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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洁 朴 素 的 房 间 里 陈 设 物 件 不

多，客厅上方“一片丹心”4 个大字格外

醒目。

初夏时节，记者来到 102 岁老红军、

北京卫戍区原副司令员曾绍东家中。回

望自己戎马一生的革命岁月，这名 1934

年参加红军、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老兵坦言：“虽然许多画面已变得模糊，

但有些记忆始终铭刻于心。”

“1944 年，我参加了张思德烈士的

追悼会，现场聆听了毛主席发表《为人民

服务》演讲。”接过女儿递来的相册，曾老

特意从中抽出一张拍摄于延安的老照

片，小心翼翼地交到记者手中。

“毛主席一番深情的演讲，道出了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从此，‘为人民服

务 ’就 成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一 面 鲜 明 的 旗

帜。”虽已高龄，但谈及此事，曾老显得

格外精神。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

利，我们的革命为什么能成功？”轻抚这

张见证了历史的照片，曾老说，“习主席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道出了答

案：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

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

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

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沿 着“ 人 民 ”二 字 铺 开 回 忆 ，曾 老

将记者的思绪带回到 70 多年前的那个

秋天——

1944 年 9 月 8 日下午，张思德追悼

大会在延安枣园操场隆重举行。台上挂

着“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的横幅，后壁

党旗下挂着张思德的遗像，下面摆满了

用山花扎成的花圈。毛主席亲笔撰写挽

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

致敬！”

“虽然张思德只是一名普通的警卫

战士，但毛主席和他有过接触，对他印象

很好，评价很高。”曾老追忆道，1944 年 9

月 5 日，一则噩耗从安塞传回枣园：张思

德同志在安塞生产农场开挖炭窑时，不

幸遭遇塌方。危急时刻，他把战友推出

洞外，自己却被埋在里面，光荣牺牲。

“ 毛 主 席 在 得 知 张 思 德 牺 牲 的 消

息 后 ，当 即 作 出 指 示 ：第 一 ，要 把 张 思

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

派 战 士 给 他 站 岗 ；第 二 ，买 一 副 棺 材 ，

运 回 延 安 ；第 三 ，要 给 他 开 个 追 悼 会 ，

我要参加，还要讲话。”70 多年过去，再

次 提 及 此 事 ，曾 老 仍 记 忆 犹 新 ，“ 张 思

德 牺 牲 后 ，战 友 们 都 很 难 过 。 听 说 毛

主 席 要 给 他 开 追 悼 会 ，大 家 早 早 便 赶

到了操场。”

向记者描述追悼会现场的情景时，

曾老眼中闪着泪花：“那天，中央机关和

中央警备团等千余人庄严列队，毛主席

缓缓走到张思德遗像前敬献花圈，低头

默哀，随后发表了演讲。”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

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

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

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讲至动情

处，曾老激动地背诵起《为人民服务》的

部分内容，虽然期间不时会有停顿，但情

感充沛，令人动容。

人生百年，沧海桑田。曾绍东见证

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懈奋斗

的历程，也目睹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对

党的爱戴与拥护。

曾老忘不了，正是在党的领导下，

红军解救了自己家乡江西赣县的贫苦

百姓，他的家里也分到“土地、耕牛、农

具和两间房屋”，从此摆脱了沉重的剥

削压迫。

曾 老 忘 不 了 ，当 年 党 的 领 导 人 住

在简陋的环境里，穿着打补丁的衣服，

废寝忘食地勤奋工作……一首民歌在

苏区广为传唱：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

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

笼访贫农……

曾老忘不了，在他担任团长带领官

兵参加的新保安战役中，河北怀来县人

民每天出动 300 多头牲口，运送 2.5 万公

斤粮食供应前线；不分昼夜赶制了 1300

余副担架，冒着生命危险转运伤员；仅用

5 天时间，就搭建了一座长 200 米、宽 3

米、高 3 米的木结构大桥……

往事一幕幕，幕幕动心弦。老人久

久沉浸在那些激荡人心的画面中。

“曾老行动方便时，只要所里组织

集中学习，他都会积极参加，同我们交

流 学 习 体 会 。”说 着 ，北 京 卫 戍 区 某 干

休 所 政 委 曹 德 贵 拿 出 几 本 学 习 笔 记 ，

上面记有曾老以前参加集中学习时的

发言——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

期，我们党之所以能不断跨越一个个雪

山、草地，攻克无数娄山关、腊子口，离不

开人民的衷心拥护、大力支持”；

“党团结带领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

雨，打赢脱贫攻坚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

“当疫情来袭，党中央和习主席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经受了艰苦卓绝的

历史大考，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

的英勇壮举”……

“ 曾 老 还 经 常 与 年 轻 同 志 互 动 交

流，教育影响他们。”曹德贵说，前不久，

在张思德同志诞辰 106 周年之际，曾老

还与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北京卫戍区

某师官兵视频连线，深情追忆张思德生

平事迹，勉励官兵当好“张思德传人”，永

远拥护党、信赖党、跟党走，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采访临近尾声，曾老拉着记者的手

深情地说：“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是

中国共产党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坚持人

民至上，才能无往不胜……”

这是一名老红军发自肺腑的心里

话，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毕生坚守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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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深刻指出，对共产

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

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

的精神支柱，强调党的百年奋斗

历程和伟大成就，是我们增强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础。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坚定豪迈，深

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百年求索、百年奋斗的内在关

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

确道路前进的坚毅和执着。

百年历程，许多人和事仍然历历在目，许多呐喊和高歌犹

在耳旁。走过风霜雪雨，创造人间奇迹，我们有义务用胜利告

慰先烈：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我们有责任让历史告诉未

来：社会主义不会辜负中国！

（一）

历史的偶然中往往带着必然。19 世纪 40 年代，古老的中

国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中国命运从此进入前所未

有的悲惨境地。几乎是同样的年代，在资本主义发展方兴未

艾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解

放进步事业的伟大探索。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四万万人齐下

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的这句诗，字字血泪、字字彷

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人

在黑暗中苦苦摸索救亡图存之路；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

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种种西方的理论和学

说都被引进作为强国富民的药方。一个个方案都试过了，却

又屡屡化为泡影。一条条道路都探寻了，却撞得头破血流。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列强横行、军阀混战，人

民水深火热，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戳穿了资本主义文明看似

美好的幻象。无数仁人志士一次次地用生命和灵魂发问：中

国的出路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哪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

是一场伟大的历史之约，这是一个郑重的历史之诺！封建社

会上千年来的枷锁太严密，非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不能除旧

布新。帝国主义带给中国人的压迫太沉重，非动员几万万劳

苦大众的伟力不能与之相抗。

李大钊赞叹：“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宣示：“十八世纪法兰

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

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

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年轻的毛泽东疾呼：“时机到了！世界

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

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1920 年乍暖还寒的春天，29 岁的陈望道在老家浙江义乌

分水塘的柴房里，废寝忘食两个月，第一次完整译出了《共产

党宣言》，首印 1000 册即刻售罄，到 1926 年重印再版达 17 次之

多。先进的、不屈的中国人经过反复比较、反复推求，选择了

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道路，作为始终不渝的志向。

1921 年 7 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奋

斗目标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胸怀着信念、嘱托和梦

想，在上海石库门的旭日里、在嘉兴南湖的碧波中毅然起航。

从此以后，社会主义的火种就在东方点燃，曾经困顿无望的中

国就有了方向！

（二）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夏明翰在汉口被捕，英勇就义前

给妻子写信诀别：“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

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

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在那些风雨如晦的

岁月里，像夏明翰这样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九死而不悔、坚信革

命理想一定会实现的烈士，何止千千万万。他们一旦认定了

信仰和主义，就再也没有彷徨过、动摇过，不惜用青春和鲜血

浇灌“共产花开”。

这个信仰和主义，闪耀着理想烛照人心的光芒。《共产党

宣言》描绘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

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

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社会主义新世界里，人的价值居

于第一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劳动光荣、劳工至上，人人平

等富足，彼此亲如一家……这是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新世界，

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向往的“天下大同”，吸引着无数先进

分子心驰之、神往之、践行之。

这个信仰和主义，揭示着社会发展演化的规律。世界大

势 、浩 浩 汤 汤 ，顺 之 者 生 、逆 之

者亡。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

的 先 锋 队 ，代 表 着 先 进 生 产 力

的 方 向 ，代 表 着 历 史 前 进 的 潮

流 。 经 过 科 学 理 论 武 装 、掌 握

社 会 发 展 规 律 的 党 ，就 具 备 了

引 领 社 会 变 革 、推 进 正 义 事 业

的自觉，就具备了无坚不摧 、百

折不挠的力量。

这个信仰和主义，指引着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以毛泽

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分析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鲜明提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

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中

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的力

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定条件下的民族资

产阶级，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中国革命

要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进行……这些科

学认识，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引领着中国革命

澎湃向前。

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我们党广

泛发动工农群众，敢于突击冲锋，成功推进了北伐战争；正是

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幸存的共产党人掩埋了被反动派屠杀

的同伴的尸首，拿起武器、走进山林，投入新的战斗；正是在理

想信念的火炬下，红军将士闯天险、战强敌，爬雪山、过草地，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完成了彪炳人类史册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党和人民用坚忍

不拔、血战到底，书写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壮歌，取得

了抵御外侮的最终胜利；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英勇的人

民解放军只用三年时间就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 800 万军队，彰

显了什么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下转第三版）

社 会 主 义 没 有 辜 负 中 国
■宣 言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本报讯 张彬、倪子纯报道：前不

久，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组织恩

施舰、永州舰全训考核。他们打破固有

模式，让参考的两艘舰艇展开对抗，谁先

战胜对方，谁就能够优先通过单项考核。

据了解，以往全训考核往往是单舰

独立展开，侧重考察技战术性能指标，对

全舰官兵遂行作战任务的综合能力检验

不够。此次考核前，该支队党委研究决

定，采取对抗形式，紧扣重点科目展开比

拼，倒逼官兵想克敌招法、研制胜战法。

考核拉开帷幕后，永州舰抢占先机，

并启动导弹打击。恩施舰代理舰长罗清

炜迅即研判战场态势，组织导弹抗击，随

即改变雷达工作模式隐匿舰艇行踪。隐

匿一段时间后，恩施舰出其不意锁定永

州舰方位并成功实施打击。考核组当场

判定：恩施舰先胜一筹。

“互为对手，逼着我们使出看家本

领。”永州舰代理舰长刘照兵直言，这样

的考核方式为参考双方提供了一个找差

距、补短板的机会。连续 4 个昼夜，两舰

围绕多个重难点科目展开较量，在对抗

中提高战斗力。

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探索全训考核新模式

考场互为对手 共研胜战招法

“人民空军就是从这里起飞的。”5

月 25 日，记者一行来到空军航空兵某旅

采访，该旅政委王玉玮特意带我们到旅

里的机场参观。

一进机场，一旁的旧跑道、老塔台、

老机堡等烙上时代印记的设施，首先映

入眼帘。旧跑道上，一名干部正在为一

队战士讲述这里的历史：“我们的机场建

在东北老航校旧址上，这条跑道就是人

民空军最早使用的跑道，老一辈战斗英

雄从这里飞上蓝天……”

“东北老航校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

所航空学校，人民空军在这里创造了马

拉飞机等空军建设史上的奇迹，积淀形

成了东北老航校精神。”王玉玮介绍，作

为驻扎在东北老航校旧址上的航空兵部

队，他们充分利用老航校精神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引导官兵在传承人民空军红

色家谱中铸牢“人民空军党缔造、人民空

军忠于党”的政治灵魂，进一步激发向世

界一流空军奋飞的磅礴力量。

今天的旧机库已修缮成东北老航校

旧址图文实物展区，一幅幅历史照片、一

件件珍贵实物记录了人民空军艰难起飞

的航迹。每逢新飞行员入列、重大任务

出征、新兵下连等时机，该旅都会组织官

兵到这里接受洗礼、汲取力量。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注重发挥

红色资源的滋养作用。”该旅飞行三大队

教导员宋林介绍说，旅里专门组织人员

赴各地拜访老航校前辈及其后代，通过

记录口述历史、录制影像视频、征集文物

等方式，收集老航校珍贵史料。同时，组

织开展“触摸厚重旧址、回忆前辈故事、

许下忠诚誓言、砥砺奋战初心”系列活

动，引导官兵对标先辈找差距、明方向。

“那时，飞行学员文化程度不如现

在高，他们靠什么飞上蓝天？”听了记者

的疑问，宋林站在一处雕塑前讲述了一

段往事。

新员改装之际，该旅邀请 91 岁的东

北老航校飞行学员张吉林，与新一代飞

行员开展交流活动。站在老跑道上，张

吉林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说：“刚学习飞

行时，我心里就树立信念：既然党送我去

飞行，那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攻克，

回报党的恩情和信任……”张吉林的话

让新一代飞行员深受触动，大家表示，无

论时代如何变，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信念

永远不能变，也不会变。

“最西侧的机堡就是老航校飞行科

长、烈士吉翔的牺牲地。”站在跑道北侧

边缘，该旅领导介绍，1946 年 6 月，吉翔

在试飞教练机时突遇飞机故障，为挽救

飞机他选择返场，迫降未能成功不幸壮

烈牺牲。

跨越时空，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在

新时代历久弥新。今年 3 月 23 日，该旅

飞行一大队大队长王中一本场起飞后突

遇低空鸟击特情。危急时刻，他沉着冷

静操作，最终驾机安全返航。

“ 从 1949 年 7 月 1 日 起 ，我 台 就 着

手 建 立 详 细 系 统 的 观 测 记 录 ……”登

上 老 塔 台 ，气 象 台 观 测 员 段 首 军 向 记

者展示了厚厚的观测资料——早期的

观 测 记 录 纸 张 已 泛 黄 ，但 扉 页 上 的 字

清晰可见。

段首军是该旅“练兵之星”，记录的

16800 个 小 时 观 测 资 料 无 差 错 。 官 兵

感到，这些老资料不仅是业务上的参考，

也是旅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

该旅文化长廊上，荣誉灯箱呈现的

既 有 老 航 校 的 飞 行 员 ，也 有 新 时 代 官

兵。据了解，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该旅区

分不同任务单位，打造系列红色文化品

牌 ，形 成 独 具 特 色 的“ 起 飞 地 ”战 斗 文

化。同时，他们利用旅电视台、强军网等

创排推出《人民空军从这里起飞》等微视

频，引导官兵传承老航校传统、争当老航

校精神传人。

采访结束，夜色已深。夜空星斗闪

闪，像是老一辈空军英模瞩望着起飞线

上的后人。新时代的人民空军，秉承着

对党的无限忠诚，向着空天制高点展翅

翱翔……

红色家谱激励英雄传人
—空军航空兵某旅发挥特色资源作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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