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专专 版版２０２２年７月３０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柴华 裴贤

在许多基层连队，每逢新兵下连、老

兵退伍或执行重大任务前，官兵们都会走

进连队荣誉室或连史馆。

一面锦旗，一盏煤油灯，一张黑白照

片，一把刺刀……战火硝烟浓缩在一件件

展品中，静静陈列在连史馆里。它们从历

史中走来，诉说着峥嵘岁月的荣光；它们

穿越时空，照亮官兵前行的路。

连史馆，是一支连队彰显荣誉、赓续

血脉的精神殿堂。新兵初入军营，在这里

上“下连第一课”，在了解连史、感悟传统

中激发荣誉感、争当新传人；老兵告别军

旅，在这里上最后一堂教育课，坚定“解甲

不失疆场志，归乡仍存报国心”的志向，喊

出“若有战、召必回”的铮铮誓言。

触摸历史，读懂信仰。走过硝烟，走

过风雨，诞生在战火中的人民军队走过 95

年壮丽征程。95 年来，浩瀚连史中一个个

生动鲜活的“小细节”，串联起人民军队波

澜壮阔的“大历史”，见证着人民军队在党

的领导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铿锵足迹。

连史馆，连接着一支连队的过去、现

在与未来，展现着一支军队听党指挥、奋

斗强军的发展历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95 周年之际，让我们走进 4 个基层连

队的荣誉室和连史馆，聆听 4 件连队“传家

宝 ”的 故 事 ，感 悟 一 代 代 官 兵 对 忠 诚 、荣

誉、使命的理解与追求。

致敬，英雄的人民军队。致敬，人民

军队的英雄。

—编 者

晒晒我们的连史馆

在我们连史馆的醒目位置，陈列着一把

刺刀，黢黑的刀面上满是斑斑点点的锈迹。

刀身弯折，因为经历过残酷激烈的拼

杀。凝望着它，就好像被带回当年腥风血雨

的战场。

1946 年秋，在粉子山阻击战象山阵地，

我连前身部队坚守了 3 天 4 夜。弹尽粮绝之

际，敌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官兵高喊着“人

在象山在”，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

就用枪托打；枪托打碎了，就用石头砸……

官兵们先后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歼敌 1500

余人。战至最后，全连仅剩 7 人。

一把拼弯的刺刀从幸存的勇士们手中

传下来，成为连队的“传家宝”。“刺刀拼弯

气不短”，这把刺刀已成为连队官兵心中的

精神图腾，激发大家时刻保持冲锋向前的

姿态。

2018 年，作为一名国防生，我从清华大

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主动请缨来到一线

部队。没想到，我在“红色尖刀连”第一次

参加体能普考就遭受挫败，满腔豪情顿时

消退不少。

时任连长何志远把我带进连史馆，指着

拼弯的刺刀对我说：“这把刺刀，象征着连队

一代代官兵逢敌亮剑的英雄气概、敢打必胜

的战斗作风。唯有顽强拼搏、勇敢冲锋，方

能不负尖刀之名。”

回 到 排 房 ，我 一 遍 遍 回 想 连 长 的 话 ，

反复体味刺刀背后的精神力量。那晚，我

在衣领内侧写下一句话：“红色尖刀，永不

卷刃”。

武装越野脚底磨出血泡、据枪瞄准双眼

布满血丝……每当我坚持不下去时，想起那

8 个字，浑身便充满力量。

短 短 两 个 月 ，我 体 重 降 了 10 余 斤 ，一

双作战靴从崭新穿到破烂，军事训练成绩

从“吊车尾”跻身“龙虎榜”，成功留任连队

排长。

2021 年 年 初 ，我 被 任 命 为“ 红 色 尖 刀

连”连长。再次踏进连史馆，站在这把刺刀

前，我在感慨之余陷入沉思：改革转型的浪

潮中，必须紧跟时代变化砥砺打赢本领，锻

造新时代克敌制胜的尖刀！

精练巧练“人机协同”，引导新质作战力

量实施精准打击……去年年底，连队赴某地

开展红蓝对抗演练，以零伤亡歼俘“敌”20

余人，缴获装甲车 2 辆。

“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尖刀利刃！”演练结

束后，连队受到导演组高度评价。

“让尖刀精神代代发扬，打得赢，不变

质……”正如连歌《永不卷刃的尖刀》中唱的

那样，我们将继续发扬“当尖刀、打头阵”的

精神，在转型突破中奋勇攻坚，争当永不卷

刃的红色尖刀。

（整理：牛伟萌、杨烨鋆）

上图：“红色尖刀连”连史馆里，连长林

荣灿手持刺刀向新兵们讲述连队光荣战

史。 蒋健云摄

刺刀 敢打必胜

向战淬火

永不卷刃
■第 73 集 团 军 某 旅“ 红 色 尖 刀

连”连长 林荣灿

连史馆展柜里，摆放着一盏老煤油灯。

我们经常会把它拿出来，悉心擦亮。

这盏煤油灯已经“燃烧”了近 60 载，至今

仍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上世纪 60 年代，连队有位“羊倌”叫姜

俊。白天为连队放羊，晚上守在茅草屋里

学习《毛泽东选集》，伴着煤油灯的萤火之

光，姜俊累计摘录 20 万字笔记。他不仅自

己学党的理论，还在放羊之余给周围的老

乡讲，为他们开办扫盲班。后来，姜俊在人

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

如今，这盏煤油灯不再跳动火苗，却依

旧“照亮”连队官兵求知学理、求真思进、求

实有为的道路。一代代官兵在“煤油灯精

神”照耀下，学理论、记日记，不断接受思想

的淬火。

战友王令，入伍时是高中学历，军事素

质十分过硬，特别是 5 公里武装越野，次次

全连第一，被战友们称为“小跑车”。

“小跑车”也有“抛锚”的时候。学习积

极 性 不 高 的 他 ，在 一 次 理 论 竞 赛 中 垫 了

底。“把不稳方向盘，开得再快也是危险驾

驶 。”指 导 员 的 批 评 ，深 深 触 动 了 王 令 的

心。从那以后，他走进图书馆翻看理论书

籍，在日记本记录学习心得……两个多月

后的季度理论考核中，他的排名进入连队

前 5 名。

学理论常学常新。连队组织“煤油灯大

讲堂”，开展新闻时事“小讲评”、微信文章

“小学习”等活动，为我们搭建思想交流的平

台。

理论一旦深入心灵，就会迸发出强大的

力量。8 年前刚入伍时，我对理论学习兴趣

不高：当一名普通战士需要学那么多理论

吗？学理论和站岗、执勤有什么关系？

指导员发现我的思想疙瘩，带我来到

连史馆，讲述了姜俊的故事。在指导员的

指 导 下 ，我 开 始 努 力 学 习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

“ 我 军 是 党 缔 造 的 ，一 诞 生 便 与 党 紧 紧 地

联系在一起，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

和 战 斗 。”随 着 学 习 的 深 入 ，我 越 来 越 感

到，我们必须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和 习 近 平 强 军 思 想 武 装

头 脑 、指 导 实 践 ，才 能 成 为 合 格 的 新 时 代

革命军人。

我 立 志 争 当“ 煤 油 灯 精 神 ”的 传 人 。

2019 年，我以中心第一名的成绩参加联勤

保障部队首届“四会”教练员比武，被表彰为

优秀“四会”教练员。

汲取精神滋养，凝聚奋进力量。近年

来 ，我 们 连 队 圆 满 完 成 战 备 拉 动 、跨 区 机

动 演 习 等 任 务 ，被 评 为“ 全 国 先 进 基 层 党

组 织 ”…… 在“ 煤 油 灯 精 神 ”的 指 引 下 ，连

队 战 友 们 在 强 军 路 上 步 履 铿 锵 、士 气 高

昂。

（整理：孙文韬）

上图：连队战士细心擦拭煤油灯。

付 涛摄

煤油灯 举旗铸魂

真理之光

照亮前路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警

卫勤务连班长 罗茂文

“1952 年底，我任志愿军空军第 15 师 45

团一大队副大队长兼二中队队长。1953 年

4 月 12 日，美国空军先后出动百余架战机轰

炸朝鲜清川江以北熙川、龟城地区。我率队

对飞蝗般的敌机群进行猛烈攻击……”

“八一”前夕，为中队官兵进行“云端”授

课的不是别人，正是率队创造 14∶0 空战奇

迹的首任中队长李世英。

“后来得知，我们打下了美国空军为之

骄傲的‘三料王牌’飞行员约瑟夫·麦克康奈

尔！”屏幕上，老英雄一脸自豪。

鹰击长空凯歌还。中队荣誉室里，一张

张黑白照片展示着老英雄们在抗美援朝战

场雏鹰展翅的英姿。从 1952 年底到 1953 年

7 月，平均年龄 22 岁的二中队 4 名飞行员，

以零伤亡击落敌机 10 架、击伤 4 架的辉煌战

绩，荣立集体一等功。1964 年，空军党委授

予二中队“李世英中队”荣誉称号。

虽然不是第一次听老英雄讲课，中队长

方国语依然难抑激动：“第一次听老中队长

讲战史，我还是一名新飞行员，当时觉得特

别震撼。今天，英雄的战旗交到我们手中，

我们要向英雄学习，以‘空中神炮手’的姿

态，坚决歼灭一切来犯之敌！”

每当新飞行员入列或重大任务出征，我

们中队都会邀请英雄前辈作“战前动员”。

传承英雄血脉、砥砺血性担当，已成为中队

一代代官兵的自觉行动。

去年 7月从空军航空大学毕业后，我来到

这个荣誉中队。随着训练推进，难度越来越

大、标准越来越高，基础薄弱的我有些“力不从

心”。“我有能力扛起这面光荣的战旗吗？”迷茫

之际，我来到荣誉室，重温前辈们的战斗故事。

“当年，老英雄们只飞行了十几个小时，

就敢飞上天和美国空军作战，靠的就是敢打

敢拼的精神。作为英雄传人，我不能退缩。”

“满血复活”的我迎难而上，发起冲锋。

在各阶段考核中，我的名次稳步上升。

“向英雄学习！”从两次入朝搏击长空，

到新时代满载荣誉，70 年来，写满荣光的英

雄战旗始终高高飘扬。

2016 年，空军组织“金飞镖-2016”突防

突击竞赛性考核。虽然中队飞行员没有驾

驶新式战机，但丝毫不气馁：“前辈们用马

拉飞机在简易跑道上就敢升空作战，我们

面前的困难算什么！”考核中，中队首战出

征，突破层层防线，精准打击目标，取得团

队第一名的好成绩。

完成新机改装后，我部首次整建制进驻

某区域。前不久，在改装新员参加的首次实

弹打靶考核中，中队勇夺第一。

时序更迭，斗转星移。当年的硝烟早已

散去，荣誉室内的一张张黑白照片，留下前

辈的战斗身影，也见证不朽的战斗精神，指

引着一代代官兵循着英雄的航迹，向胜战奋

飞，捍卫祖国万里空疆！

（整理：刘天军、尹晓勇）

上图：中队新飞行员在荣誉室宣誓。

王 军摄

照片 学习英雄

追寻航迹

搏击长空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李

世英中队”飞行员 毛 展

“有困难找武警！”在巍巍井冈山，当地

群众遇到困难，首先会想起这句话。这句话

被刻在许多小木牌上，竖立在景区的花坛

里，提醒着来来往往的各地游客。

这是对我们中队的信任和褒奖，也是一

代代官兵传承井冈山精神、真情服务人民的

最好见证。

根植井冈山这片红土地，组建 63 年来，

中队始终坚持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力量，矢志

铁心向党、赤诚一心为民，努力擦亮飘扬在

革命摇篮的旗帜。

中队荣誉室里 ，悬挂着一面鲜红的锦

旗，旗面上“井冈山爱民模范中队”9 个金色

大字熠熠生辉。这是 2006 年国务院、中央军

委授予中队的荣誉称号。

翻阅中队队史资料，中队官兵赤诚为民

的足迹历历在目——

2001 年 9 月 18 日晚，一名司机发生交通

事故，急需输血。求救电话打到中队，官兵争

着去献血，挽救了司机生命。

2002 年 7 月，井冈山连降暴雨，一栋房

屋 垮 塌 ，一 家 3 口 被 埋 进 废 墟 。 中 队 官 兵

闻 讯 赶 到 ，全 力 营 救 。 3 名 群 众 被 救 出 来

了，官兵们的双手被碎石划得血肉模糊。

2003 年 7 月 27 日，大雁岩森林因雷击引

发山火。接到扑火任务后，中队官兵身背水

箱攀爬到山顶，苦战 37 个小时，配合消防人

员将山火扑灭。

……

哪里有危险，“橄榄绿”就会出现在哪

里；哪里群众有需要，中队官兵就会伸出援

助之手。多年来，我们始终与驻地群众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被誉为“井冈山平安的

守护神”。

中队荣誉室里，还陈列着一叠清单，泛黄

的纸页上写着一串串名字和捐款数字。从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1 元、2 元，到如今的 100

元、200 元……这些年，中队积极开展爱民助

学活动，资助贫困学生。农忙时节，井冈山长

路村、口前山村的百亩良田，总能看到点点迷

彩在田间忙碌，帮助农户插秧、收割、晒谷。

中队还主动与井冈山黄坳村 9 户村民结对帮

扶，帮他们过上脱贫致富的好日子。

红米饭养育革命军队，红军传人回报老

区人民。在井冈山朱砂冲林场行洲村一栋老

宅的屋檐下，一幅写有“红军是为劳苦工农谋

利益的先锋队”的红色标语，历经风雨，清晰

可见。

穿越时光，这条标语见证了人民子弟兵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宗旨。作为红

军传人，建设老区、服务群众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

（整理：曹先训）

上图：井冈山中队官兵在荣誉室重温中

队光荣历史。 张 达摄

题图照片：今年“七一”，新疆军区某边

防团“钢铁英雄连”在连史馆组织全体党员

向党旗宣誓活动。 肖承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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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旗 赤诚为民

井冈山下

初心如磐
■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井冈山

中队指导员 李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