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第75集团军某旅十三连当指导员之

前，“上甘岭战役二等功臣连”的金字招牌，

曾是李业鹏梦寐以求的向往：连队曾参加闻

名于世的上甘岭战役，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炮

兵司令部授予“上甘岭战役二等功臣连”荣

誉称号。

这段血与火铸就的连史，李业鹏倒背如

流。来连队报到后，李业鹏的脸上却掩不住

失落。他满心期待走进连史室，却没有看到

一件与上甘岭战役有关的文物。

“荣誉承载着连队的历史，文物见证着连

队的辉煌。唤醒连史，就从找回文物开始。”

那一刻，李业鹏暗下决心。

这位指导员翻阅了连队所有的文物史

料，寻访了可能了解那段历史的领导和战

友，甚至利用休假时间到处查阅相关文献资

料……可还是一无所获。

寻来访去，一直纠结没有历史文物的李

业鹏却收获了“比文物更宝贵的财富”。那是

一次训练归来，李业鹏讲评的时候，突然从一

双双犀利的眼神中发现，“英雄连队的魂没有

丢”。

“有文物固然好，但比文物更重要的是精

神的传承。”从那以后，李业鹏开始了另一种

寻找和唤醒——坚持不懈向官兵讲述连史室

每一项荣誉的来历和内涵。

李业鹏的坚持，让一双双犀利的眼神增

添了新的光芒。那是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光

荣感和自豪感。

今天，我们该如何唤醒连史？面对这一

课题的，显然不止李业鹏一个基层带兵人。

“伴随着部队整编、移防、分流，不少连队

分分合合，连史的唤醒和传承意义重大。”第

75集团军领导说，连史延续和荣誉传承，在连

队建设和战斗力生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唤

醒连史，关键在于传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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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门，是连史室的

一种状态，更是连史教育

的一种姿态

各连连史室的门，终于 24小时敞开
了，“就像热线电话一样，随时等候官兵
的倾诉与交流”。

2017 年 11 月，刚刚履新第 75 集团
军某旅合成四营教导员，陈军便在上级
支持下，第一时间将连史室“24 小时开
门”的想法付诸实践。

陈军思虑良久的这一做法，其实也
回应着全营官兵的关切。这份关切，既
来自于刚转隶过来的官兵，也来自于“土
生土长”的四营官兵，他们渴望了解连队
辉煌的历史，也期待着分享每天发生着
的许多不平凡的故事。
“我们千万不能捧着美玉却不知道

是宝！连史就好比我们手中捧着的美
玉。”一向倡导连史“滴灌式”教育的陈军
认为，“开门，是连史室的一种状态，更是
连史教育的一种姿态”。

曾在基层任职多个岗位的陈军说，
虽然很多连队会将新兵入连、授枪授衔、
重温传统、入党宣誓、老兵退伍等活动安
排在连史室举行，但更多时候，连史室的
大门是紧闭的。

令陈军欣慰的是，合成四营各连连
史室的大门一敞开，短短数天的参观人
次，几乎接近往年近半年的数据。

门敞开了，连史与官兵的接触与互
动更频繁、更方便了。耳濡目染间，官兵
对连史的认同感、归属感也更强了。

当然，“敞开门”只是一种姿态，陈军
更加注重做好“敞开门”之外的工作。他
要求全营在主题教育、专题教育、随机教
育中，根据需要把连史的内容作为教育
素材，要求带兵骨干与战士谈心时有意
识嵌入连队精神传统。与此同时，力促
连史动漫化、故事化等创新，并定期请老
兵回连讲述连史。
“传承红色基因，就要从‘唤醒’连

史入手，让官兵切身触摸连史。”陈军
说。

只有保持连史的纯

度和鲜度，才能对官兵有

粘度

当连史遭遇网络，会有怎样的激荡
和反应？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连史教育采用了
另一种形式来“唤醒”连史：让连史教育
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建立“数字连
史馆”。
“穿插英雄连”网上数字连史馆管理

员、下士李德辉告诉记者：“数字连史馆
借助全景扫描、动漫交互等多种技术手
段和形式，将重大战役战斗、著名英模人
物等内容生动呈现，更容易对接年轻官
兵。”

其实，发动懂网络的技术骨干建数

字连史馆，本身便是一种自我教育。自
从担任数字连史馆管理员后，过去曾不
太愿意学习连史、凡事“不求过得硬但求
过得去”的李德辉，不仅逢人就说连史，
还努力成长为连队的训练尖子。在去年
的联合演练中，他带领全班灵活出击，受
到营里表彰。“我能随口说出连队的 10
多个历史故事，对身边战友的模范事迹
更是了如指掌。”李德辉不无骄傲地说。

让李德辉骄傲的还有一组数据：数
字连史馆开通后，主页访问记录迅速攀
升，平均每天被浏览上百次，留言累计千
余条。

同样是连史，放在网上网下，差别为
何如此之大？
“这些新时代的官兵，入伍前就已经

与互联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网生
代’需要什么、部队需要改变什么——是
各级带兵人急需解答的一道思考题。”某
旅政委唐照乾说，数字连史馆就是针对
新时代年轻官兵特点所做的探索与尝

试。
在某旅宣传科科长李洪青看来，

网络的互动性与不断更新的特点，不
仅撬动了官兵的兴趣，还连接了过去
与现在、个体与集体，让官兵发现个人
在连史中的价值，在互动中增强存在
感和归属感。
“只有保持连史的纯度和鲜度，才能

对官兵有粘度。”李洪青说，他们在创办
各连的数字连史馆时，不仅把图片、文字
等资料数字化，还组织各连把近几年担
负的重要活动任务、涌现出的典型模范
等当代故事收录进去。

为了避免数字连史馆与官兵脱
节，他们还打造连史故事微课，将战功
卓著、英雄辈出的连史分解为生动感
人的简短故事，由讲解员现场讲解并
录播；定期开展“与先辈对照、与英模
对话、与典型对比、与自己对话”的学
连史活动……

去年老兵退伍时，像其他老兵一样，

上等兵夏雨收到了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纪
念品——入伍两年以来成长进步的点点
滴滴。看着这份从数字连史馆脱密处理
的纪念光盘，夏雨感慨地说：“连队帮助
我成长，也见证了我成长，不知不觉间，
这里已成了我的家。”

临走之前，他站在全连官兵面前道
别，却哽咽得说不出话。最后他顿了一
下，吼道：“大家好好干，一定要多为连队
这个家多作贡献！”

今天，官兵正在做的

便是连史，官兵怎样，连史

便怎样

“当精兵、担重任、入连史”——第
75集团军某旅火热开展的这项活动，正

在让该旅的每一支连队拧成一股绳。
这是连史与官兵个体相融产生的

“化学反应”。
去年 8月，该旅组队赴新疆库尔勒

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7”，在“晴空”
项目比赛中，一举斩获团体第一的好
成绩。装步十连下士彭鑫在国际赛场
上 全 程 零 失 误 ，被 评 为“ 最 佳 驾 驶
员”。他的事迹不仅被写入连史，还被
写入旅史。

得知这一消息，彭鑫在电话里骄傲
地告诉父母：“你们的儿子，现在也是一
名优秀的‘塔山传人’了！”

表面上看，官兵被写入连史，是对表
现突出的官兵的一种表彰奖励，实质上
却反映出一种对连史的真正尊重，是对
连史的一种深层唤醒。
“就像真理一样，你相信了，真理才

能给你力量。连史也是这样，连史中的
经验、精神、传统，只有你真正相信了，才
能给你无穷的力量。”“钢八连”指导员徐
鹏的这番话，让下士李贤感同身受。

去年，综合素质平平的李贤被上级
抽中参加教学法综合考核。5公里武装
越野考核前，尽管前几个课目考核成绩
不尽如人意，徐鹏还是拍着李贤的肩膀
帮他缓解压力：“我相信你，咱们‘钢八
连’的兵都是好样的！”
“钢八连！钢八连！”开跑后，李贤不

断暗示自己不能给“钢八连”丢脸，“再坚
持一会儿”“再跑快一点”。一路坚持下
来，最后一看成绩，竟然比自己历史最好
成绩还快。
“官兵进连史活动，只是一个形式，

要想不让这个活动落入一般化奖励表彰
的窠臼，必须做好连史联系实际的‘下篇
文章’。”徐鹏认为，官兵不仅要从连史中
汲取精神动力，还要不断在实践中提炼
精神、固化精神。

去年彭鑫从国际赛场凯旋后，装步
十连积极做好经验总结和精神提炼，将
“零误差”精神及时补充完善到连史中，
既增强了连史精神的时代感，又拓展了
连史精神的承载面。
“与连史连在一起，官兵身上承载的

便是连史，官兵怎样，连史便怎样。”“钢
八连”指导员徐鹏喜欢引用电视剧《士兵
突击》中的一句台词，阐述连史和连队官
兵的关系——彼此都要“不抛弃、不放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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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我 们 该 如 何 唤 醒 连 史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骆 瑶 王 豪

连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连史中的红
色基因更是一笔厚重的财富。随着“红
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开展，部队基层学
用连史正受到广大官兵的重视，但也不
可否认，官兵们在学用连史方面还存在
不少可以探讨的话题。

近期，记者以“学习连史，你怎么
看”为主题，发起了一项匿名调查，调
查对象既有英模连队也有普通连队，
既有干部也有战士，官兵们参与踊
跃。

透过这些调查数据，我们真切感受
到“激活”连史的实践背后，还有不少形
形色色的“误读”。

声光电一体化就是激活吗？

近年来，信息化给社会和军营带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少军史馆连
史室也迎来了新生。调查发现，不少
部队借助 3D 等光电技术包装经典战
斗战例，让军史馆连史室变得华丽而
“高大上”。

毋庸讳言，这些声光电一体化的先
进技术固然可以让历史变得更直观、更
壮观，但需要追问和探讨的是：声光电
一体化就是激活吗？

调查中，一些官兵承认，声光电
一体化让连史“动起来了”“更好看

了”。但也有不少官兵说：“好看入
眼”与“走心入脑”之间并不能划等
号。

调查显示，尽管有超过两成的连队
建起了声光电一体化的连史室，但 26%
的官兵平均一年难进一次连史室，38%
的官兵平均一年进 2-5次连史室，只有
22%的官兵会进 10次以上。

再看学连史的时间：41%的官兵一
年会花 2-10小时学连史，17%的官兵学
习时间只有一小时，只有 19%的官兵会
学 20小时以上……

不少基层一线带兵人认识到，连史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再高科技的手
段，遇到随机化、碎片化的连史教育方
式也无能为力。

“激活连史，不能仅仅解决‘看’的
问题，更要花心思解决‘融’的问题。”调
查中，某旅领导一语中的，“声光电也
好，室馆化也好，终究只是提供了一种
学习的方式和工具，目的是让连史贴近
官兵，最终融入官兵血脉。”

口号喊得响就是激活吗？

学习历史，根本任务是形成正确的
历史观，根本目的是回到现实，指导实
践。连史中蕴含的精神财富是连队赖
以生存的根本，也是帮助连队不断取得
新成绩的重要法宝。

当前，有的连队连史教育呈现出一
种令人担忧的倾向。调查发现，尽管
76%的官兵都能够熟练说出连队凝练
出来的连训、连魂，但只有 24%的官兵
能够精确理解口号承载的精神传统。
一名战士的留言发人深省：连队每天点
名前都会集体呼喊连训、连目标等口
号，但是否真正去关心、去探究口号背
后的意义呢？

这样的现状需要重视，现状背后
的问题更值得深思。在回答“连史中
蕴含的精神传统对个人是否有用”这
一问题时，13.3%的官兵认为有些精
神在信息化时代需要赋予新内涵；
46%的官兵认为有用，但看怎么用；只
有不到一半的官兵认为很有用。

对此，一名干部感慨：“光口号喊
得响不行，还要传统记得牢、精神理解
得透，这样连史才能真正激发战斗
力。”

讲好过去就是激活吗？

历史是不断延伸的。过去是现在
的历史，现在也是未来的历史。然而，
不少连史，却对当代连队发生的人和事
鲜有记录。

问卷调查显示，86%的连队连史超
过九成的比重用于记载过去发生的重
大事件。一名老士官留言：“连队连续

被评先进的时间比我兵龄都长，近些
年自己也亲历了连队发生的不少大
事：3 次整编，4 次换装，6 次参加重大
演习……这么多的大事和荣誉，却在
连史上难以找到痕迹。”

老兵的失落，映照着一些基层部
队对连史认识的偏差。调查中，就
“连队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否算连史”
这一问题，12%的官兵认为都是些琐
碎小事，不值得写进连史；42%的官兵
表示只有闻名于集团军以上级别的
人和事才算。

讲好连史的“过去式”理所当然，
但把激活连史的关注点和着力点都
集中于发掘连史的过去，只能说是激
活了连史的一部分。一位带兵人说：
缺乏“当代史”的连史，是一部“失重”
的连史。
“失重”的当代史如何增重？调查

中，95.6%的官兵认为有必要开展“当代
官兵进连史”活动，既要记录出彩的、增
光的事，还应写入经验和教训，更好地
启迪后人。
“多么希望有一天再回到连队，看

着连史能有一种亲切感，能骄傲地说：
‘瞧，我在这里奋斗过！’”一位老兵这样
留言。

被“ 误 读 ”的 激 活
——基层连队学连史用连史面面观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骆 瑶 黄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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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一等功臣连，把党团生活、政治教育活动搬进连史馆。图②③：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开展的“人人进连史”活动激发着官
兵的练兵动力。 江蝶群、牛 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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