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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杨文华身经百战，屡

立战功，我们一定要继承英雄遗志，赓

续光荣传统，把‘铁心跟党、万难不屈、

精准善战、锐意进取’的连魂熔铸到血

脉之中。”前几天，连里举行了一场特

殊的“认亲”仪式，官兵们走进荣誉室，

聆听战斗英雄杨文华的战斗故事和英

雄事迹，现场气氛热烈。目睹这一幕，

我倍感欣慰。

去年，我们在梳理战斗英雄主要

事迹时发现，连史上有一名叫杨文华

的战斗英雄，个人信息登记模糊，除了

知道他是战斗英雄外，没有更多其他

文字表述。

客观上讲，连队历经十几次整编，

不少史料都在更新换代中变得模糊。

那一刻，我还是深感自责：除了英雄姓

名，我们还应该记住什么？

杨文华什么时候参军入伍？参加

过哪些战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那段时间，一连串问号敲击着

我的内心。

“老一辈战斗英雄以百折不挠的

英雄气概，谱写了一首首气壮山河的

英 雄 史 诗 ，他 们 的 牺 牲 奉 献 不 容 遗

忘！”经过连队党支部研究，我们决定

将“寻找战斗英雄杨文华”作为深化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

教育的一项重要实践活动，发动全连

官兵参与到寻找英雄中来。

一场特殊的“寻亲”活动就此展

开。有的官兵在浩瀚的网络世界中

寻 找 线 索 ，有 的 官 兵 请 各 地 的 战 友

及 热 心 人 提 供 帮 助 ，有 的 官 兵 仔 细

挖掘整理与英雄有关的档案和军史

资料……

随着寻访活动的深入，越来越多

的官兵深刻认识到：作为“神炮连”的

一员，自己和杨文华如此之近，却又那

么遥远！

寻找杨文华的过程，也是对红色

基因的接力传承。我们组织“寻亲”活

动，不仅是在寻找一位战斗英雄，更是

在坚定一种信仰；不仅是让老英雄回

归，更是为了让年轻的官兵们知道连

队从哪里来，将来又要到哪里去。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通过全连

官兵的共同努力，“寻亲”活动有了重

大突破。我们在网络上发现一条重要

线索——一名远在兰州的离休干部叫

杨文华，其相关经历与连史上记载的

战斗英雄杨文华的一些战斗历程非常

相似。

连 队 迅 速 与 其 所 在 单 位 取 得 联

系，并初步确定他就是大家苦苦寻找

的老英雄。然而遗憾的是，杨文华已

于 2018 年 9 月离世。得知此消息，官

兵们很是痛惜。

英雄无言，历史有痕。为了进一

步挖掘整理杨文华的英雄事迹，我利

用休假时间，带上班长李先能奔赴兰

州，搜集核实杨文华的英雄事迹。

随着寻访的深入，杨文华的英雄

形象也逐渐清晰丰满起来：他不愧为

战功赫赫的战斗英雄，先后参加过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历任战

士、班长、政治指导员等职。1948 年

在瓦子街战役中作战勇猛，先后立大

功 2 次；1950 年被评为“战斗模范”，并

出席了第一军“英模大会”。战争年代

的生死拼杀，使他身上负伤 10 多处，

头部一直残留着两枚弹片……

班长李先能被老英雄深藏功名、

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忠诚品格深深打

动，他动情地说：“作为老英雄的传人，

我一定要当好‘军中之母’，尽好班长

之责，把全班战士带好，把打仗本领练

过硬。”

寻访归来，我们趁热打铁把千里

“寻亲”的历程搬进主题教育课堂，参

与寻访的官兵纷纷上台讲述老英雄的

光辉事迹，分享“寻亲”路上的所见所

闻。上等兵梁其胜听后激动地说：“在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伟大征程

上，每一名官兵都能成为英雄。作为

年轻一代，我一定在本职岗位上书写

属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新篇章。”

为了更好地学习杨文华的英雄事

迹，我在连队开展了“学英雄事迹、当

打赢标兵”岗位练兵实践活动，引导官

兵回溯英雄先辈峥嵘岁月里的血性豪

情，传承英雄精神，矢志强军、精武强

能，当好新时代英雄传人。

一次跨越千里的“寻亲”之旅，成

为赓续红色基因、锻造红色传人的生

动课堂。

海训中，下士李钟鸣克服恶劣天

候的不利影响，每天战风搏浪，手臂、

背部晒脱了皮，钻心地疼。可他却对

我和战友们说：“不掉几层皮，练不出

真本领，与英雄先辈的战场拼杀相比，

这算不了什么！”凭着坚忍不拔的毅

力，他攻克了一个个训练难关，被旅评

为“海训先进个人”。

前不久，营里组织体能比武，上

等 兵 刘 杰 伟 打 破 单 杠 一 练 习 纪 录 。

他动情地说：“我手掌磨出的厚厚老

茧 ，与 老 英 雄 杨 文 华 身 上 的 10 多 处

伤痕相比，不值得一提！”官兵们纷纷

表示，一定把连队的光荣传统发扬光

大，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告慰英雄

先辈。

（本报记者 张磊峰、陈典宏 通

讯员 钟志光整理）

发动全连官兵寻找一位战斗英雄，却在潜移默化中撬动了
大家的心灵。请看—

千里“寻亲”路，教育大课堂
■第 74 集团军某旅“神炮连”指导员 余慧繁

特别推荐

寒梅已作东风信，又是大地吐翠时。“传
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已进入
第 5个年头，经过教育洗礼，全军部队听党指
挥的思想政治根基更加牢固，练兵备战的导
向更加鲜明，清朗和谐的风气更加纯正……
三军将士使命在肩、砥砺奋进，交出了一份份
合格答卷。

5年来，主题不变、频道不换，在“传承”与
“担当”的正向引导里、在“外融”向“内化”的渐
进过程中，教育理念探索更新、教育内容不断
优化、教育方式积极创新、教育成效稳步提升。

官兵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

主题教育要取得好的效果，离不开广大官兵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内在积极性的调动。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基层官兵既是主题教育的
参与者、受益者，也是主题教育的推动者、评
判者。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新年伊始，我
们将以“指导员的视角”，梳理基层部队开展
主题教育的经验、收获和启示。本版从今天
起，以“特别推荐”的形式，推出“来自指导员
的主题教育手记”系列报道，敬请关注并欢迎
踊跃投稿。

——主持人 磊 峰

写 在

前 面

千里“寻亲”，追根溯魂，既无讲

桌，也没有授课人，甚至没有一个固

定的主题。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

个典型的课堂、一种典型的教育组织

方式，可官兵却恰恰在这场“非典型”

教 育 中 ，深 刻 体 悟 到 英 雄 的 赤 胆 忠

诚，心灵受到启迪、思想受到激励、精

神受到洗礼，从而使教育达到了“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功效。整

个过程看似“无心插柳”，实则匠心独

运，希望这样不拘一格的教育课堂越

多越好。

“非典型”的典型意义
■第 74 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 王敬斌

每一个红色历史片段背后，无不

蕴藏着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震撼人

心 的 英 雄 事 迹 、可 歌 可 泣 的 感 人 故

事。诚然，这些红色历史因为年代久

远变得逐渐模糊，需要我们深入地挖

掘、细心地整理，才能绽放出夺目的

光彩。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主题教

育时，决不能流于表面、浅尝辄止，而

是要动员广大官兵善于挖掘红色历

史 的 细 节 ，引 导 官 兵 在 回 溯 光 荣 历

史、聆听感人事迹中净化心灵、触动

灵魂。

细节最能打动人心
■第 82 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陈 成

在战火硝烟中凝结而成的红色历

史，是无数革命先辈在血雨腥风的战斗

中，用热血与生命书写出来的。“除了英

雄姓名，我们还应该记住什么？”正如指

导员余慧繁的扪心自问，每名官兵都该

问问自己：和平岁月，暗淡了刀光剑影，

远去了鼓角争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我们该如何赓续光荣传统，肩负起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任务？

答 案 在 强 军 征 途 ，也 在 历 史 深

处。这要求我们，必须用活用好红色

资源，那里有无尽的精神财富。

从历史深处寻找现实答案
■海军陆战队某旅政治指导员 张 震

官兵恳谈

“这栋楼的施工高差在规定范围内

吗？”寒冬腊月，武警四川总队机动第三支

队的新营区建设现场，支队工程建设技术

负责人、四级警士长邵国升在进行施工验

收时，发现施工标高和图纸有误差。

“工程质量出问题，你们施工方要负

全部责任。”邵国升和施工方负责人据理

力争，只见他拿出图纸和测量工具，十分

专业地指出问题所在。对此，施工方哑

口无言，当即承诺尽快整改修复。

“单位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原

来，邵国升一直担任支队通信专业技师，

曾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三等奖。为

了满足新营区建设的需要，他主动请缨，

踏上了转型之路。

4 年来，邵国升收集学习了工程法

规、技术规范、验收标准等方面书籍 60

余册，撰写工作笔记和心得体会 15 本。

通过刻苦学习，他考取了国家一级建造

师证、施工员证、技术员证、测量员证等

多种专业证书。他利用自己所学专业知

识，针对新营区施工图纸和技术方案，反

复进行测算评估，先后向支队党委领导

提出可行性优化建议 100 余条，节约经

费数百万元。

一次，工作人员在施工时发现排水

管道出现异常。大家都很纳闷，明明是

按照图纸施工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虽然没有接触过排水系统铺设，但邵国

升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白天在工

地进行数据测算，晚上利用休息时间在

宿舍研究图纸、查找资料，经过几个通宵

鏖战，终于找出了问题症结。

就是凭着这股锲而不舍的“钉钉子”

精神，这些年，邵国升有效解决了许多营区

建设的现实问题，让所有人对他刮目相看。

那年，支队交给他一项新任务，需要

他学习一门新专业。有战友劝他拒绝，

因为凭他现有的本事已经足够干到退役

了。邵国升笑了笑说：“还是那句话，单

位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组织要我干

啥，我就干好啥！”

一句话颁奖辞：“越己者，恒越。”邵

国升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一行，不

断突破和超越自我，这才是转型应有的

样子。

从“通信技师”到“一级建造师”
■邢 帅 张 胜

值 班 员：第78集团军某旅修理一连

指导员 范治佳

讲评时间：1 月 5 日

最近，我发现连队在完成装备技术

整治任务时，效率有所下降。经过了解，

这与两件事有一定关系：一是部分兵龄

长、经验丰富的老班长、技术“大拿”退役

离开了连队；二是去年 9 月入伍的新同

志，经过几个月的新训刚来到连队。

在我看来，这两件事带来两方面的

影响：一方面，春节将近，修理任务量增

大，没有老班长在旁“压阵指挥”，部分新

同志有些信心不足、畏首畏尾；另一方

面，新老交替期间，骨干力量减少，装备

要修，新同志也要带，部分骨干多少会有

种分身乏术的感觉。

同志们，我们连队的数名老班长在离

开连队前，把自己多年的修理经验整理成

笔记留了下来，一次又一次地拉着留队战

友叮嘱各种注意事项，就是希望大家在这

个关键时刻能够勇挑重担，把自己锻造成

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下一步，连队会按

专业调整帮带小组，希望大家振奋精神、

相互激励，完成好现阶段的任务，不辜负

连队和老班长们的殷切期望。

（何占俊、何 图整理）

新老交替期，能力衔接要跟上

值 班 员：第 81 集团军某旅合成营

指导员 孟李彬

讲评时间：1 月 4 日

上周，在野营训练中，连里发现训练

场地内有塑料垃圾掩埋痕迹。此前，连队

就如何处理生活垃圾作了强调，明确要求

将干垃圾回收带回营区处理。然而，我发

现在实际操作中，有的同志却不以为意、敷

衍了事，为了图省事，选择一埋了之。

众所周知，塑料包装物掩埋地下，需

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降解，混在土

壤中的塑料对训练场地草皮的修复和生

长影响极大。大家有没有想过，假如每

年来这里训练的同志都随意掩埋垃圾，

久而久之，我们脚下的训练场会是什么

样子？如果把这种习惯带到战场上，更

是容易暴露部队行踪，引发严重后果。

同志们，军人的习惯从来不是小事。

现在国家在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推行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我们作为军人，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也理应走在前列。在

日常养成中，也要绷紧打仗这根弦。希望

大家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落实垃圾回收的

要求。解散后，大家赶紧把掩埋的塑料垃

圾挖出来，按规定处理掉。

（李浩爽、彭乐祝整理）

野营地垃圾，勿一埋了之

上图：近日，新疆军区某合成团

组织实弹射击考核，检验某型车载

榴弹炮分队在高原高寒条件下的战

场快速反应能力。

高 群摄

左图：日前，武警浙江总队新

兵团组织新兵结业考核，检验新兵

训练成效。图为新兵进行应急棍

术考核。

胡 港摄

练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