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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红船定方向，百年征程创辉煌；不忘初心心

向党，巍巍巨轮在启航……”初夏时节，豫北某野外驻

训场，第 83 集团军某旅“大功三连”的“阵地微课堂”

上，连队官兵用快板等形式讲述党史故事，练兵备战

士气更加高涨。

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大功三连”，始终紧跟党的科

学理论步伐。上世纪 70 年代，三连官兵在国防施工

一线的坑道里，点着煤油灯学习毛主席著作；走进新

时代，“大功三连”永葆初心、继续奋斗，把习近平强军

思想作为建连育人的纲和魂，通过扎实有效的理论武

装，让听党指挥的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

用科学理论点亮人生征途

5 月初，完成一天的训练，“大功三连”三班战士武

照航一头扎进了学习室，捧着一本《习近平用典》，沉

浸到了理论的海洋里。

身 边 战 友 都 知 道 ，之 前 的 小 武 可 不 是 眼 前 这

样。那时大家对他的印象是：性格内向，吃苦意识较

差，对理论学习提不起兴趣。一次，班长薛荣升留意

到小武对音乐、演讲有较大兴趣后，就带他加入连里

的乐队，学唱由官兵自主创作的关于学习党的科学

理论的歌曲。

动 人 的 旋 律 中 ，从 高 山 海 岛 到 大 漠 戈 壁 ，三 军

统 帅情注基层、关爱官兵的场景不时在小武眼前浮

现。薛荣升趁热打铁，带他畅谈体会，共同学习理论

文章。慢慢地，小武养成了每晚学理论的习惯。如

今，谈到学习，小武就有精神：“原以为学理论就是埋

头苦读，来到连队后才发现理论学习也能很生动。党

的科学理论真是越嚼越有味道……”

在三连，为了让官兵感受科学理论的魅力，他们

探索了一套有效制度措施，使读书有资料、学习有时

间、帮带有骨干、成效有激励。学讲话、悟要义、照着

做，官兵心中的理论火种点燃后，信仰的火焰冲天而

起。

下士王前猛曾因考军校失利一度情绪低落。他

的班长陈明双为了让他继续保持学习劲头，白天陪他

到电子读报机前“打卡”，晚上一块去学习室摘抄理论

要点。就这样，王前猛没有放弃学习，还养成了每天

摘记科学理论的习惯。

在王前猛的床头柜里，记者看到了厚厚的一摞理

论摘记，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对理论的理解和感

悟。真理之光不仅点亮了学习的灯塔，还点亮了官兵

的人生征途。

用科学理论坚定崇高信仰

几年前，四级军士长谢达标刚担任带兵骨干时，

班里战士一犯错，他有时先不由分说批评一顿。认

真 学 习 习 主 席 关 于 关 爱 基 层 官 兵 的 有 关 重 要 论 述

后，谢达标的内心受到深深触动。从此，他把每名战

士都当成一张画板，认真地帮助他们描绘梦想。看

到在训练生活中遇到难题的战士，他经常主动靠上

去，帮他们从理论学习中寻找办法，明确奋斗方向。

今年是谢达标入伍的第 15 个年头。这些年他带

过的兵中，有 5 人提干，10 多人走上骨干岗位，多人在

上级比武中摘金夺银。

在“大功三连”，“煤油灯”精神薪火相传，连队运

用“学、讲、议、帮、干”等学习方法，引导官兵从理论学

习中汲取力量；新时代，三连摸索出理论学习的新路

子——课程化组学、通俗化讲学、常态化帮学、个性化

自学、网络化助学，将理论学习的阵地延伸到了青年

官兵群体中。

“理论学习让我提升了能力、找到了价值，也更加

坚定了初心和信仰。”维吾尔族战士喀斯木·提力瓦里

地告诉记者，从小到大他和家人享受到了很多政策上

的优待，身边的人对自己都非常友善。为了回报党和

国家，他才入伍当的兵。

尝到了理论学习的甜头后，现在每次学习党的科

学理论，他都会把一些内容“云分享”给家人和朋友。

“ 当 一 个 播 火 者 ，让 真 理 的 光 辉 照 耀 到 更 多 的

人。”喀斯木说，退伍后他要继续修好学业，然后回到

家乡，为祖国西部地区的建设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用科学理论激发胜战豪情

学思用应贯通，知信行须统一。见到记者，指导

员乔文泽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

前不久，在训练场上，班长赵闯正在组织装甲车

载员进行掩体构筑小比武。比赛激战正酣时，赵闯突

然叫停了比赛。原来，一名战士在构筑掩体时，上半

身起伏幅度过大，很容易暴露。

“上了战场，缺乏敌情意识会付出惨重代价！”赵

闯的批评一针见血。

事后的军事训练分析会上，赵闯和其他骨干举一

反三，总结梳理出训练中存在的 10 余项不符合实战

的做法：武装越野时，为便于携带将防毒面具的滤毒

罐卸下；军事训练考核时实战环境过于理想化……

强烈的实战意识，来自于对科学理论的真学真信

真用。“军事训练抓什么？我想就是实战化”“要坚持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进一步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

平”……认真学习习主席关于实战化军事训练的重要

论述，赵闯的实战思维变得更强了。每到训练场都会

先问问：这么做，上了战场行不行，符合实战要求吗？

内心有了精神滋养，身上就会有拼搏的勇气、奋

进的动力。在三连官兵身上，学习力正源源不断地转

化成战斗力，促进连队建设水平整体跃升。

3 年前 ，三连所在旅千里移防。面对陌生的地

域 环 境 、武 器 装 备 ，以 及 转 型 重 塑 中 遇 到 的 困 难 ，

党 支 部 在 习 主 席 关 于 基 层 转 型 建 设 的 有 关 重 要 论

述 中 寻 找 答 案 ，最 终 明 确 了“ 四 个 坚 持 扭 住 ”的 建

设思路。

转型重塑以来，三连革新的训练器材、探索的步

战车战法多次被上级推广，连队战备库室成为全旅学

习的标杆，建制连军事考核成绩居旅队榜首……

有一种信仰叫追随，有一种忠诚叫坚守。阔步强

军兴军征程上，三连官兵在党的科学理论中不断汲取

精神养分，将听党指挥熔铸于灵魂，贯穿于言行，落实

到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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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军队有军魂，犹如一个人有灵魂。对于党绝对领导下

的人民军队来说，坚决听党指挥就是强军之魂。

从长征路上前仆后继、抗日战争浴血奋战，到解放战争横

扫千军、抗美援朝打出国威军威，再到建设年代的激情燃烧、改

革开放的春潮涌动、奋进新时代的波澜壮阔……90 多年来，历

史一再证明：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

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唯有始终以党的旗帜

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人民军队才能

在前进的道路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军心靠军魂凝聚，行动靠思想引领。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较

量加剧的新态势，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兵价值取向多元多变

的新特点，面对国防和军队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新考验……越

是关键时刻，越需要我们校准前行方向、铸牢“灵魂坐标”，不断

加强听党指挥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确保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确保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确保党和军队

事业后继有人。

军事不过硬一打就垮，政治不过硬不打自垮。绝对忠诚是

革命军人的政治品格，是坚决听党指挥的价值支撑和内在动

力。这要求我们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做到思想上坚定追随、政治

上绝对忠诚、情感上真诚拥戴、行动上步步紧跟，在路线原则上

旗帜鲜明，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坚决听

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坚决听党指挥，必须落实在行动上，以行动来检验。各部

队必须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平时听招呼，战时听指挥，关键时

刻不含糊，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靠得住、过得硬，做到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1949 年，沈钧儒代表各民主党派向中国共产党祝贺建党 28

周年时说：中国人民之所以获得今日空前的胜利，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有共产党。这一“空前的胜利”，其中最为关键的，就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英勇斗争、浴血奋战，

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新中国的坚实根基。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聚力备战

打仗，三军将士餐风饮露、砺兵沙场；执行海上维权，任务部队

枕戈待旦、闻令而动；参与抢险救灾，子弟兵舍生忘死、奋不顾

身……全军上下在坚决听党指挥、有效履行使命中，培育“四

有”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正向着百年建军奋斗目标

奋勇迈进。

征程漫漫、任重道远。坚决听党指挥是我们的建军之魂、

强军之魂。过去我们是这么做的，现在是这么做的，将来还要

这么做。我们每名官兵都要争做听党话跟党走的排头兵、建

新功立伟业的主力军、本领高能力强的奋斗者，不断战胜新挑

战、取得新进步、创造新辉煌，以忠诚担当为强军兴军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军心靠军魂凝聚
■杨思聪

夜黑如墨，风沙弥漫。

狙 击 手 伪 装 潜 伏 、突 击 手 准 备 强 攻 ……

随着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支队长王刚一声令

下，特战分队闻令而动，一举将藏匿、逃窜、负

隅顽抗的数名“暴恐分子”一网打尽。

演练结束，已是凌晨 1 时许，双眼布满血

丝的王刚却没一丝睡意。他直奔办公室，趁热

打铁梳理训练中存在的不足，制定明天整训的

措施。

极限练兵和问题不过夜，是王刚多年养成

的习惯。从他那双冷静犀利的眸子里，我们看

到一名党员 30 余年坚守的初心使命。

王刚生于南疆，长于南疆，把青春和汗水

挥 洒 在 了 这 片 热 土 。“ 我 不 想 离 开 这 大 漠 黄

沙、荒凉戈壁，这里不仅有我的根和魂，更有

我的职责和使命。”这是王刚常说的一句话，

也是他 30 多年军旅生涯的真情告白。

18 岁 那 年 ， 王 刚 曾 亲 眼 目 睹 过 一 场 暴

乱。暴恐分子的罪恶行径，点燃了他参军入

伍、打击犯罪、除暴卫国的激情和梦想。他

果断放弃当运动员的机会，应征成为一名武

警战士。

刚入伍时，他聆听了一名边防军人的事迹

报 告 ， 老 连 长 “ 埋 在 戈 壁 滩 、 死 在 青 山 头 ”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事迹

深深地感动了他。他暗下决心，只要党和人民

需要，就算牺牲也在所不惜。

从战士到干部、从排长到支队长，入伍以

来，王刚始终奋战在反恐战斗最前沿，先后经

历 15 次生死战斗，荣获军功章 15 枚。在官兵

眼里，王刚“反恐尖刀”的称呼就是战场上奋

勇冲锋打出来的。经历多次实战的王刚更坚信

一点：指挥员不仅是战斗员，还是战斗员的

“主心骨”。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想带兵

打胜仗，必须任何时候都要顶在队伍最前面，

不能躲在战斗员身后。

一次战斗中，直升机在海拔 5000 多米的

山顶盘旋，狂风刮得机体剧烈摆动，巨大的螺

旋桨卷起两米多高的雪浪。“没有机降点，只

能索降！”在悬崖峭壁顶部索降，稍有不慎就

会有生命危险，但王刚二话没说，一把拽过索

降绳，第一个跳出舱门。特战队员们见状，个

个也如离弦之箭跳出舱门。

“看我的、跟我上”是王刚经常说的一句

话。对支队官兵来说，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

是一种立身为旗的激励感召。王刚深知，反恐

战斗是特战队员与暴恐分子的生死竞速，成败

只在一瞬间。为了赢得战斗，王刚平时带兵坚

持按照实战标准：他把侦察训练设在人员密集

复杂的居民区，把攀登训练设到难度和危险系

数更高的山崖上，把捕歼训练红蓝双方带到深

山野林中，在陌生艰苦环境和一次次挑战极限

中逼着官兵练就过硬功夫。

去年,王刚带领特战分队千里机动，挺进

海拔 3500 多米的帕米尔高原驻训。4 个多月时

间，在氧气稀薄、风沙弥漫、寒风刺骨的环境

中，官兵开展 60 多个特种课目训练，收集五

大类 300 多项人体机能、装备性能、战勤保障

等作战数据，为随时打赢反恐战斗提供了有力

支撑。

天山脚下，“铁血刀锋”永不卷刃。近年

来，王刚所在支队涌现出百余名反恐骨干，其

中 2 人被评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14

人荣立一等功，9 人荣立二等功，两个中队荣

立集体一等功，支队荣立集体二等功。

上图：始终奋战在反恐战斗最前沿的王刚，

先后经历 15次生死战斗，成为令暴恐分子闻风

丧胆的“反恐尖刀”。图为执行任务前，王刚带

领大家面向党旗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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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先锋

强军之声

朝烟漠漠雾霏霏，浓雾笼罩着西南边陲的吕良山。

5 月上旬，“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所在的南部战区陆军某

扫雷排爆大队官兵整队完毕，准备对吕良山上的 43 号雷场进

行搜排，销毁未爆弹。

硝烟远去，危险犹存。笔者跟随扫雷官兵的脚步，实地见

证了他们在生死边缘展开搜排作业的步步惊心。

两个多小时的行车途中，随处可见印有骷髅标志的“雷区，

禁止入内”的石碑，让人望而却步。可在杜富国英雄精神的激

励感召下，扫雷官兵没有一人退缩，一次又一次递交请战书，一

枚枚红手印力透纸背。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教导员黄建军介绍，按

照传统，任务分队官兵在一片将要开辟的雷场面前，向党旗庄严

宣誓。每次执行扫雷排爆任务，他们都会成立由干部骨干组成的

党员先锋队，战斗在官兵的最前面；每扫完一片雷场，将土地移交

给人民群众前，官兵都要手挽手来回走上好几趟。

雷区山高坡陡、雾浓地湿、草深林密，只能采取人工作业的

方式，先爆破，后用排雷器查排。可雷场爆炸物种类多、密度

大、埋设复杂、性能极不稳定，扫雷过程异常危险。

战斗中，扫雷器发出的“滴滴”声此起彼伏。突然，一阵急

促的“滴滴滴滴”警报声格外刺耳，“班长、班长，这里发现一枚

地雷。”战士叶爽声音有些颤抖。四级军士长何建国沉着回答：

“退后点，让我来！”

只见何建国慢慢趴在疑似地雷的物体前侧，拿起探雷针

轻轻探测，用小刷子轻柔缓慢刷去浮土，地雷浮现后又轻轻

握住两侧……排除险情后，他长长呼一口气，舔了舔干裂的

嘴唇，向身后的叶爽做了个胜利的手势。

“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

江河……”结束 10 多个小时的紧张作业，官兵们脸上开始有了

轻松的笑容。回营的运输车里，扫雷兵们唱起了歌曲《祖国不

会忘记》。

“参加扫雷任务很光荣，我要努力成为像杜富国班长那样

的好兵”“今天发现人生中的第一颗地雷，我不知所措，有些紧

张和害怕。尽管没能亲手排除，但我知道距离我排除它又近了

一步……”回到营地，翻开列兵叶爽的日记，扉页上写着的“为

人民扫雷、为军旗增辉”几个字，字体端正而有力。

党有指令、万死不辞；人民召唤、生死无惧。一代代扫雷官

兵始终认为，担当不是一道“选择题”。他们把对党和人民的热

爱，把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熔铸为雷场上的一次次舍生忘死。

执行边境扫雷任务以来，扫雷官兵已经有 6 人牺牲，上百人光

荣负伤，涌现出“一等功臣”付小科、“排雷英雄”蒋俊峰、“排雷

英雄战士”杜富国等先进典型。

组建以来，大队官兵人均进出雷场 1000 余次，搬运扫雷爆

破筒等物资 10 余吨，在边境 183 个村寨留下了英勇无畏的足

迹，先后把排除雷患的 60 多平方公里土地交还给了当地百姓。

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弘扬英雄精神—

担当不是“选择题”
■闵 宁 魏才森

前不久，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 4 名某型战机改装新员

成功单飞蓝天，时间较以往缩短近三分之一。雏鹰试翼，迎来蓝

天“成人礼”，飞行教官吴安涛脸上挂满了笑容：“又一批新员成

功取得参战资格，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去年底，该旅 6 名飞行员选调海军某舰载机试验训练基地，

其中 3 名飞行员曾是吴安涛带教的徒弟。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培

养的骨干即将奔赴远方，吴安涛虽然有些不舍，但他深知这是

海军转型建设需要，每名飞行员都要全力支持。“党叫去哪就

去哪，打起背包就出发。”欢送仪式上，吴安涛作为教员代表发

言，鼓励他们在新的岗位上飞得更高、再立新功！

“作为海军装备最早、机型唯一的整建制某型战机部队，我

们被誉为海军某型战机人才‘孵化基地’。”该旅政委彭志坚介绍

说，自改装以来，旅党委遵循“精心育种子、种子带骨干、骨干带

全员”的思路，按照“拳头”部队的要求培养飞行骨干。

在精心培养浇灌下，旅队人才队伍数量充足、结构合理、骨

干聚集，但随着大批骨干的陆续输送，旅队人才建设客观上受到

了一些影响。

转型路上脱喙换羽，自然伴随阵痛。那年，上级通知选调 10

名优秀飞行员至某舰载机部队，大家立刻“炸了锅”。10 名优秀

飞行员，对飞行部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战斗力。放还是不放，成

为摆在该旅党委面前的一次考验。

旅党委常委会上，有的同志担心：“把中坚力量都输送出去，飞

行员队伍会青黄不接。”也有人认为：“部队各项战训任务繁重，再抽

调飞行员实在是忙不开。”还有人建议：“上级任务要完成，我们的工

作也要开展，可以只输送一部分中坚力量”……

“对党忠诚就在实际行动中，任务必须不打折扣完成，推荐

的飞行员必须各方面能力素质过硬。”作为党委书记，彭志坚说，

“只有善于造血才能更好输血。面对海军转型需要，我们不但要

练好‘拳头’，还要当好‘种子’，随时输送人才，绝不降低标准，绝

不藏着掖着。”

上级任务坚决执行，自身困难想办法解决。很快，10 名优秀

飞行员踏上新征程。

人才输送了，战斗力也不能下降。从被动抽调到主动储备，从

被动调整到主动应变，从被动抓建到主动搭台……该旅坚持党管

人才的原则，主动为人才成长创造条件、搭建平台，紧贴新大纲狠

抓飞行人才队伍建设，做到超前培养早成才、加速培养快成才、全

面培养多成才，实现“造血”与“输血”的良性循环。

一批新飞行员刚改装完成两个多月，便被任命到重要岗

位，走向前台，活跃在战斗一线；海军特级飞行员邹奎等人停飞

后，依然继续坚守在飞行训练一线建言献策、发光发热……一

系列刻苦攻关，有效提高了铸鹰育才的能力水平。改革调整以

来，该旅源源不断为舰载机、新调整组建单位等输送了数十名

优秀飞行员，一批批战机飞行员从这里飞向万里海空，在蓝天

上书写忠诚新篇。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加强飞行人才培养输送—

尽责须有“高标准”
■袁梓杰 本报记者 刘亚迅 特约记者 沙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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