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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

—习近平

【人物小传】韦昌进，江苏溧水人，

1965 年 11 月 出 生 ，上 海 警 备 区 副 政

委。1985 年，他随部队参加边境作战，

身 负 重 伤 ，被 中 央 军 委 授 予“ 战 斗 英

雄”荣誉称号，荣立一等功。从战场归

来的 30 多年里，他在历任岗位都作出

了突出成绩。1991 年被表彰为“全国

自强模范”，2009 年被评为“100 位新中

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

贡 献 、具 有 重 大 影 响 的 先 进 模 范 人

物”，2017 年被授予“八一勋章”，2018

年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2021 年 7 月 19 日，是 56 岁的上海

警备区副政委韦昌进“36 岁生日”。

晚餐时分，老战友苗挺龙跟韦昌

进视频通话。

“昌进，生日快乐！”手机屏幕那一

端，苗挺龙坐在餐桌旁，左手举着一罐

啤酒，笑着向韦昌进致意。

“来，我们一起干杯，庆祝我们‘新

生’36 年！”韦昌进朝着老战友举起手

边的水杯。

“‘八一’马上到了，也向战友们问

好，向我们 6 号哨位幸存的战友问好！”

知道韦昌进左耳听力不好，双目失明

的苗挺龙，面向屏幕一字一顿地说了

两遍。

“老苗，你也多保重！”韦昌进摘下

眼镜，用纸巾擦了擦湿润的眼眶。

韦昌进想起了那些牺牲在 6 号哨

位的战友。36 年前，他们为祖国坚守

边境线上的 6 号哨位。他也想告诉战

友，走下战场，“6 号哨位”一直铆在他

的心里，没有守丢。

哨位上的两个“生日”

坚守 6 号哨位的那一天，韦昌进有

了两个新的“生日”。

1985 年 7 月 19 日，在边境作战的

一场战斗中，敌军以 2 个营加强 1 个连

的兵力，向六连战士韦昌进所在排坚

守的无名高地发起进攻，企图撕破我

军防线。

激战中，韦昌进被弹片击中左眼、

穿透右胸。在苗挺龙等战友相继负伤

倒下后，韦昌进强忍剧痛，把掉落的左

眼球塞回眼眶继续战斗，用报话机向

上级发出呼喊：“为了祖国，为了胜利，

向我开炮！立即开炮！”引导炮兵先后

打退敌军 8 次连排规模反扑，牢牢守住

无名高地的咽喉——6 号哨位。

后来，几位幸存下来的战友把这

一天约定为共同的“生日”。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韦昌进救下

来。”战友把他从哨位背下来，送到 20

多公里外的团救护所，后转诊到师医

院、军医院，韦昌进说，这已经是党第

二次给了他生命。

从小，爷爷就告诉韦昌进，他的命

是党给的。当年母亲生他时难产，公

社医院没有救治条件，天寒地冻中，镇

江 市 人 民 医 院 的 医 生 带 着 保 温 箱 赶

来。他出生时鼻息如游丝，在保温箱

里待了几天才缓过来。

“ 爷 爷 在 旧 社 会 吃 了 很 多 苦 ，他

常 说 ，只 有 共 产 党 是 真 心 为 老 百 姓 ，

共 产 党 是 我 们 家 的 救 命 恩 人 。”韦 昌

进 说 ，“信 党 爱 党 ，是 我 们 家 的 根 ，也

是我的根。”

1985 年的这一天，韦昌进还有了

另一个意义重大的“生日”。

阵地上的韦昌进，全身 22 处负伤，

只想着拼死也要守住 6 号哨位。排长

在报话机中焦急地对他喊：“昌进，阵

地交给你啦！”

韦昌进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

命令，排长交给他的，是祖国版图上的

一个点，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点。为

了守住阵地，他和全连战友早已做好

了牺牲的准备。

六连在团里是“小字辈”，跟那些

屡立战功的连队比，在团史中籍籍无

名。上战场前，六连没被安排在一线，

但全连官兵刻苦训练，写下“祖国利益

高 于 一 切 ，为 了 祖 国 舍 得 一 切 ”的 血

书，向团党委请战。团领导到六连来

了一趟，回去后就召开党委会研究，把

防 守 任 务 艰 巨 的 8 个 高 地 交 给 了 六

连。后来，六连涌现出 6 名一等功臣，

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老山坚守英雄

连”荣誉称号。

在六连并不起眼的韦昌进，向连

队 党 支 部 主 动 请 缨 坚 守 6 号 哨 位 。

他 想 为 连 队 争 荣 誉 ，更 愿 意 为 祖 国

“舍得一切”。这一切，包括他年轻的

生命。

韦昌进没有想到自己能活着离开

6 号哨位。当团领导在报话机里告诉

他，根据战场表现，已向师党委给他报

请一等功时，他提了一个“要求”：“在

我牺牲后，希望组织能追认我为共产

党员！”

后来他被救下阵地，在病床上昏

迷了 7 天 7 夜。一醒过来，他就请同病

房的战友帮他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一笔一画写上自己的名字，托人寄回

连队。连队打来电话告诉他，他在哨

位上提出的入党申请，当天就获得了

批准。

荣立一等功，成为军队英模代表，

20 岁的韦昌进来到北京，登上了天安

门城楼，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彼时，他

却愈加想念还在前线战斗的战友，“我

在这里，心里总觉得不安。”

当左眼装上义眼，只能用右眼注

视多彩的世界时，韦昌进想起的是牺

牲在 6 号哨位的战友吴东梅、张泽群，

“他们是英勇无畏地献身，我只是无愧

地完成了一次任务，舍了一件东西，却

得到一枚闪闪发光的军功章。”

一年后，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

雄”荣誉称号的韦昌进，在军校学习时

写下文章《荣誉的背后》扪心自问——

（下转第三版）

上图：韦昌进（左三）带领机关人员

开展政治工作课题研讨。

李 成摄

“八一勋章”获得者、战斗英雄韦昌进—

坚守阵地岂止在战场
■本报记者 柴 华 钱晓虎 王凌硕 特约记者 樊 晨

“军人会转换阵地，但不会改变初

心。”尽管职务调整、岗位转换，韦昌进

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不变，“无论走到

哪里，无论做什么，有一些东西必须坚

守。我永远是普通一兵，永远不能丢

掉自己的哨位。”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 不 能 忘 记 走 过 的 过 去 ，不 能 忘 记

为 什 么 出 发 。”走 下 硝 烟 弥 漫 的 战

场 ，韦 昌 进 没 有 躺 在 功 劳 簿 上 ，而 是

始 终 保 持 冲 锋 姿 态 ，坚 定 信 念 、忠 于

使 命 ，恪 尽 职 守 、严 于 律 己 ，用 忠 诚

担 当 践 行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革 命 军 人

的初心使命。

坚守哨位就是坚守初心，韦昌进

交 出 了 一 份 出 色 的 答 卷 。 这 份 答 卷

中，有枪林弹雨中一个战士高喊“向我

开炮”的血性胆魄，也有和平年代里一

名领导干部永葆本色、奋发有为的操

守奉献。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奋进强国强军新征

程，呼唤新时代革命军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坚定信仰、对党忠诚，把个人

梦想与中国梦、强军梦有机结合起来，

甘于奉献、勇于奋斗，继续答好新时代

“赶考”答卷，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奋力拼搏。

像守阵地一样守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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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来信，了解到脱贫攻坚给阿佤

山带来的深刻变化，感受到了阿佤人民心

向党、心向国家的真挚感情，我很欣慰。”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

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

们回信，勉励他们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

领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

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

这封来自北京的信函，送来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美好祝福以及对边

疆群众的深情挂念，让阿佤山沸腾了！

当地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感恩奋进新征程，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

的幸福之歌。

阿佤人民再唱新歌

20 日上午，在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

下班坝组，竹林间的一栋栋佤族特色民

居错落有致，村中几棵大榕树围出一片

空地，佤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聚在一起，

脸上洋溢着笑容。

云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郑重宣读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宣读完毕，现场

群众齐声欢呼，佤族青年击响木鼓，男女

老少唱起《阿佤人民唱新歌》，抒发他们

心向党、心向国家的真挚感情，欢歌笑语

回荡在青山绿水间。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沧源县是全国

最大的佤族聚居县，有着山青、水绿、竹

翠、景美的生态名片。但由于山高水阻、

交通闭塞等原因，沧源佤族人民曾长期

处于深度贫困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党的十八大以来，当地加快脱贫攻坚

步伐，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

善，住房安全、饮水安全、看病住院、子女

上学等都有了保障。到 2019 年底，该县

67个贫困村、4万多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近日，沧源县班洪乡、班老乡 9 个边

境村的 10 位老支书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佤族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

的情况，表达了世世代代跟着共产党走、

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的坚定决心。

71 岁 的 岩 翁 是 写 信 的 老 支 书 之

一。山间新建的观光栈道，村里的蜂蜜

加工厂，家中的抽水马桶……盘点这些

新鲜事物，他非常感慨：“过去我们住的

是茅草房，走的是烂泥路，一年四季都是

半饱饭。现在村里的楼房盖起来，轿车

开起来，日子越来越好过！”

千年贫困已成为历史，阿佤山的变

化翻天覆地。

孩子们在学校吃上营养餐，一批批

大学生走出了阿佤山，沧源县人均受教

育年限从 2014 年的 7.9 年提高至 2018 年

的 9.1 年；

沧源佤山机场建成通航，全县通车

总里程较“十二五”翻一倍，农村公路硬

化率走在全省前列，即将进入高速时代；

村村寨寨有卫生室，人人都有医保，

佤族同胞看病不再难……

沧源县委书记杨志厅说，在落实“两

不愁三保障”基础上，沧源以“人畜分离、

建厕改灶、种花种菜”为抓手，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被表彰为全国村庄清洁行动

先进县。

如今的阿佤山，村村寨寨美如画，各

族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越走越

宽阔。

边疆人民心向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都

是老支书，长期在边境地区工作生活，更

懂得边民富、边疆稳的意义。”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班洪乡、班

老乡 9 个边境村的三翁、三贵、俄松、三

木嘎、尼红、赛金、岩翁、岩团、三木水、岩

板 10 名老支书，他们中有人从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有人任

职长达 30 余年。

“群雁高飞头雁领，船载万斤靠舵

人”。在阿佤山巨变背后，这些老支书和

长期扎根边疆的党员干部是带领群众守

边固边、脱贫致富和推进乡村振兴的主

心骨、领头雁。

上世纪八十年代，岩翁就担任班洪

乡班洪村党支部书记，直到 2016 年才退

下来。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党员发挥带

头示范作用，领着群众修路、通水、干产

业，不断推动山乡发展。

（下转第三版）

奋力绘就阿佤山美丽新画卷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

竖起来……”前不久，在军委机关事务管

理总局某单位所属分队的党史教育课堂

上，响起熟悉的旋律。

从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引入，分

队党委书记赵毅英讲起鄂豫皖苏区成

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等重要历史

事件。“这首歌从风雨如磐的峥嵘岁月传

唱到今天，激励我们铭记光荣历史、传承

红色基因，不断砥砺前行。”讨论交流中，

该分队职工史屯兵道出心声。

学党史传承革命精神，唱红歌激发

奋进力量。该单位领导介绍，他们针对

保障单位散、人员类别多、服务链路长等

特点，以党史为脉络、红歌为载体，遴选

100 首红色歌曲组织学习传唱，同步讲

解歌曲创作过程，通过以歌串史、借歌叙

史，引导官兵和职工感悟党的光辉历程，

共话使命担当。

该单位所属某中队利用晚点名前、

执行任务间隙等时机，组织开设“微课

堂”，打造学习传唱红色歌曲的生动载

体。一天晚点名前，中队教导员李涛见

缝插针组织官兵展开学习交流，讲述毛

主席亲自修改歌名的故事：“1943 年，曹

火星创作出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

国》，点燃了军民的战斗热情。1950 年，

毛主席听到这首歌后认为，中国已有五

千 年 历 史 ，而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才 几 十

年，共产党建立的是新中国，于是加上

了一个‘新’字。”

“这首歌唱出了民心民意和革命真

理，我从中更加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

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巩固的，是历史的选

择、人民的选择。”四级军士长闫树成说，

“作为老党员，我们要以身作则、当好表

率，把红歌中蕴含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做

好服务保障工作的热情和动力。”

老兵重燃激情，新兵传承力量。该

单位大学生新兵小唐，入伍前是音乐专

业大学生。来到部队后，理想与现实的

差距让他一度陷入迷茫。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该单位根据小

唐的音乐特长，安排他一项新任务——

教唱红色歌曲。“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

亲只会泪淋淋……”再次唱起这首《唱支

山歌给党听》，小唐眼眶湿润了。他在教

唱前认真查阅相关资料，深刻体悟作者

的创作思路：“这首歌曲唱出了旧社会人

民的苦难，也表达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和

无比热爱。”通过一次次教唱，小唐逐渐

找回自信，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训练中。

立足问题靶标，紧扣实践落点。该

单位持续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方法，

鼓励官兵和职工上讲台、站前台，通过

开 展“ 我 ”讲 党 的 历 史 、“ 我 ”读 先 辈 诗

词、“我”唱红色歌曲、“我”看革命影片、

“我”谈成长经历等一系列活动，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该单位官兵和职工表示，要从党史中汲

取精神力量，不断坚定信念、砥砺初心、

锤炼本领，为打造一流服务保障机构贡

献力量。

百首红歌激发奋进力量
—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某单位创新形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邹 琪 通讯员 刘鑫辉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武警青海

总队执勤支队某大队大队长杨富祥常

年扎根在昆仑山腹地，奋斗在青藏铁

路守护线上，以自己的朴实和笃定，诠

释着对党的忠诚。

最 是 朴 实 见 忠 诚 。 真 正 的 忠 诚

体 现 在 默 默 奉 献 的 一 言 一 行 中 、埋

头 苦 干 的 一 举 一 动 中 、不 负 韶 华 的

一 点 一 滴 中 。 回 望 历 史 长 河 ，无 数

革 命 先 驱 、英 雄 模 范 在 平 凡 工 作 岗

位 上 忘 我 工 作 、无 私 奉 献 ，不 计 个 人

得 失 ，舍 小 家 顾 大 家 ，其 背 后 跃 动 着

炽 热 如 火 的 赤 子 之 心 ，蕴 藏 着 纯 朴

深 厚 的 家 国 情 怀 。 这 种 朴 实 的 作 风

和 品 格 ，展 现 了 一 种 伟 大 的 无 我 境

界 ，标 注 了 共 产 党 员 、革 命 军 人 的 忠

诚底色。

忠诚从来不是什么豪言壮语，总

是落实在具体行动中。新时代强军征

程上，广大官兵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

就要像杨富祥那样朴实无华，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不畏艰险、向险而行，不

计 得 失 、艰 苦 奋 斗 ，真 正 做 到 不 辱 使

命、不负重托。

朴 实 见 忠 诚
■马勇杰 蒋振梁

8月 17日，空降兵某旅组织炮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演练。 袁庆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