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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如果他活着，也一定是一名老党
员了！”

98岁的老红军余新元眺望窗外时，
常会想起那个比自己小一岁、被炸掉双
腿的年轻战友张详。

抗日战争中的那次战斗异常激烈，
为掩护主力部队和人民群众撤离，年仅
17岁的战士张详壮烈牺牲。阵地上，张
详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我能不能参
加中国共产党？

几十年来，这句话时时回荡在余新
元耳畔……

此刻，百里之外的辽宁沈阳，纪录
片《红色记忆——不能忘却的故事》正
在辽宁省军区机关和直属队播放。余
新元没想到，当年他和战友们“火红信
仰”的故事会被搬上荧幕。

倾听、对话、感悟、重温……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省军区利用身边
红色资源为学习教育注入源头活水，回
应“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引导官兵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

党史课咋讲才能“有

滋有味”

那是一次令人尴尬的授课。可喜的
是，尴尬之后李指导员悟出了“门道”。

这天下午，警备纠察队一中队指导
员李宽正在讲“关于井冈山革命历史”一
课。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干事贾文暄轻轻
推门，悄悄坐在了后排听课。台上，李宽
讲得滔滔不绝；台下，战士们听得云里
雾里。

课上完了，贾干事悄悄找了几名战
士座谈，问大家听了这堂课有什么感
觉。大家直言不讳，有的认为“讲的道理
比较空，从头到尾只有两个例子”，有的
觉得“话没说透，好像隔着一层纸”。

任指导员不久的李宽私下里对贾
干事说，参加党课的战士中有不少老士
官，年龄、军龄、党龄，都比自己长，讲党
课时自己感觉底气不足。

另一个连队的指导员与贾干事聊起
了这样一件事：连队有一名战士，只要一
搞教育，他就悄悄和战友“串哨”。指导
员暗地里了解了一下这名战士的想法，
这名战士说，觉得有的教育样式很枯燥
和单调。

这让贾干事深思：“今天的年轻官兵
和文职人员生活在和平时代，但大家应
该了解革命先辈们经历过多少奋斗、多
少牺牲。对年轻一代的党史教育不容
缺失。”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省军区党委一班
人的重视——新时期官兵和文职人员虽
然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但其中不
少人对党和军队的光辉历史、奋斗历程
缺乏全面认知和深刻体会。同时，由于
基层干部的阅历、年龄不同，他们在课堂
上“抓住”战士的能力也千差万别。

如何破解“满堂灌”“一言堂”式的教
育难题，让官兵在课堂上有“怦然心动”
的“获得感”？

该省军区领导进行了专项调研后认
为，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座座军营深
入开展，站在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节点，
如何用“年轻人的方式”点燃青年官兵党
史学习的热情、讲好“过去的故事”，是一
个现实而急迫的课题，也是传好接力棒、
激励后来人的“必修课”。

为此，他们在下发的学习教育实施
方案中着重提出，省军区驻地是塔山精
神、雷锋精神的发源地，充分利用亲历者
口述历史、展馆纪念设施等身边红色资
源，让年轻官兵和文职人员聆听“英雄的
声音”、重温“红色的记忆”，增强学习教
育效果。同时，这也是对教育组织者的
一次教育，尤其对基层思想政治教员来
说，这将是一次难得的全面提升自我的
好机会。

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

会议室里，有节奏的掌声让气氛越
来越热烈。

英雄老兵张贵斌是位清瘦的老人。

他往台上一坐，就把战士们眼神紧紧吸
引了过去。
“7天 6夜，我们一直守在阵地里战

斗，一步也没后退。那场战斗，全连只活
下来我们 3个人。”讲台上，回忆起塔山
阻击战的场景，年过九旬的张贵斌泪水
夺眶而出。
“您知道上了战场不一定能活下来，

不害怕吗？”面对官兵的提问，张老伸手
一扬：“那时候根本就没考虑生死，想的
就是死也要完成战斗任务。”

因在塔山阻击战的英勇表现，张贵
斌被记大功一次。“1949 年 2 月 6日，我
永远都记得，那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中国
共产党，当时全连才 3名党员。”说到这
里，张贵斌的脸上洋溢着骄傲。

往事，在老兵的心中激荡燃烧。接
着，张老话锋一转：“一个只有 50多人的
政党，一个只有 13名代表的大会，年龄
最小的不到 20岁，靠什么克服千难万险
发展壮大……这个政党诞生之初没有
任何光环、背景和资产，哪里来的一往
无前的底气……是什么让历史和人民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答案只能是两个
字：信仰。”

张老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在场
的官兵和文职人员。省军区沈阳第八
干休所文职人员荣俊运心中一震，他
在笔记本上飞速记录着张贵斌的发
言，还把“信仰”二字用笔画上了一个
大大的红圈。

荣俊运的变化耐人寻味。
最初听说听教育课，他私底下和战

友们开玩笑：“我宁肯跑个 3公里，也不
愿参加枯燥乏味的学习。”可没几天，他
就被这一堂堂震撼人心的教育课吸
引了。

课后体会交流时，荣俊运第一个站
起来发言：“为什么那么多人看不见胜利
却愿意牺牲，等不到富裕却甘愿奉献？
聆听了老英雄的授课，让我们感受到了
老一辈革命家所坚持的信仰的力量。”
“开放的时代，党史学习教育不能搞

‘自我封闭’，必须摒弃‘一支粉笔一块
板，一份教案用几年’的习惯做法。”省军
区政治工作局主任闵守斌说，相比书本
上的党史知识，青年官兵更喜欢一个个
活生生的前辈英雄；相比单纯的呼吁号
召，青年官兵更喜欢革命前辈奋斗不息
的血性故事。

高玉宝“我从心眼里要入党”的故
事；“挑夫将军”龙开富背着文件走完了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张新生 23年漫
漫入党艰辛路的故事；郑起“一把小号
退敌兵”的故事；袁甦忱建立“海外流亡
支部”忠诚于党的故事……在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过程中，省军区请有信仰的老
兵讲信仰的故事，官兵随口都能说出几
个来。

革命老兵身上的精神品质，总能让
人获得心灵的力量和前行的动力。列兵
张诚第一次上老英雄郑起的课，就被“圈
粉”了：“以前上大学时也上过党史课，老
师都是四平八稳从建党前后讲起，但老
首长能将党史与当今紧密结合，还有很
多背后的故事，让人耳目一新。历史和
现实被强烈联系在一起，这才有意思有
价值。”

谁不珍爱生命？手握“小米加步枪”
的革命前辈，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为什
么能不畏牺牲、前赴后继？

答案，写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里。
“草根树皮抱枪睡，深山抗敌十四

载！”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群山之中的这座
陈列馆里，听着馆长张鹏一讲述，前来参

观的官兵们仿佛回到那个为理想信念抛
头颅洒热血的年代。

文职人员冯名虎第一次到馆参观。
他说，最受触动的是女英雄赵一曼临刑
前给儿子宁儿的家书。说到动情处，冯
名虎为记者背诵起这封信来——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

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
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
了牺牲的前夕了……”

震撼与洗礼，敬佩与传承。一路追
寻,看着、听着、想着,一个个旧址、一处
处纪念馆、一件件文物，都是历史与现实
的对话，也是官兵与自己的对话。不同
时代的老兵，不同战位的军人，支撑他们
创造辉煌的，是一个共同的内核——崇
高的理想、坚定的信仰。

每名党员都是党史

的书写者

“同样的年龄，同样是军人，他做了
什么？而我又能做什么？”

英雄老兵张贵斌授课当天的那个晚
上，尽管熄灯号吹过了许久，警备纠察队
三中队上等兵杜绪超还望着天花板，品
味着、琢磨着。

一年前，杜绪超是带着入党申请书
入伍的。当时，他对入党意义没有那么
深的思考。听了老英雄入党的故事，他
明白：入党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一点荣
誉，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担当。第二天，
他先是主动向连队上交了当班长的申
请，又请缨参加连队两项训练攻关课题
组。今年 3月份，杜绪超光荣地加入了
党组织。作为一名预备党员的他，如今
已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和训练尖子。
“最起码也得入个党！”中队上等兵

樊庆伟，今年面临退役，电话里家人频频
催他想方设法在部队争取入党，为回到
地方安排工作“打基础”。

春节过后，小樊向党支部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在各项任务中也表现得很“积
极”。然而，让小樊意外的是：这季度的
党员发展对象却不是他。为此，小樊思
想压力很大，在训练场上没了精神。
“多想想入党为什么、干什么？”这

天，连队请来老干部为官兵上党课，听
了英雄老兵的入党故事后，樊庆伟脸颊
仿佛被什么烫了一下。他再次凝视着
笔记本里夹着的那面“袖珍”党旗，越反
思心里越惭愧。“入党绝不是个人进步
的跳板和筹码，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
党的热爱和追随……”当晚，坐在学习
室里，樊庆伟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段
文字。

如何以积极的心态追求“进步”？小
樊有了新理解。很快，他恢复了往日的
干劲。上周，连队组织挖旱厕，他鼻子里
塞上两团卫生纸，第一个跳了下去。“樊
庆伟彻底变了！”战友们说。
“组织入党一生一次，思想入党一

生一世。即使退役前没能入上党，我也
会以更高的标准、更出色的表现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说这话时，樊庆伟眼中闪
着光。

打铁要趁热。该省军区各单位纷纷
组织官兵和文职人员举行座谈讨论、撰
写参观体会，深入开展“党章学起来、党
史读起来、党课讲起来、党徽戴起来、党
日过起来、党纪严起来、党风纯起来”教
育活动。

润物无声，星火燎原。党史教育展
开之时，该省军区正处在军事训练转型
的关键时期。在各个训练场，机关干部
和基层官兵们叫响“争当专业擂主、争做
打赢尖兵”“每名党员都是党史的书写
者。”记者踏访座座训练场，时时感受到
这样的氛围和激情。
“铁心向党，就要多干为党加分的

事，多做维护党形象的事。”该省军区官
兵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连日来，省军区和鞍山岫岩县杨家
堡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对接，开展“春暖”
助学活动，44名机关党员干部主动与父
母在外务工子弟家庭结成帮扶对子，为
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为孩子们送去了
希望。
“受党培养教育多年，关键时刻咱不

能掉链子！”前不久，省军区组织三级首
长机关指挥能力集训，即将面临退役退
休的 40余名人武部、干休所主官主动报
名参考，用实际行动向党组织交出了合
格答卷。

一个英雄人物就是一座航标，一个
行为就是一次境界升华。采访结束时，
目睹广大官兵和文职人员的身体力行，
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心正在被信
仰的力量点燃。据统计，年初以来，该省
军区新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官兵和文职人
员人数同期相比上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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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晓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鲍明建 赵 雷

春日，记者来到辽宁省军区大连第
八干休所，走进著名军旅作家高玉宝生
前的居所。

2019年 12月，92岁的高玉宝老人走
了。高老生前居住的房间，陈设简单，最
抢眼的，是卧室书桌上陈列的一封画出
来的入党申请书：我从心眼里要入党！

这份仅有 8个字的入党申请书，讲
述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7年，20岁的高玉宝加入解放军第
四野战军12师35团。烽火硝烟中，他曾先
后在辽沈、平津等战役中立了6次大功。

1948年 2月，高玉宝所在部队解放了
鞍山。当地人民为了表达感谢之情，给部
队送来慰问金，说什么都要部队收下。部
队只好把慰问金分给了战士们。当时，一
位老同志站起来，号召大家交党费。这是

高玉宝第一次听到“党费”这个词。一听
说要交党费，高玉宝决定把分给自己的全
部慰问金拿出来交党费。

高玉宝要交党费，党员同志都愣住
了。党小组长说，你不是党员，不能收你
的钱。这下，高玉宝不干了，说他参军是
跟着共产党、跟着解放军干革命的，怎么
不是党员呢？

这一幕正好被指导员看到，指导员
看到高玉宝入党愿望如此强烈，再加上

他平时工作积极肯干，准备吸收他成为
一名预备党员。于是，指导员让高玉宝
写一份入党申请。这可难坏了几乎不识
字的高玉宝。他说：“指导员，我没念过
书。”指导员说：“不要紧，你怎么想怎么
写，我开紧急会议，你写完送给我。”说
完，指导员就走了。

就这样，高玉宝愣是七拼八凑，画出
了别具一格的入党申请书。后来，他给这
封入党申请书作过这样的解释：“画了8个

字，8个字是什么呢？我从心眼里要入
党。第一个字‘我’，我会写，第二个‘从’
字不会写画个大虫子，‘心’字不会写画了
人心，‘眼’字不会写画了个眼睛，‘里’字
不会写画吃的那个梨，‘要’字写了个咬。
我们家乡人不叫入党，叫鱼党（地方音），
见面以后问你鱼党了没有，是这个音，我
就画了条鱼。最后是个大树，树上画了一
口钟，钟敲起来‘当当当’的声音，不就是
‘党’字吗？我是这样想的，这样画的。”

朴实而亲切，简单却炽烈。这份独
特的入党申请书，每个“字”都流淌着真
情，每个“字”都浓缩着感恩，每个“字”都
燃烧着赤诚。

不久，高玉宝以突出的表现正式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27岁才开始读
书识字的高玉宝，在随部队南征北战中
笔耕不辍，写下 2000 多万字军旅作品，
创作出《半夜鸡叫》等诸多家喻户晓的名
篇，被称为“战士作家”。

这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高玉宝后来
用名片的形式保留下来，成为他人生信仰
的见证，也成为引导、激励一代代部队官
兵一心向党、以身许党的生动教材。

画 出 来 的 入 党 申 请 书
■王 晓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鲍明建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在组织党史学习教育中，要下功夫

挖掘军队老干部这座“富矿”，汲取红色

故事不竭的“甘泉”，不断激发广大官兵

忠诚于党、忠诚使命的政治热情。

触动心灵的教育，才是有效的教

育，党史学习教育也不例外。创新方

式方法，必然要求内容与形式统一，历

史与时代结合。挖掘利用好身边红色

资源这座“富矿”，就是要紧紧着眼党

史学习教育的现实指向，透过一件件

尘封的珍贵历史文物，解读背后的故

事，点燃信仰的火炬；回首一段段惊心

动魄的战斗场景，追忆刻骨铭心的峥

嵘岁月，激发军人的血性；挖掘一个个

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感悟英雄的崇

高，通过立体展示红色基因孕育形成

的艰辛历程，深刻揭示我党我军薪火

相传的灵魂血脉，激发官兵担当强军

重任的精神伟力。

红色基因的传承是一个时代课

题，挖掘传承好老干部身上蕴含的精

神财富是一个系统工程。革命前辈从

枪林弹雨中走来，历经了血与火的淬

炼，书写了不朽的传奇，矗立起精神的

丰碑。一茬茬不同年代的官兵加入人

民军队行列，信仰红色、锤炼红色，他

们孜孜不倦，身体力行，践行红色、传

播红色，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滋养着

人民军队的精神星河，丰富着人民军

队的红色基因。

如果说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内核，那么，信仰就是红色基因

的内核。红色基因发源于共产党人的

坚定信仰，没有这个信仰，红色基因就

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信

仰是红色基因中具有根本性的、源头性

的、决定性的因子。

当我们再一次发出灵魂的叩问

时，我们终将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

们将走向何方？此时，凝视这些老兵，

我们知道，红色基因在斑驳的皱纹里，

在闪烁的泪光中，在雪白的鬓发里，在

奔腾的血液中。它是信仰，点燃激情，

燃烧梦想；它是忠诚，爱党爱国，矢志

不渝；它是血性，大义凛然、慷慨赴死；

它是意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它是

情怀，默默奉献，无怨无悔——这基

因，让青春常驻，让生命之花绽放；

这基因，让人民军队的生命常青、血脉

赓续。

知史之厚，知责之重。灿若星辰的

英雄群谱、威武雄壮的红色交响，凝聚

成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磅礴力量，

滚滚向前，一路奔向远方。

血 脉 赓 续 红 色 基 因
■梁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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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辽宁省军区邀请抗美援朝老兵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扫烈士墓，结合亲身经历讲党史军史和革命故事。 张 志摄

高玉宝家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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