“阳廷安班”战旗擎旗手周浩告诉

记者，当时自己就站在百面战旗方队的

第 2 排，“感到无上光荣”。该旅领导说，

“ 两 不 怕 ”精 神 是 我 们 过 去 打 胜 仗 的

“根”，也是今天我们担重任的“根”。无

论时代如何变化，对“两不怕”精神的传

承赓续永远不能变、不能丢。

2017 年，该旅官兵踏着先辈足迹移

防雪域高原。一次高原山地演习中，在

海拔 5000 多米的陌生地域，为研究制定

作战方案，1 营营长简春连续奋战，累得

昏倒在阵地上。“歇不得，歇不得。”醒来

后 ，他 从 医 务 室 返 回 阵 地 ，又 继 续 组

训。去年底，简春被表彰为陆军“四有”

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

在该旅官兵看来，“两不怕”精神是

珍贵的传家宝，每个人都应珍惜历史荣

誉，自觉地用实际行动发扬优良传统。

一次实兵演练，该旅 1 营 2 连担负

主攻任务。战斗发起后，“阳廷安班”第

37 任班长阿茸品楚通过沼泽地时，左脚

胶鞋陷入淤泥。他来不及多想，干脆赤

脚上阵发起冲锋。当胜利的红旗插上

山 顶 ，他 的 脚 已 被 荆 棘 划 破 ，鲜 血 淋

漓 。 大 家 问 他 为 啥 这 么 拼 ，阿 茸 品 楚

说：“作为英雄班班长，‘两不怕’精神绝

不能在我任上丢了。”

“两不怕”精神让官兵在战场上有

了敢于豁出去的动力，在赛场上有了敢

于争第一的豪气。

那一年，该旅官兵参加陆军“奇兵”

系列比武。比武前，参赛队员奋战苦训

62 天 ，每 天 训 练 时 间 都 在 16 小 时 以

上。防空营班长张帅豪所在的导弹班

组，大家每天背着弹筒，匍匐前进 40 多

个 来 回 ，膝 盖 都 被 磨 得 伤 痕 累 累 。 最

终，该旅在比武中取得可喜战绩：陆军

“轻突奇兵-2019”比武竞赛山地步兵旅

第一名，陆军“防空奇兵-2019”比武竞

赛合成旅防空营第一名、便携式地空导

弹班组第一名。

抚摸着沉甸甸的奖牌，张帅豪感慨

道：“沙场争雄、高手竞技，不仅是技能比

拼，更是意志的较量。面对挑战和困难，

我们作为英雄的传人，不能退却半步！”

去年，该旅 7 名狙击精英闻令出征，

参加战区陆军“西陆猎鹰”狙击手集训

队。下士景茂利为掌握狙击步枪的定

型动作，顶着烈日一练就是 4 个小时。

在考核比武中，她在高手云集的赛场上

夺得某型狙击步枪考核总评第一名。

战歌响起，旌旗猎猎。参赛官兵凯

旋，该旅在海拔 4500 米的高原驻训地设

置“荣誉殿堂”，用简单而热烈的庆祝仪式

迎接他们。“面对对手，我只有一个想法：

拼尽全力、一战到底……”“女枪王”景茂

利的肺腑之言，引发战友们的强烈共鸣。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随 时 奔 赴 战 斗 的 最 前 线 ……”驻 训 场

上，出征的战歌响彻天际，“两不怕”精

神的传人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向着新

的挑战进发！

精神“磁石”
——第77集团军某旅继承弘扬“两不怕”精神的故事

■张 军 本报特约记者 樊净芷

强军文化观察

英雄血脉，文化传承

我连荣誉室陈列着一枚印着毛主席

头像的奖章，其旁边是 1948 年 5 月 29 日

《东北日报》刊发的消息稿《孤胆英雄白志

贵荣获毛泽东奖章》。文中提到的白志

贵，正是我连 1排 1班老班长白志贵。今

天，我与大家分享这枚奖章背后的故事。

1948 年 3 月，在四平战斗中，第 38

军第 113 师第 337 团 2 营 4 连奉命攻打

敌防御强点面粉公司。连队命令 1 班作

为尖刀班从铁路东侧出击，先期插进敌

地堡群，配合主力歼灭敌人。时任 1 班

班长白志贵，受领任务后带领战士们隐

蔽接敌。他第一个勇敢地钻过两道铁

丝网，向敌人的地堡群接近，不料途中

被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扫射过来，白

志贵不幸负伤。但他忍着伤痛，坚持战

斗 ，果 断 找 出 铁 丝 网 和 鹿 砦 稀 疏 的 地

方 ，带 领 全 班 迅 速 冲 到 敌 人 东 侧 地 堡

旁。敌人见势不妙，只得向外逃窜，东

侧地堡被白志贵班占领。

西侧，敌人的地堡还在喷射火舌。

白志贵立即搜集了敌人剩下的手榴弹，

留下战士照顾伤员，孤身一人冲出东侧

地堡，沿交通壕迅速插到西侧地堡前，把

集束手榴弹顺射孔塞进地堡内。在轰隆

隆的爆炸声中，西侧地堡也被摧毁。

此时，北面的敌人只距白志贵 10 多

米远。他刚一抬头，“哒哒哒”，敌人的

机枪子弹便扫射过来。一颗子弹击中

了他的脖子右侧，鲜血直流。他紧压住

伤口，继续冷静观察敌情。他看到北侧

地堡门口的敌人总是向北面注意，便趁

机一跃，连续向敌人扔了几个手榴弹。

炸倒地堡门口的敌军官后，他端着冲锋

枪冲了上去，对敌高喊：“缴枪不杀！周

围全是我们的人，你们跑不了啦！”

原四平战役纪念馆副馆长张艳华在

接受《档案·血战四平》节目组采访时说：

“白志贵当时是孤军奋战，虽然就剩下他

一个人了，他也绝不后退，非常坚定勇敢

地站在那儿，手举着手榴弹，国民党军都

惊愕了，看着眼前这个汉子像是铁打的

似的，鲜血把胸前衣襟都染透了……”

此役，白志贵智勇双全，勇闯敌地

堡群，带领 1 班连克敌 3 座地堡，俘敌 34

人，缴获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2 挺、冲锋

枪 1 支、六〇炮 1 门、步枪 20 支。战后，

白志贵被东北人民解放军第 1 纵队授予

“孤胆英雄”称号，记大功1次，授予毛泽东

奖章 1枚，1排 1班被授予“白志贵战斗模

范班”荣誉称号。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老班长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早已

融入了我们的精神血脉，激励着我们一

代代青年官兵攻坚克难、勇猛顽强，不

屈不挠、英勇向前。

（推荐整理：赵宏畚）

“孤胆英雄”白志贵的故事—

勇 闯 敌 地 堡 群
■讲述人 第 82 集团军某旅“白志贵战斗模范班”班长 何青龙

第 77集团军某合成旅官兵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力量，发扬“两不怕”精神，在雪域高原建功立业、忠诚戍边。图为 7月

中旬，该旅在野外驻训地开展战术对抗训练。 郭 朋摄

“铁锤砸烂旧岁月，镰刀割断旧世

界……”近日，新疆军区某师文艺轻骑

队翻达坂、斗风雪，深入高原演训场，开

展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的文艺巡演

活动。

一声催征号角响起，战斗打响了。

战火中，旗手死死护住红旗，使之挺立不

倒……一场文艺演出在某合成团野外驻

训地拉开帷幕。舞蹈《寻》一亮相，便引

来官兵热烈掌声。舞台上，一个个铿锵

有力的舞蹈动作，淋漓尽致地展现革命

前辈们视死如归、战斗到底的英雄精神。

“走进历史，唤醒记忆，打下烙印，播

撒火种，凝聚力量”，是此次文艺巡演的主

要目的。该文艺轻骑队着眼新时代青年

官兵特点，巧妙将党史细节、党史故事融

入节目，以情感共鸣催生心灵认同，引导

官兵在触摸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与使命。

“功名利禄全都不在乎，党员是什么，

是人民的好公仆、百姓的主心骨……”歌

伴舞《入党申请书》编导吴咏旋将某团红

军连连长杨志成入党的故事编进节目。

节奏明快的歌伴舞，充分表达年轻官兵

渴望接受党的考验、积极加入党组织的

强烈愿望。从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以青春

明誓，到 23 岁狱中牺牲的母亲赵云霄给

孩 子 的 家 书 …… 情 景 朗 诵《亲 爱 的 青

春》，以青春的名义唱响官兵对党的赞

歌。快板《铁骑心向党》将该师的光荣历

史浓缩在快板词中，让官兵在跨越时空

的“思想连线”中感受信仰的力量。从厚

重的历史积淀中寻找创作灵感，轻骑队

队员们历经数十个日夜“熬”出的作品获

得官兵的肯定。

用文艺形式传递党的声音，用战斗

文化激发血性豪气。歌曲《边关有你，边

关有我》、舞蹈串烧《舞动昆仑》、舞蹈《零

下 20℃》等歌舞类节目，在遴选、编排、

演出中都紧密围绕一个“战”字展开。正

如歌中所唱“这是一次新的征程，战位就

在激流险滩……”

雪域高原氧气稀薄，但这里从不缺

少英雄。队员们结合高原红色文化资

源，用兵言兵语把英雄的事迹融进相声、

小品、情景朗诵等节目，引发官兵情感共

鸣。“你是千千万万戍边军人的缩影，你

的背后是万家灯火……”小品《火力值

班》的 故 事 原 型 来 自 某 团 火 力 营 榴 炮

连。舞台上，队员们用幽默的语言生动

展现官兵操作新装备、奔赴主战位的事

迹，引来现场官兵阵阵笑声与掌声。“这

是一次新的跨越，跨越巅峰，放眼海阔天

空……”铿锵有力的独唱《跨越》让驻训

官兵听得热血沸腾。“我愿将生命和您融

汇一体……”一曲歌伴舞《向党看齐》慷

慨激昂。某合成营列兵范拾一说：“这让

我想起了高原驻训以来，党员骨干们冲

锋在前、战风雪抗缺氧的动人场景。我

要努力训练，争取早日入党。”

官兵在哪里，舞台就设在哪里。巡

演中，文艺轻骑队分成多个小分队，通过

一个个接地气、冒热气、聚兵心的文艺节

目，把党的声音传到各个点位，赢得驻训

官兵好评。“以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呈现

党史军史，让党史学习教育与演出巧妙

融合，军营文化的铸魂育人作用愈发凸

显”，某团政委感触尤深，“一场文艺演出

就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让官兵在

无形之中受到触动和启迪。”

在雪域边关、训练一线，文艺轻骑队

一次次唱响红色旋律，宣传光辉党史，表

达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为部队驻训注入精神动力，也用真诚和

激情诠释着部队文艺工作服务练兵备战

的真谛……

下图：该文艺轻骑队演出的歌伴舞

节目《战斗宣言》。 郑雨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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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

敌人！”烈日炎炎，第 83 集团军某合成旅

“杨根思连”驻训营地，连队官兵高声喊

响了连魂口号。近日，由湖南卫视和新

华社全媒编辑中心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

《28 岁的你》走进“杨根思连”，举办了一

次别开生面的主题活动。

在“杨根思连”现任连长李照隆主

持 下 ，全 连 官 兵 认 真 观 看 了 节 目 。 这

期节目聚焦抗美援朝“特级战斗英雄”

杨 根 思 的 英 雄 事 迹 。 1950 年 11 月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上 ，连 长 杨 根 思 率 领 一

个 排 奉 命 坚 守 小 高 岭 ，切 断 敌 军 南 逃

路 线 。 他 们 先 后 击 退 美 军 多 次 进 攻 ，

战 斗 进 行 得 非 常 惨 烈 。 危 急 关 头 ，为

了 保 卫 阵 地 ，28 岁 的 杨 根 思 毅 然 抱 起

一 包 炸 药 ，拉 响 导 火 线 ，猛 然 冲 入 敌

群，与爬上阵地的敌人同归于尽，用年

轻 的 生 命 为 夺 取 战 役 胜 利 赢 得 了 时

间。

今 年 是“ 杨 根 思 连 ”被 命 名 70 周

年。70 年来，“杨根思连”一代代官兵战

斗 在 不 同 战 场 ，始 终 不 忘 传 承 英 雄 精

神。战士们说：“作为特级英雄杨根思的

传人，我们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小高岭’，

用实际行动传承英雄精神。”

此 次 节 目 还 展 现 了 当 代“ 杨 根 思

连 ”官 兵 拼 搏 奋 进 、敢 打 敢 拼 的 事 迹 。

“我长大以后也要来当炮手，因为我爸

爸是神炮手，因为我爸爸是‘杨根思连’

的战士。”烈士杨树朋牺牲在维和战场

上，他的儿子讲述爸爸的故事，让人为

之动容。

节 目 观 看 结 束 后 ，连 长 李 照 隆 带

领 全 连 官 兵 齐 唱 连 歌 。 随 后 ，官 兵 登

台分享心得体会，并写下想对老连长、

战 友 、家 人 说 的 话 。 列 兵 张 兵 说 ：“ 一

个 有 希 望 的 民 族 ，不 能 没 有 英 雄 。 我

虽 思 念 双 亲 ，但 永 不 后 悔 参 军 保 家 卫

国。”大学生士兵王腾昭说：“在这个英

雄 的 集 体 里 ，我 要 用 自 己 的 热 血 来 践

行 英 雄 宣 言 ，以 高 涨 的 热 情 迎 接 每 一

天的工作训练。”

走近“28岁的你”
■田雨昕 陈文龙

文艺轻骑队风采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