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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英雄部队军的英雄部队。。几十年来几十年来，，他们发扬长征精神他们发扬长征精神，，让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让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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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推进强军事业的一个样本推进强军事业的一个样本，，值得关注值得关注。。 ——编编 者者

“气为兵神，勇为兵本。”唯有勇气

者，方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长征途

中，“大渡河十七勇士”以有我无敌、舍生

忘死的血性胆气，彰显敢于压倒一切敌

人而不被敌人压倒的英雄气概，成为我

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典范。

英 雄 的 事 迹 铸 就 了 宝 贵 的“ 大 渡 河 精

神”。作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熔铸在一代代勇士传人的血脉之中，成

为陆军第 74 集团军某旅官兵矢志打赢、

勇当先锋的制胜密码。

一

“ 大 渡 河 ，波 涛 涌 ，十 七 勇 士 肩 重

任 ……”伴着铿锵的歌声，我们走进该

旅“大渡河连”连队荣誉室，映入眼帘的

是一艘大渡河上独有的翘首木船。船后

背景墙上，栩栩如生地刻画了 17 名红军

将士撑着竹竿、高举着枪，在惊涛中奋力

冲锋的渡河场景。

站在长征胜利 85 周年纪念日的节

点上，再回首大渡河畔的那场战斗，革命

先辈的英雄壮举让我们惊叹不已。

“大渡河连”是 1927 年秋收起义中

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支部建在连上”最

早的连队之一。1935 年 5 月 23 日，该连

随中央红军第 1 军团 1 师 1 团长征途中，

奉中革军委命令迅速夺取大渡河安顺场

渡口，为被大股敌军尾追的红军杀开一

条生路。

5 月 25 日 ，1 营 2 连 连 长 熊 尚 林 等

17 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每人携带一把驳

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和若干手

榴弹，乘坐渡船，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

顶着湍急咆哮的恶浪，不惧生死，勇往

直前。

经过英勇奋战，十七勇士击溃 200

多名守敌的反击，帮助连队成功登岸并

巩固了滩头阵地，突破了“天险”大渡河，

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通路，书写了长

征史上光辉的一笔。战后，17 名勇士均

被中革军委授予“红星奖章”，连队被命

名为“大渡河连”，自此享誉全军。

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突围的绝境，

竟被装备落后的红军硬生生打开了一条

通道；看似不可能打赢的恶战，却被处于

劣势的红军夺得了胜利。红军强渡大渡

河的胜利，充分说明一个道理——一支

军队，一旦有了崇高的精神，便挺起了钢

铁般的脊梁，就会迸发出不可估量的力

量，从而取得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胜利。

首战平型关、血战大龙华、激战黄土

岭，转战辽沈、攻打平津……在党旗的指

引 下 ，该 连 在 战 争 年 代 参 加 大 小 战 斗

1000 余次，南征北战，战功卓著。其在

战斗过程中淬炼出以“听党指挥、勇往直

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为要义的“大渡

河精神”，则成为激励一代代“大渡河连”

官兵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

二

86 年前，大渡河畔炮火连天、枪林

弹 雨 ；86 年 后 ，大 渡 河 水 依 旧 汹 涌 翻

滚、涛声震天。今年 5 月初，该旅挑选

“ 大 渡 河 连 ”8 名 优 秀 官 兵 代 表 前 往 四

川安顺场，追寻先辈足迹，感悟伟大的

长征精神。

“正是铁心向党的忠诚信仰，激励着

勇士们舍生忘死、一往无前……‘大渡河

精神’是革命先辈用生命铸就的丰碑。

我们要继承好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

其发扬光大。”大渡河畔，该连现任指导

员李泽凡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与营区

官兵共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党史课”。

老船工帅仕高的孙子帅飞，为连队

官兵讲述爷爷曾提起的细节：“那天晚

上，红军就在安顺场露宿，没有惊动当

地百姓。红军有组织有纪律，一举一动

百姓都看在眼里。”为穷人打仗的红军

官兵感动了当地百姓。在帅仕高等船

工 的 帮 助 下 ，红 军 最 终 成 功 渡 过 大 渡

河，占领渡口。

据了解，每年的 5 月，“大渡河连”都

会组织类似的文化活动，纪念红军胜利

强渡大渡河，引导官兵学习光荣历史、传

承英雄精神。每年的 5 月 25 日，是“大渡

河连”连庆日。那天，他们会邀请战斗英

雄来队讲述战斗故事，与官兵共话优良

传统。近些年来，该旅将“大渡河精神”

作为一笔宝贵精神财富，通过战地故事

会、文艺演出等将其打造成旅队特色文

化品牌，引导全旅官兵从中汲取精神动

力。如今，“大渡河连”荣誉室，已成为全

旅官兵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

红军血脉一脉相承，勇士脚步从未

停歇。党的十八大以来，连队官兵传承

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矢志强军备

战，连续 9 年被上级表彰为“军事训练一

级 单 位 ”，2 次 荣 立 集 体 三 等 功 。 2019

年 ，在 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阅 兵 式

上，“大渡河连”荣誉战旗光荣地通过天

安门，接受党和人民检阅。

三

列宁说：“为了克敌制胜，无论如何

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这正是勇者无

畏、血性无敌的道理。无论时代条件如

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大渡河精

神”所蕴含的坚定信念、坚强勇气、坚韧

意志等优秀品格永不过时，始终激励着

官兵在前进道路上跨急流、涉险滩，勇往

直前。

2018 年，该连班长、下士薛洲云代

表 旅 队 参 加 陆 军“ 精 武 -2018”比 武 。

考核要求每个参赛班组人员负重 25 公

斤，在 36 个小时内连贯完成 10 个课目

作业。这本就是对人体极限的一次考

验，而且在赛前一次模拟考核中，薛洲

云 不 慎 扭 伤 了 膝 盖 。 正 式 比 赛 当 天 ，

战友们都很为他担心，他却坚定地说：

“放心，我能行！”他打完封闭即随队参

赛 ，在 两 天 一 夜 连 贯 考 核 中 ，作 风 顽

强、发挥出色，获得专业课目集团军第

一 的 好 成 绩 。“ 作 为‘ 勇 士 传 人 ’，我 们

要 敢 于 啃 下 硬 骨 头 ，坚 决 克 服 一 切 困

难 。”当 战 友 向 他 竖 起 大 拇 指 时 ，薛 洲

云这样说道。

英雄连队哺育英雄的士兵。连队

敢打敢拼、勇争第一的战斗血性，蕴含

在 一 次 次 功 勋 中 ，镌 刻 在 一 块 块 奖 牌

上。新时代“大渡河连”官兵用实际行

动 传 承 着 勇 士 精 神 、用 成 绩 续 写 着 勇

士传奇。

去年，该旅“决胜尖兵”比武场上，一

个坚毅的身影挥汗如雨。一次次屈伸、

一回回翻腾，下士车培督以优异成绩再

次刷新旅纪录，不出大家意外再次获评

旅队“决胜尖兵”称号。而这已经是当兵

4 年的他，第 9 次获得这一称号。

从入列“大渡河连”之日起，他就踏

上了逐梦尖兵的征程。日复一日起早贪

黑、周复一周茧生茧破，手套磨破了一双

又一双……车培督说，来到勇士的连队，

就不能当怂兵，必须有勇气不断挑战极

限、超越自己。

这正是该连官兵的共识。几十年

来 ，“ 大 渡 河 连 ”官 兵 始 终 冲 在 旅 队 前

列。比武竞赛中，该连连年名列全旅建

制连第一名，保持着数十个课目的比武

纪录。仅去年，该连就有 35 名官兵获评

旅“决胜尖兵”。新军事训练大纲颁布

后，连队担负多个课目组训法研究并在

全旅示范普及；支部带头开展某课题研

究，形成多套研究成果；创新性开设“精

武大讲堂”，去年完成了 17 个精品课目

研究示范授课……

大渡河水源远流长，红军精神代代

相传。如今，勇士传人们擎起先辈用热

血染红的光荣战旗，在锻造成为不畏艰

险勇冲锋、不惧强敌敢亮剑铁血军人的

道路上，续写着勇者必胜的新篇章。

勇士传人高擎光荣战旗
■吴俊杰 本报特约记者 周俊谊

强军文化观察

英雄血脉·文化传承

陆军第 74集团军某旅“大渡河连”官兵传承发扬“大渡河精神”，争当“勇士传人”，矢志打赢，勇往直前。图为在实战化

演习训练中，该连吹响冲锋号。 吴俊杰摄

从湖南城步县城驱车前往越城岭

山 脉 下 的 老 山 界 ，需 沿 着 九 曲 十 八 弯

的盘山公路蜿蜒 40 余公里。车在坎坷

曲折中挺进，雾在车窗外汹涌弥漫，人

似 在 空 中 腾 飞 。 汽 车 转 过 一 道 大 弯 ，

停在半山腰一座纪念碑前。只见纪念

碑上刻有陆定一题写的“老山界”三个

大字——这便是在长征胜利 85 周年之

际 ，武 警 邵 阳 支 队 组 织“ 重 走 老 山 界 、

感悟长征精神”活动的起点。

1934年末，中央红军突破重围，强渡

湘江到达湘桂边界。为避开敌人的追击，

中央红军兵分两路翻越老山界，向敌人防

御薄弱的西部山区进军。美国新闻记者哈

里森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对此

描述：“代替敌人枪炮威胁的是湘黔高原的

天然障碍：险峻的山峦，危险的河流，还有

部队的极度疲劳，食物的匮乏……”

“ 我 们 决 定 要 爬 一 座 30 里 高 的 瑶

山，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时

任中央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干事的

陆定一就此写下名篇《老山界》，生动描

画了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艰难，并将其称

为“红军长征路上第一座难走的高山”。

老山界主峰海拔 2100 多米，是华南

第一高峰，素有“五岭极顶，华南之巅”之

称。我们的队伍在茂密的丛林间穿梭，

抬头仰望，看不见云雾紧锁的山巅；俯首

探看，却见路坎下令人毛骨悚然的悬崖

深涧。

行至半途，大家发现道旁一株遒劲的

青松上，有红军刀刻的“红军万岁”四个大

字。这让我忽然产生一种时空交错的感

觉。我仿佛看到当年衣着破烂但意志坚

强的红军战士背着干瘪的粮袋，扛着老旧

的步枪，艰难地行走在这条小路上。路旁

的这棵古树下，是不是曾经有红军战士休

息过？山旁的那个凹洞中，是不是曾经有

红军战士避过风、躲过雨？那从山顶弯曲

流下的一条小溪，也许曾经就有红军战士

在那里喝水、洗脸……

“马上就要到最陡峭的雷公岩了！”

下士龙广茂的话把我的思绪拉回。这个

年 轻 、爱 笑 的 士 官 和 我 一 路 上 交 谈 甚

欢。他说，3 年前自己刚到部队，得知单

位每年都要组织新战士重走老山界时，

还不以为然，觉得翻座山有什么了不起

的。那年，当到了雷公岩，龙广茂才发现

是自己想简单了——面前的石梯只有一

尺多宽，战友们相互帮助才艰难通过。

班长还告诉他，脚下的山路已经是被拓

宽后的样子，最陡峭处还被后来的人们

开凿出一阶阶的石梯，而当年红军将士

面对的是几乎垂直的陡坡和深不见底的

悬崖……

对于这段艰险的路程，陆定一是这样

描写的：“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一步地

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

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

脸，就在脚底下。”时任红九军团司令部文

书的林伟也曾回忆道：沿途拥挤，骡马嘶

叫，坡陡路滑，下面又是深山悬崖。

当年，中央红军的队伍以单行行进，

加上辎重、伤员多，步履维艰。将士们疲

倦了，也只能停立路旁，背靠山坡，合眼

片刻。

最终，红军指战员用顽强的意志征

服了这座“离天三尺三”的高山。当红军

翻过老山界到达大南山时，当地百姓无

不惊讶，都说红军是“天降神兵”。翻越

老山界后，红军在通道、黎平、猴场、遵义

等地陆续召开一系列会议，构成了中国

革命伟大转折的链条。

一路跋涉，我们终于登顶。眼下白茫

茫如海浪在千山万壑间奔涌的雾瀑，让我

突然想起毛泽东的诗句“五岭逶迤腾细

浪”，越城岭正是“五岭”之一。这正是“红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这

支有着崇高信仰、坚定意志的人民军队眼

中，没有跨不过的河，没有越不过的山。

长征的胜利告诉我们后来人，没有比人更

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强军路上，

无论面对多少困难险阻，我们一定能够踏

平坎坷成大道，走向更加壮丽的明天。

我们一行人伴着暮色下山，来到当年

红军艰难翻越老山界后驻扎过的村寨。

如今，随着生态农业、林业产品开发等产

业发展蒸蒸日上，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

富裕起来，夜色下的点点灯火绘成一幅温

馨的图画。老山界在远处静静地耸立，无

声地见证着这一切。在我们心中，老山界

已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山，更是长征精神

的象征，是永不磨灭的红色地标。

（版式设计：贾国梁）

再走老山界
■李 奇

红色足迹

1934 年 ，红 二 十 五 军 长 征 开 始

时，我们宣传队只有 5 人，到达陕北与

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时，队伍壮大了，发

展为 30 多人。

宣 传 队 常 备 的 道 具 是 两 个 小 铜

鼓、几支笛子和口琴、快板等。其他道

具则演出前根据需要临时筹借或自

制：从棉衣里扯出一缕棉花，往嘴上一

粘，就是胡子；找个破草帽一戴，就可

扮演放羊娃。演出的节目有歌曲、戏

曲，也有活报剧、曲艺等，有的是自编

的，有的是旧曲调填新词。像《小放

牛》《凤阳花鼓》《苏武牧羊》《八月桂花

遍地开》等，这些民间小调都是我们经

常用的。湖北的汉剧、楚剧，陕西的秦

腔、碗碗腔，河南豫剧等，我们都会几

段曲子，临时配合任务填上新词就演

唱起来。

我们宣传演出的方式极其灵活，部

队行军比较疲劳的时候，宣传队往路边

一站就唱起来。看到哪个同志劲头足、

走得快，我们就指名道姓为他编上几句

顺口溜进行鼓励，他会走得更快。这时

走得慢的同志也会迅速赶上来，队伍的

气氛马上就活跃起来。打仗时，宣传队

及时传播胜利消息，讲解取得胜利的原

因。宿营时，我们还经常开晚会，为群众

宣传演出和刷写标语。部队到河南、陕

西之后，根据当地条件，我们还开展了炕

前五分钟活动，又说又唱，热闹极了。

红军物质条件艰苦、战斗频繁，鼓

舞士气、增强团结是宣传队经常性的一

项宣传工作。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出发

往鄂东转移时，连续通过敌人的四道封

锁线，打了八仗，部队相当疲乏。很多

同志，战斗一结束，躺到地上就睡着

了。行军时，不少同志边走边打瞌睡，

有时不小心摔倒一个人，后面就会跟着

摔倒一串。遇到这种情况，宣传队就在

路边，特别是险路、山隘等地方进行宣

传、鼓动。我们有时说快板，有时演唱，

大家一乐，精神就来了，行军速度也就

加快了。

1935 年 5 月，敌人对我鄂豫陕根

据地“围剿”，我军对敌人采用了“先疲

后打”的方针。那时部队每天行军，有

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一开始，有

些同志不理解，嘀咕：为什么不狠狠打

击敌人，消灭敌人？宣传队根据军首

长的指示，用快板、小调，向部队宣传：

走，就是为了打；走，是为了调动敌人、

疲惫敌人，到了对我们有利的时机就

歼灭敌人。每次打仗后，我们把战斗

中的英雄事迹编成节目，在祝捷大会

上演出，对部队鼓舞很大。

那时部队行军多，每到一个新地

区，我们首先到群众中去宣传。有时

只有几个老百娃，也要进行宣传。部

队过确山后，天气冷了，又碰上下大

雪，很多同志还穿着单衣。部队宿营

时，便要烤火取暖。一次，有个同志

不慎失了火，烧了两间房子。坏人就

造谣，说红军烧房子。一些不了解情

况的群众，听说红军来了，就急忙从

房子里往外搬东西。宣传队就向群

众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

打仗，是爱护老百姓的。经过宣传，

老百姓又看到我们秋毫无犯，就纷纷

拿出衣物，捐献给红军。宣传队还担

负 着 调 查 敌 情 、民 情 、地 情 的 任 务 。

那时，没有那么多的地图，地情、民情

的调查显得非常重要。宣传队就到

群众中去，宣传群众、启发觉悟，把了

解的情况及时报告军首长。我们每

过一地，那里的群众就被发动起来，

有的还建立了党的组织。打仗中负

重伤的同志，我们就送到可靠的老百

姓家里。河南、陕西、甘肃我们经过

的地方，都有留下来的重伤员。在群

众的掩护下，这些同志不仅没有出问

题，而且成了革命的种子。

瓦解敌军、优待俘虏也是我们宣传

队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在战斗

中起到了枪杆子所起不到的作用。红

二十五军的作战对象有一部是东北

军。战斗结束后，我们给受伤的俘虏洗

脸、换衣服，还把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

端到他们面前。俘虏们感动又惊奇地

问，为什么待他们这么好？我们就宣传

我军的俘虏政策，讲天下穷人是一家，

讲应该掉转枪口共同对付地主老财、白

狗子，共同抗日解放东北。这些俘虏经

过教育，愿意参加红军的留下，不愿留

的都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家。几仗打下

来，“红军优待俘虏”“红军是穷人的队

伍”“东北是蒋介石出卖的”，就在东北

军中传开了。在战场上，每当我们对着

东北军的阵地唱《流亡三部曲》，他们的

阵地上就静悄悄的，枪也不打了。由于

我们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

好，有些放回去的俘虏兵，下次打仗时，

就主动带着武器过来了，成了名副其实

的运输队。

部队前进遇到困难时，宣传队总是

同尖兵队在一起；当后面敌人尾追情况

紧急时，宣传队又同掩护队在一起。在

艰苦的环境中，宣传队的同志经受了很

大锻炼，深受部队喜欢。有一次宣传队

为群众演出时，突然发生了情况。大部

队刚转移，后面敌人紧随着就来了。同

志们没见到宣传队回来，都非常着急，

许多同志争着要回去找我们。后来，群

众把我们从近路送回部队，同志们心里

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一仗打下来，宣传

队就常有同志补充到连队当指导员或

到团里当干事，宣传队又成了培养基层

政工干部的地方。1935 年冬，直罗镇

战役后，红二十五军宣传队和其他军宣

传队合并，组成了以文艺宣传为主的火

星剧社。这时，我被调到了其他团任俱

乐部主任，就离开了宣传队。那段战斗

的岁月，我至今难以忘怀。

（本文根据作者回忆文章整理，原

文刊发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

选编·红军时期》）

作者简介：程明（1918-2014），

安徽金寨人，1931 年参加革命，后任

原沈阳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等职。曾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

一级红星功勋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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