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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还有很多难忘的中国声

音、中国瞬间、中国故事。‘请党放心、强

国有我’的青春誓言，‘清澈的爱、只为中

国’的深情告白……”

2021 年 12 月 31 日晚，这亲切而又熟

悉的话语，在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

中心歌唱演员曹芙嘉心中激起阵阵涟漪。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清澈的爱，只

为中国》，这首以烈士陈祥榕生前留下的

战斗口号为题的歌曲，被火箭军“砺剑”

文艺小分队一次次送到阵地、哨所、演兵

场。歌曲首唱者、队员曹芙嘉每一次唱

响这首歌曲，都感觉热血澎湃。

2021 年 2 月 19 日，《解放军报》、中

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等媒体报道了

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感人事迹，

在全国上下引起热烈反响。那些熟悉

的画面，撞湿了著名军事记者贾永的双

眸。尤其是用皴裂双手捧着一只橘子

的小战士陈祥榕那腼腆的笑容，和他留

下的那句战斗口号，深深震撼着贾永。

坐在电视机旁，贾永用手机写下了一段

歌词：“走向离家最远的远方，我站在离

天最近的地方，路再长，也走不出妈妈

的目光。一年一年，我用家乡的春色染

绿边疆，冬去春来，边疆的风雪锤炼了

我的刚强……”贾永说，“清澈的爱，只

为中国”这句话，在那一刻直抵他的心

灵，让他为这一代年轻军人而自豪，让

他突然产生了创作的冲动。他当场将

歌词传给著名作曲家孟文豪。第二天

早晨，孟文豪就完成了谱曲。

接到贾永和孟文豪的演唱录制邀

请，刚听了几句词曲的曹芙嘉，同样抑制

不住心中的激动。曹芙嘉很快录制完成

作品。她回忆说，演唱的时候，脑海里始

终闪动着戍边英雄的画面，“能用自己的

歌声表达对英雄的崇敬、歌颂英雄的壮

举、传播英雄的信念，对每一位军旅歌唱

演员来说，都是无上光荣。”

词曲作者、演唱者和编曲、录音、编

导，大家都带着一份真情、一种真诚，自费

来做这件事。创作期间，为做好疫情防

控，从创作、策划到录制、推广，他们基本

都是通过网络进行。虽然沟通受限，但他

们仅用 3天时间，就完成了后期制作。

2021 年 3 月 3 日，《清澈的爱，只为

中国》MV 制作完成，所有画面全部来自

喀喇昆仑一线执勤部队。歌曲推出同

时，也传送给了喀喇昆仑边防部队，第一

时间供官兵学唱。各大新媒体平台、客

户端纷纷转载。网民点赞：这是一次“卫

国戍边英雄官兵事迹的艺术化传播”，是

“契合了新时代传播特点的真心之作”。

2021 年五四青年节，4 位驻守喀喇昆仑

的一线官兵应邀来京，与北大学子进行

“初心与使命”的青春对话。从班公湖到

未名湖，同龄人的英雄事迹感动了莘莘

学子。永恒初心和无悔青春，伴着《清澈

的爱，只为中国》的旋律，化作了回荡在

大学校园的交响，也将歌曲又一次推上

“热搜”。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是曹芙嘉过

去一年每次下部队演出的保留曲目，每

次 演 唱 时 总 能 引 起 官 兵 的 强 烈 共 鸣 。

2021 年建军节，官兵在天南海北的战位

上共同唱响《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表达

中国军人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回顾歌曲的创作过程，贾永记得当

时头脑中还出现过一个英雄的形象——

19 岁的志愿军战士宋阿毛。1950 年，长

津湖战役结束后，战友们从冻成“冰雕”

的上海籍战士宋阿毛身上发现了一首绝

笔诗：“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

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

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

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从宋阿毛到陈祥榕，相隔 70 年，两

位同为 19 岁的年轻英雄的誓言，表达着

相同的信念：祖国至上。贾永说，陈祥榕

是第一批走进军营的“00 后”青年，他们

是成长在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阶段的

“幸福一代”。虽然社会上也曾一度对这

一代年轻人有过这样那样的质疑，但从

他们面对牺牲的无畏壮举中，从他们阳

光朝气、富有时代气息的战斗口号中，我

们既感受到了在他们身上传承的红色基

因，也感受到了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鲜

明时代烙印。从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

我们军队、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的希望。

使命召唤，义无反顾；责任在肩，一

往无前。清澈的爱，只为祖国。这份爱，

无关年龄，无关岗位——初心一颗，永守

家国！

去年 3 月，奔赴阿里高原的新兵，在

民航包机上齐唱：“清澈的爱啊，献给祖

国，战士的赤诚，压进了枪膛……”洪亮

的歌声，表达了新战士扎根高原的信心

与决心。

新年前夕，陈祥榕烈士的姐姐陈巧

钗，放弃专职律师岗位，唱着《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加入解放军文职方阵。她

说：“加入国防动员战线，感觉离弟弟未

竟的事业更近了些……”

今年元旦，中国火箭军微信公众号

再 次 推 出《 清 澈 的 爱 ，只 为 中 国 》

MV——新年第一天，这句深情告白响

彻座座军营，传送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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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秋天，川西水草地一处篝火

旁围坐着 29 名红军伤病员。一个特殊

的党支部——“草地党支部”成立了。从

此，这支队伍有了主心骨。无论面临多

大困难，29 名伤病员都义无反顾地朝着

党中央的方向前进。

时光荏苒，“草地篝火”仍在燃烧。

“草地党支部”所在部队、陆军第 71 集团

军某旅“党支部建设模范红三连”的代

代官兵传承发扬以“铁心跟党走、一步

不掉队”为内涵的“草地党支部”精神，

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

一

“红三连”的门前有一座雕像：4 名

红 军 战 士 互 相 搀 扶 ，在 泥 沼 中 艰 难 行

军。尽管他们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但

他们的眼睛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目光坚

定 有 力 。 雕 像 展 现 的 正 是“草 地 党 支

部”带领伤病员过草地的场景。

1935 年深秋，红四方面军红 10 师

第 28 团 3 连官兵在川西水草地行军多

日，一路上受伤病影响掉队的官兵越来

越多。15 岁的红军战士罗玉琪的双脚

已经肿胀不堪，伤口也因感染而发炎腐

烂。在硬撑着蹚过一条小河后，罗玉琪

筋疲力尽地倒下了。

“ 起 来 ，这 儿 怎 么 能 躺 下 ？ 同 志

们，要咬紧牙关，一定要赶到前面小山

上去。”负责收拢任务的副连长李玉胜

背 着 通 信 员 过 了 河 ，见 罗 玉 琪 等 战 士

躺 在 地 上 ，着 急 地 催 促 大 家 起 来 继 续

前进。

在士气低落、身体接近极限的危急

关头，如何才能带领大家走出草地？李

玉 胜 意 识 到 ，必 须 要 依 靠 党 组 织 的 力

量。于是，在那堆熊熊燃烧的篝火旁，

党员们举起右手，一致同意成立临时党

支部，并推选李玉胜为支部书记。选举

后，李玉胜号召大家：“越艰苦，我们越

要团结，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走出草

地，赶上部队。”

就这样，29 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

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

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向党中央的方向

进发，最终全都赶上了大部队。“铁心跟

党走、一步不掉队”的精神从此孕育而

生，成为“红三连”官兵代代相传的宝贵

财富。

“当年，革命先辈在那样恶劣的条

件下，依然铁心向党。可见他们的信仰

信念之坚定，战斗精神之顽强……”元

旦前夕，一场强军故事会在这座雕像前

展开。四级军士长王涛动情地向来参

观的战友讲述“草地党支部”的故事。

栉风沐雨，“红三连”始终紧跟党的

旗帜奋力前进。连队参加大小战斗 350

多次，走出了一大批功臣模范，曾被红

四 方 面 军 、八 路 军 总 政 治 部 分 别 授 予

“支部是连队堡垒”“模范党支部”荣誉

称号。2006 年，连队被原南京军区授予

“党支部建设模范红三连”荣誉称号。

连队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 3 次、集体二

等功 14 次、集体三等功 15 次，党支部 2

次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近年来，连队党支部注重引导官兵

开掘连队战史、厚实文化底色，持续组

织开展“入党忆初心”“支委做榜样”“党

员突击队”“战位比本领”等活动。党支

部还针对部队任务重、点位散的实际，

积极引入“网络+”等时代元素，微课堂

随时开讲、“电子书屋”随身携带，带领

官兵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光荣战史，让

“做党的好战士”成为官兵的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二

斗 笠 、蓑 衣 、草 鞋 …… 走 进“ 红 三

连”连史馆，3 件陈列在最前方展台中的

物品映入我们眼帘。

“ 红 三 连 ”指 导 员 王 宇 晨 介 绍 说 ：

“这 些 物 品 见 证 着 那 段 可 歌 可 泣 的 历

史，浓缩了先辈‘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

队’的精神，是我们连队的‘传家宝’。

我们作为‘草地党支部’的传人，要将

‘传家宝’的故事传下去，要从宝贵精神

中不断汲取前行的力量。”

“党支部工作深入细致，有高度的

威信……到处有党的力量。”在该连连

史 馆 ，我 们 在 一 份 文 献 中 看 到 ，早 在

1941 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党刊《前线》杂

志便以《介绍一个模范党支部》为题，系

统总结了三连党支部的事迹经验：支部

的工作制度既严格又严密。

数 十 年 来 ，“ 红 三 连 ”历 经 多 次 转

隶、整编，一届届支部班子坚持发扬优

良传统，做到了“组织无处不在、规矩无

时不严、党员无人不硬”。王宇晨说：

“‘战士问题不出班排、党员问题不出小

组、干部问题不出支部’，这是我们三连

的一条工作经验。”

“红三连”连史馆中还收藏着 680 多

封写给党支部的思想汇报信。这些信

来自在外集训、休假、住院甚至是退役

后的党员官兵。其中最久远的一封信，

是老连长顾仁志 1970 年赴坦桑尼亚担

任军事观察员时，向连队党支部汇报的

自己在国外见闻及对连队建设的想法

意见。

这一封封至诚至真的汇报信，赋予

“草地党支部”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与当

年的那些战斗故事一起，构成了“草地

党支部”传人的精神家园。透过一段段

文字，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个模范党支部

应有的样子，真切感受到党在一支连队

所发挥的凝聚力、感召力。

三

80 多年前，“草地党支部”的佳话传

遍长征路；3 年前，“模范党支部”的战旗

在 天 安 门 前 光 荣 地 接 受 党 和 人 民 检

阅。“红三连”官兵在“草地党支部”精神

的激励下，铁心向党，大步向前。

党 旗 引 领 战 旗 红 ，转 型 升 级 敢 为

先。2017 年，面对人员重组、装备更新、

训练升级等现实难题，“红三连”党支部

发扬“党员模范作用好”的优良传统，带

领连队官兵迎难而上，对关键课目展开

攻关研练。在缺少教员辅导和教学资

源的情况下，党员骨干带头成立一个个

课题攻关小组。经过艰苦奋战，连队创

新 10 多种训法战法，有效提升了部队遂

行任务能力。

连队的“体能达人”、下士李啸龙至

今仍记得自己刚到连队时，被骨干刘招

盼带着加练的“痛并快乐着”的日子——

他刚到连队时体能技能偏弱，刘招盼负

责“一对一”对他进行帮扶，并不断鼓励

他坚持参训，不到半年时间就让李啸龙

的体能成绩大幅跃进。

李啸龙的经历，反映的正是“红三

连 ”官 兵 人 人 熟 知 的 一 项“要 求 ”——

党 员 做 标 杆 ，人 人 不 掉 队 。 在 党 员 队

伍的带领下，“红三连”官兵把课目的

“优秀线”作为“及格线”，坚持用更高

标准要求自己。在去年旅里组织的群

众性练兵比武中，三连官兵共计 8 人次

被评为“训练标兵”，是全旅获此荣誉

最多的连队。

“党让干啥就干啥，而且还得干得

精彩、干得出色！”这是连长吴宏宁常跟

连 队 官 兵 讲 的 。 从 义 务 兵 、士 官 到 提

干，再到支部副书记，一路走来，吴宏宁

深受“草地党支部”精神的熏染与激励，

早 已 把 为 连 旗 增 光 的 追 求 刻 进 骨 子

里。2019 年，吴宏宁参加陆军特战小队

比 武 。 他 苦 练 狙 击 技 能 ，挑 战 身 心 极

限，最终取得陆军特战小队长集训比武

第一的好成绩。如今吴宏宁已是闻名

集团军的“国际猎人”，但他仍觉得自己

的本领还要练得更过硬，才能不负“草

地党支部”传人的美名。

“用实际行动，擦亮红三连的金字

招牌。”在“红三连”，像吴宏宁这样想、

这样做的官兵还有很多。近年来，“红

三连”连续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连”，

涌现出“全国三八红旗手”杨旭娇、“特

战勇士”艾彩山等一批先进典型。他们

成为连队精武强能热潮的“领跑者”和

传承“草地党支部”精神的榜样代表。

“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是“红

三连”鲜明的文化标识和官兵的精神共

识 。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他 们 跟 随 党 的 旗

帜，南征北战，坚决完成任务，靠的就是

对党的绝对忠诚。阔步新长征，他们持

续燃旺“草地篝火”，正向着党旗指引的

方向奋力前行。

“草地篝火”长明不熄
■王一彬 本报特约通讯员 高骏峰

在安徽寿县瓦埠湖东南岸，有一个

颇具人文底蕴的小镇。它曾是古代瓦埠

至庐州（今合肥）驿道上的小店，后被人

们称作小甸集，如今名为小甸镇。1923

年冬，这里诞生了安徽省最早的农村党

组织、直属党中央领导的中共小甸集特

别支部。

去年“七一”前夕，我前往小甸镇寻

访革命先驱奋斗的足迹。苍松翠柏簇拥

的寿县革命烈士纪念塔，位于小甸镇东

南方。塔高 23 米，象征小甸集特支诞生

于 1923 年。塔身上，“革命先烈永垂不

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纪念塔旁，便

是寿县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走进馆

中，看着黑白照片上那一张张年轻英俊

甚至略带几分稚气的脸庞，听着讲解员

的深情讲述，我的思绪仿佛被带到上世

纪 20 年代初的瓦东地区。

那时的小甸、瓦埠、李山等地都是寿

县的贫困地区。由于受封建地主、反动

官僚的压迫剥削，劳苦百姓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一颗颗抗争的火种在沉默中

等待爆发和燃烧。1922 年春，在寿县小

甸集小学任教的曹蕴真，以在外地入团

的学生为骨干，在小甸集成立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小甸集特支，隶属上海社会

主义青年团领导，为建立寿县地方党的

组织准备了条件。随后，曹蕴真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3 年，曹蕴真、薛卓汉、徐

梦秋等党员根据指示，开始在寿县发展

党组织。他们组织进步的教师、学生和

农民做宣传发动工作，号召民众树立自

主、进步、科学的精神。同时，他们还不

断介绍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

党员人数的增多、革命队伍的壮大，在寿

县地区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根

据党中央的指导，1923 年冬，他们在寿

县小甸集小学召开会议，成立了安徽省

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小甸集特支，曹

蕴真任特支书记，特支直属中央领导。

特支成立后，党员以教书为掩护，发展党

员、组织群众。

此后，寿县瓦东地区成为皖西北革

命的活动中心，群众集会、游行、罢租等

运动此起彼伏，给封建地主、反动武装以

打击。1931 年，瓦埠湖畔爆发了由皖北

中心县委领导的第一次武装斗争——瓦

埠暴动。皖北红军游击大队随之成立，

后来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汇入中国革

命的洪流。

为 有 牺 牲 多 壮 志 ，敢 教 日 月 换 新

天。这是一方浸染烈士鲜血的红色热

土。90 多年前的那个冬日，那些庄严举

起右手宣誓的先贤们，很多在青春年华

时就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行走

在这座小镇，我的心情变得凝重。曹渊

烈士故居、淮上中学补习社、曹蕴真烈

士墓……我寻访着那一处处红色地标，

重温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片段。

小甸镇曹家岗是北伐先驱曹渊烈士

的祖居地。曹渊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

生，入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叶挺独

立团一营营长。1926 年 9 月 5 日，他在

攻打武昌的战役中壮烈牺牲。周恩来赞

扬他“为谋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

勇牺牲，这是非常光荣的”。叶挺称他是

“ 模 范 的 革 命 军 人 ，且 是 我 最 好 的 同

志”。曹渊的胞兄曹少修早年加入同盟

会从事革命活动。“七七事变”后，他不顾

年事已高，为动员民众抗日四处奔走，被

国民党寿县政府逮捕。就义前，他在遗

言中写道：“吾弟渊为革命而死，吾侄云

露，亦为革命而死，今吾亦死，一门三烈

士，足以光荣吾门庭！”

如今的曹家岗，屋舍俨然，平整的

水泥路上不时有车辆飞驰而过，胸前飘

着红领巾的孩子们高高兴兴向学校走

去。这不正是烈士们所希望看到的美

好生活吗？

走过小甸双门楼西南方的一片麦

地，有一处杨树林，树林一角便是曹蕴

真烈士的墓地。阳光、清风和嘉禾的气

息陪伴着烈士的英灵，一片静谧。目睹

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想起诗人邹荻帆的

那首《无题》：

我们将仆倒在这大风雪里吗

是的，我们将

而我们温暖的血

将随着雪而融化

被吸收到大树的根里去

吸收到小草的须里去

吸收到五月的河里去

而这雪后的平原

会袒露出来

那时候

天青

水绿

鸟飞

鱼游

风将吹拂着我们的墓碑……

风吹拂着英雄的墓碑
■赵鸿冰

近日，武警湖北总队“卫士军乐队”为官兵进行军乐曲目演奏和合唱展示。他

们将在重要仪式活动、为兵服务等方面展现风采。 谢定安摄

陆军第 71集团军某旅“红三连”官兵发扬“草地党支部”的精神基因，赓续传承红军血脉。图为“红三连”官兵正在

进行刺杀训练。 潘成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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