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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尹璐，女, 中部战区联合

作战指挥中心某保障队总工程师。第十

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获军队科技进步

奖14项,被评为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

个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全军“十一五”

科研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

国巾帼建功标兵，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

功4次。

联系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某
保障队总工程师尹璐采访时，她正在执
行演练保障任务。演练这些天，她每天
的睡眠时间只有五六个小时。
“这么拼，不累吗？”刚吃完午饭，尹

璐又开始忙活了，一旁跟踪采访的记者
忍不住问。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从军
30多年，早习惯了！”
“外表柔弱安静，内心是一团火。”尹

璐的同事如此评价她。尹璐坦言，可能

是出身军人家庭的缘故，自己一直特别
喜欢那种征战沙场的感觉。战区成立
后，她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打仗的事，更
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

3年前，战区正式组建。被任命为
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某保障队首
任总工程师的尹璐，自豪之余陷入了沉
思：“上级把这么重要的岗位交给我，如
何带领团队为联合作战打造灵敏的‘中
枢神经’？”

学习联合作战知识、反复调整设
计方案……那段时间，尹璐带领团队
按照“战区主战”的设计需要和建设思

路，从功能构设到操作流程，从搭建基
础平台到引接数据信息，逐项研究攻
关，没日没夜地辗转于办公室和试验
机房。

战区成立后首次重大演训前，尹
璐带领团队研制出实时精准、层次清
晰的战场综合信息辅助决策系统，结
合模拟情况导调，使演练场景更加贴
近实战，信息处理效率和精准度倍增，
为各级指挥员指挥决策提供了有力技
术支撑。

联合制胜，胜在人才。为让战区机
关参谋和各保障队人员尽快掌握新系统

的操作方法，尹璐加班加点编写教案，先
后为战区首长机关、各保障队和军种部
队完成数千人次培训。

战场综合信息辅助决策系统投入使
用后，尹璐几乎每次演练都要跟班作业，
查找技术短板。她说：“平时努力多一
点，系统性能提高一点，将来打仗的胜算
就多一点！”在她的坚持和带动下，这套
系统日臻完善。

尹璐笑言，追技术是科研人员的
“天性”。战区组建以来，她始终紧盯世
界最新联合作战动态和信息技术前沿
筹划科研工作。她把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及时应用到系统研
制过程中，有效推动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提升。

采访中，尹璐多次提到“信息赋
能”。战区成立以来，尹璐和团队多次深
入战区联指和任务部队调研。在尹璐看
来，“信息赋能”必须紧贴联合作战打赢
需求，容不得半点马虎。
“能够为联合作战指挥决策提供有

力保障，就有一种幸福的成就感。”尹璐
说，时间越长，这种感觉就越坚定、越真
切。

左图：尹璐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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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忠诚镌刻在联合战位
——记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某保障队总工程师尹璐

■本报记者 杨清刚 通讯员 杨丹谱

（上接第一版）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进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最好时间节点。”

站在民族复兴的时间坐标上眺望明天，

习主席高瞻远瞩：“未来70年，关键是未来

30年。这正好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时间。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

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一个个坎

都迈过去，什么陷阱啊，什么围追堵截啊，

什么封锁线啊，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

（二）

我们从哪里走来？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南湖革命

纪念馆，在两幅图片前，习主席久久凝

视——一幅是中国近代时事漫画《时局

图》，列强瓜分，鹰犬环伺；一幅是清末给

列强的赔款，惊人数字，触目惊心……

中国，沉沦在上一个“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城头变幻

大王旗，各种军事力量来来往往，粉墨登

场。然而，有谁能够救中国于危难，救人

民于水火？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

的一切。”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

的一道闪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

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

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回望历史，不只是采摘耀眼的花朵，

更是去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

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最为寻

常而又朴素的3个问号，连着人民军队

从哪里来的“基因原点”和“价值原点”。

我是谁？这是永远不变的红色基

因——

三湾改编、赣南三整，支部建在连

上，设立党代表；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

治建军，新型人民军队由此定型……从

此，“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

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

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哈佛大学研究员罗斯·特里尔如此评价

这段历史。

为了谁？这是永远不变的宗旨本

色——

犹记得，南昌城楼上震撼神州的《八

一起义宣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

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犹记得，黄

河岸边慷慨激昂的《八路军出师抗日誓

词》：“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

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依靠谁？这是永远不变的胜利之

本——

有这样一张抗战时期的老照片：一

位老大爷，用黝黑、粗糙的手，搭在八路

军战士的肩头，希望他多杀日寇为老百

姓报仇。这历史一瞬形象地阐释着：人

民子弟兵的肩上扛着人民的重托，人民

军队的力量来自人民。

民心，是永远的根据地。1939年英

文版《西行漫记》收录的一张黑白照片，

定格了 12岁小红军王东平的灿烂笑

脸。斯诺问他为什么当红军，他回答说：

“红军替穷人打仗，红军是抗日的，为什

么不要当红军呢？”

“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

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美国记

者白修德和贾安娜近距离观察共产党和

人民军队，写下这样的感叹：他们“用他

们的意志，用他们的口号从那里唤起了

国民党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

量。这力量来自人民”。

这，便是我们出发的原点、前行的路标。

（三）

我们向哪里走去？

2019年初，亿万人的目光注视着科

幻大片里中国军人参与的一次远征——

《流浪地球》中，中国军人挺身而出，最终

拯救了地球。

近些年，亿万人的目光同样注视着

当代中国军人的一次次远征——从航天

员杨利伟开启的中国首次飞天之旅开

始，迄今共有11名航天员出征太空……

这是一个越来越多的“科幻”走进现

实的年代，人类正快步进入“未知之地”。

这也是一个越来越多的军事力量“仰

望星空”的年代。据报道，美国2018版

《国家军事战略》规划联合部队的部署、发

展和设计，谋求保持现在与未来的军事优

势。俄罗斯则提出，必须成为建设新一代

新技术结构军队的绝对领导者……

在一个崭新的时代，眺望星辰大海，

思考未来远景，几乎所有世界军事强国

都在琢磨一个“再出发”的命题。

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眺望，中国梦、

强军梦的路标早已竖起——2020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军队基本实现机械化，

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

大的提升；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

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梦想，是“一幅需要付出很高代价的

作品”。走过千山万水，继续跋山涉水，

人民军队必须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

的努力。

“就是要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就是

要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时候宣示下一个

70年，重整行装再出发”。习主席以历史

的眼光、全球的视野，科学判断历史方位，

告诫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共产党

人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铭记不变的性

质和宗旨，铭记永远的初心和使命。

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决

定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格局

的，从来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初心和使

命的力量。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说：“夺

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

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

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

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

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

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

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今天，我们的新长征已经启程，新时

代的序幕已经拉开。未来的“高潮”部分

正等待着我们去奋进、去创造。

然而，越是当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

变成“望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我们越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越是眺

望未来“光芒四射喷薄而出的一轮朝

日”，我们越是要回望“走过的过去”。

（四）

流动的时间，凝固成历史。

92年，人民军队走出了一条苦难辉

煌之路。无论是从时间维度审视，还是

从空间维度审视，这条路都见证了太多

不可思议的传奇。

这是“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远征——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地域超过半个

中国；翻越20多座高山，其中5座终年积

雪；渡过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

险峻的峡谷大江；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

的广袤湿地，几乎和法国的面积相等。

这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抗争——

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

连”……这些以地标命名的英雄背后，是

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这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进军——

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解放

军征战大江南北，气吞万里如虎，打出了

一个新中国。

这是“独有英雄驱虎豹”的血战——

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敌我力量

极其悬殊的条件下，历经两年零九个月

的浴血拼杀，打赢了这场“开国之战”。

这是“国威军威看长城”的坚守——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保卫祖国边疆的

战斗中，人民军队凯歌高奏，捍卫了祖国

的万里边关和辽阔海空……

如果把人民军队92年的征战史比

喻成地质纪年，在这段历史的纵切面随

便截取一个“断层”，你会发现这支军队

一往无前冲锋的证据，在战争年代无处

不在，在和平年代熠熠生辉。

当灾难突发的时候，冲进废墟、冲进

洪水、冲进冰雪、冲进火海、冲向病魔，人

民军队的勇士在唐山、在汶川、在小汤

山、在玉树、在舟曲……留下一个个“最

美逆行”“最美背影”“最美睡姿”。

当祖国呼唤的时候，从朝鲜战场凯

旋的一支志愿军部队，征尘未洗挺进大

漠戈壁，建设共和国尖端武器试验基地；

建深圳特区，2万余名基建工程兵集体

转业，成为特区拓荒牛；组建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10万余名官兵脱下军装、屯垦

戍边。

当人民期盼的时候，“希望将军”赵

渭忠、“扶贫政委”赵克信、“大漠水神”李

国安……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上，一个个

绿色的身影默默奉献；八一学校、八一康

复中心、八一路……神州大地上一座座

以“八一”命名的地标，诉说着爱民情怀。

在危机来临的时候，中国海军也门

撤侨，临沂舰女兵郭燕牵着小女孩准备

登舰的照片，让国人自豪：“祖国实力的

强大不在于让中国公民免签多少国家，

而在于危险的时候能把你带回家。”

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贞。为了初

心，前仆后继；为了使命，勇往直前。

一个家庭的欣慰，是有一名堪称栋

梁的孩子；一个国家的幸事，是有一群砥

柱中流的赤子。

（五）

这是英雄连队向英雄的致敬，这是

英雄传人向英雄的宣誓。

2018年9月，豫中大地，草木葳蕤。

“杨根思连”官兵列队迎接林俊德、张超

两位英模的挂像。

荣誉室内，和他们并列在一起的还

有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

锋、苏宁、李向群、杨业功8位英模。

荣誉室外，杨根思雕像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雕像的底座上，铭刻着杨根思

的誓言：“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

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

不了的敌人。”

让我们跟随“杨根思连”年轻官兵的

目光，凝望那热血铸就的历史坐标——

小高岭上，志愿军第20军172团连

长杨根思带领一个排，阻击美军“王牌”

陆战第1师。战至最后一人，负伤的杨

根思抱起炸药包，纵身冲向敌群，与40

多个敌人同归于尽。

死鹰岭高地，同样是志愿军第 20

军，177团6连在漫天风雪中阻击敌军，

125名官兵冻死后仍持枪俯卧战壕，凝

固成随时准备跃起的冰雕……

为了初心，需要视死如归的牺牲；为

了使命，需要向死而生的气概。

这是红25军长征时对战友的承诺：

“我们这三千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

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

进！”

这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前给

叔父写的一封信：“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

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

路是光明的、伟大的……”

这是第三野战军解放大上海时的誓

言：“为了人民，愿作胜利前的最后一批

牺牲者！”

“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

之、断头流血以从之”，当一名军人把个

体的命运与一支军队的初心和使命联系

起来时，天地为之广阔，生命充盈荣光。

“有的人因为看见而相信，有的人因

为相信而看见。”那些很远很远的牺牲，

仿佛就在昨天——

卢德铭，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

1军第 1师总指挥，牺牲时 22岁；张子

清，红四军第11师师长，牺牲时28岁；王

尔琢，红四军参谋长，牺牲时25岁……

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镌刻着一排排

烈士的姓名。星火燎原的年代，他们用

年轻的生命来燃烧。

回望92年的征程，一个个牺牲的名

字，唯山河记取，唯天地见证。

普天之下，谁无年少？人海茫茫，谁

无初心？

昨天的星火，点亮了今天的征程。

今天的星火，孕育着未来的辉煌。

2016年，海拔4200多米的康西瓦烈

士陵园又添一座新坟，25岁战士巴依尔

成了康西瓦的第107位烈士。

这一年，和他同样年轻的李磊、杨树

朋、申亮亮倒在了异国他乡的维和战场

上；这一年，和他同样年轻的刘景泰、刘

质宏牺牲在抢险救灾一线……

不忘初心，将初心变为恒心；牢记使

命，把使命视作生命。

英雄，与初心同在；英雄，与使命同行。

（六）

84年前，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

的中国》。

今日之中国，正如先烈所愿：“到处

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

进步……”

鸣镝声声催征，风展军旗如画。

2015年11月24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

议召开，习主席向全军发出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的号令。

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

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将近4年来，

人民军队新一轮改革高潮迭起，演绎着

“如旱天惊雷”般的巨变。

历史的长河潜流深沉，要经过时间

的沉淀，才能发现水道令人惊叹的转

换。政治建军，引领人民军队重整行装

再出发；改革强军，使人民军队体制一

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科技

兴军，驱动现代化建设“弯道超车”；依法

治军，推进治军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备

战打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的精兵劲旅；正风反腐，为人民军队

清除蛀虫，扫去阴霾，重焕天青。

变，是为了坚守永远不变的初心——

“人民军队必须勇于改革、善于创新，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变，是为了承担起更加艰巨的使

命——“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

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

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一声令下，几十支在革命战争年代

战功赫赫的部队高举光荣的战旗，改变

番号，移防部署，开赴新驻地。

一声令下，全军团以上建制单位机

关减少1000多个，非战斗机构现役员额

压减近一半，军官数量减少30%。

一声令下，从关中平原到西北大漠，

从天府之国到雪域高原，从江南水乡到

岭南山区，多少热血军人离开繁华都市

来到边陲小城，告别父母妻儿走向陌生

远方……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正是初心不

改的力量，汇聚成了改革强军的能量。

牢记使命，继续前进。只有回首过

去，我们才知道自己已经走出多远。

有些声音，或许已耳熟能详，但每每

重温总会心头一震——1963年，面对笼

罩头顶的“核讹诈”，毛泽东说：“一万年

太久，只争朝夕。”

有些画面，因为划时代的意义，早已

被历史铭刻——1985年，冷战风雷隐隐

在耳，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竖起一个手

指：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一百万。

这声音，这画面，折射着人民军队一

如既往的清醒，是人民军队始终主动求

变的步伐和宣言。

人民军队的改革创新从来没有偏离

初心使命，“元气”的滋养，持续的“进

化”，让我们得以由小到大、从弱到强，从

胜利走向胜利。

“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回望人民

军队走过的雄关漫道，习主席开启的这

场改革重塑，必将在人民军队的辉煌史

册中，刻写下震古烁今的强军之路。

（七）

河北，京广线上的一座小城。

1949年，从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

指挥所西柏坡“进京赶考”的毛泽东，就

是从这里换乘列车奔赴北京的。

2018年元旦过后，习主席一身戎

装，来到位于这里的一座军营，向全军发

布开训动员令。

全军将士闻令而动，一场新时代的

练兵备战，围绕新时代人民军队的使命

任务，拉开恢宏的帷幕。

新时代，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是什

么？

今年八一前夕，刚刚发布的《新时代

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上是这样表述的——

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

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

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国家

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实现“四个战略支撑”，人民军队应当

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最核心的能力，就是

习主席反复强调的“能打仗、打胜仗”。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可以复制，唯

有胜利不可复制。护航中国，人民军队

有着清醒的认识——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前所未有地接

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不忘初心，仿佛一个坐标的原点。

牢记使命，则是能力投射的半径。

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这是一次

雷厉风行的自我革命。

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立起鲜明

的备战打仗导向；战备建设大检查大拉

动，加速推动作战能力转型升级；备战打

仗大巡视大监察，纠治不实训风演风刀

刀见骨……

人民军队的这场自我革命，在全军

上下催生出精武强能的练兵热潮，在演

兵场铺展开一幅重心在战、气象更新的

壮阔画卷——

这是军事新闻中频频出现的大练兵

热词：陆军的“跨越”系列、“火力”系列，

海军的“机动”系列、“神电”系列，空军的

“红剑”系列、“蓝盾”系列，火箭军的“天

剑”系列，武警部队的“卫士”系列……

这是全军官兵耳熟能详的大比武品

牌：陆军的“精武”“铁骑”，海军的“海鹰

杯”“海豚杯”，空军的“金盾牌”“空降尖

兵”，火箭军的“金牌操作手”“王牌架”，

联勤保障部队的“保障尖兵”“战救卫

士”，武警部队的“庙算”“运筹”……

一次次战鹰起飞，一次次导弹起竖，

一次次战舰起锚，一次次装甲起程……

天南地北各个演兵场疾风劲吹，人民军

队军事训练面貌焕然一新。从空中第一

跳、第一飞到陆地第一枪、第一炮，再到

出海第一舰、第一潜，演兵场处处可见指

挥员打头阵、做示范的身影，“部队训练

看机关、机关训练看常委、常委训练看主

官”在部队蔚然成风。

首都北京，红山脚下。国防大学精

武雕塑园里，有一个从古代向现代穿越

的盔甲武士。面对雕塑，感受的不只是

穿越，更是一支军队的奔跑与飞翔。

正是在这所植根于红色井冈，传承

着红大、抗大血脉的中国最高军事学府，

习主席发出号令：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世界一流，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更

是一个实力指标。在世界强手的坐标系

中找到自己的前排座次，不仅需要超

“己”，还要超“前”，更要超“强”。

（八）

对于一支军队而言，那些曾经征战

之地，特别是那些曾付出巨大牺牲、浴火

而生的地方，就如同其灵魂深处的故乡。

每当它的后继者回到这里，内心所

激起的不仅是深深敬仰，更是前行路上

坚定的方位感和永恒的力量源泉。

长征，人民军队创造出来的这一伟

大词汇，在长征胜利30多年后，变成了

中国运载火箭、核潜艇的名字。自此，历

史的地图有了新的海拔，民族的精神崛

起新的高峰。

在人民军队接力前行的征途上，那

些看似偶然的巧合中蕴含着历史的必

然——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聂荣

臻元帅在长征中担任红一军团政委；新中

国首个导弹试验基地的司令员孙继先将

军，在长征中率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

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

航天人接过了一面特殊的国旗。国旗

上，232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留下了

亲笔签名，也留下一份沉甸甸的嘱托。

这是一种使命的交接，更是一种精

神的延续。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东风一

号”导弹静静矗立，向参观者展示着东风

精神的原始密码。几十年来，中国军人

先是把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熔

铸成东风精神，继而又打造出让国人自

豪的“东风快递”。

太行，“天下之脊”。八路军115师

首战平型关，120师设伏雁门关，129师

奇袭阳明堡，打出了人民军队的雄威，形

成了太行精神。中国第一台大推力涡扇

发动机，便以“太行”为名。中国战机装

上了澎湃有力的“中国心”。

从长征精神到“长征”火箭，从东风

精神到“东风”导弹，从太行精神到“太

行”发动机……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相

互激发、相互转化之旅，也正是人民军队

的成长壮大之旅。

凝视这段旅程，你会看到这样一组特

殊的矩阵。这个矩阵由许许多多精神代

码构成，每个代码都宛若一个多面结晶

体，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令人惊叹的光芒。

它们，得名于人民军队不同时期的

战斗地标——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太

行精神、南泥湾精神、沂蒙精神、上甘岭

精神、老西藏精神、喀喇昆仑精神……

它们，得名于人民军队各个阶段的攻

坚行动——长征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

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震

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它们，甚至直接用子弟兵的名字来

命名——黄继光精神、邱少云精神、雷锋

精神、王杰精神……

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中，它们是

人民军队用初心和使命凝聚而成的结晶

体，也是强军兴军征途上的燎原星火。

（九）

从2019年 8月 1日起，全军开始实

行新的司号制度。

当人民军队又一个生日到来，伴随着

阵阵军号声，一座座军营从晨曦中醒来。

当诞生于战争年代的嘹亮军号再次

回荡神州，一支支英雄的部队已经换上

了崭新的番号，见证了人民军队的换羽

新生。

军号声声，穿越时空。番号变了，军

号没变。

这个夏天，两位共和国军人在军号

声中，用各自的军礼，感动中国。

佝偻的身躯，颤抖的军礼，人们记住

了老兵张富清。

空荡的衣袖，无手的军礼，人们记住

了战士杜富国。

一位是94岁的“人民功臣”，一位是

28岁的“扫雷英雄”。两张截然不同的

面孔，穿越不同的年代，定格成新时代的

“年度表情”。

面对祖国，他们心中的千言万语，不

约而同化为同一个动作——军礼。

一个军礼的分量有多重？张富清用

一辈子深藏功与名作了回答，杜富国用

雷场上生死时刻的挺身而出作了回答。

人民军队的初心有多重、使命有多

重，军礼的分量就有多重。

军礼，表达着忠诚——

胜利日大阅兵，抗战老兵代表方阵

里，曾浴血奋战的老英雄们面向天安门

举起的右手，浓缩了他们一生对党和人

民的忠诚。

军礼，意味着承诺——

康西瓦烈士陵园，又一批新兵来到

这里。面向烈士纪念碑，他们用军礼表

达誓言，“用青春和热血履行对党和人民

的承诺”。

军礼，传递着尊崇——

当年，汶川地震废墟中，被解放军救

出的娃娃举起右手敬礼。如今，上海外

滩，一名小男孩向执勤的军人举起右手

敬礼；青藏线上，一群少年向过往的军车

举起右手敬礼……

征途如虹，初心永恒。梦想可期，使

命传承——

向伟大的党敬礼，我们的队伍永远

向太阳！

向伟大的祖国敬礼，我们永远为您

站岗护航！

向伟大的人民敬礼，我们永远是人

民子弟兵！

人民军队的初心和使命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