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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杨根思连官兵紧急出动演练。
图②：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工

作人员到旅史馆参观，聆听英雄故事。

图③：中国移动许昌市分公司用杨
根思部队的“三个不相信”精神激励员工

攻坚克难、奋勇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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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支部队感动，从

一句响亮的战斗口号开始

“回去后，把‘三个不相信’标语
挂在我们办事处。”2017年年初，参观
见学返回的路上，西关街道办事处几
位领导很快达成一致意见。

其实，在这之前，许昌市各级领
导讲话中、上级下发的文件里，曾多
次提到“三个不相信”精神。尽管早
已对精神内容耳熟能详，但直到这次
参观后，街道干部才真正见识了“三
个不相信”精神的穿透力。

到该旅旅史馆参观的人，都会听
到这样一个故事：

天气严寒、粮弹不足、御寒物资
匮乏……1950年 11月，抗美援朝第二
次战役异常艰难。在小高岭战斗中，
连长杨根思面对强敌，发出了“三个
不相信”的战斗宣言，带领官兵持续
打退敌人 8次进攻。在战斗仅剩一人的
情况下，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
敌人同归于尽。

离开旅史馆，在去“杨根思连”
参观的路上，西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石江涛脑海里闪现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60多年过去了，老英雄用生命诠
释的‘三个不相信’精神，如今还在
不在？”

来到“杨根思连”，面对一张张图
片、一件件实物，石江涛深受启发。
2016 年 7月 10 日，南苏丹武装发生激
烈交战，维和营区战火弥漫，面对危
险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国维和官兵没
有退缩，“杨根思连”官兵坚守一线。
突然，一发火箭弹击穿了连队正在保
护难民的 105号步战车，下士李磊、四
级军士长杨树朋英勇牺牲。

牺牲前，年轻的李磊躺在副班长
田飞衡的怀里，留下最后的遗言：“田
班长，我这辈子都交给党了！”此时，
李磊成为预备党员才7个月。

生死考验面前，一连连长王震给
国内的指导员文海地打电话交代“后
事”——
“如果我牺牲了，请你告诉老连

长，我没有给老连长丢脸……”
2名维和烈士灵柩运回国的当天晚

上，百余名“杨根思连”退伍老兵从
四面八方自发赶来，悼念战友、追忆
英雄。他们纷纷向旅领导表态：“一朝
在‘杨根思连’当兵，终生是杨根思
传人。若有战，召必回。”

同样都是异国战场，同样都是枪
林弹雨，同样都是宁肯牺牲也绝不退
缩。60多年后，杨根思英雄宣言依旧
响彻云霄。
“杨根思连”名气响当当、素质过

得硬，不仅是因为老连长杨根思的英
雄事迹，也是因为建连 86年以来，尤
其被以英雄命名后，在“三个不相
信”精神的激励下，“杨根思连”依然
保留着心灵底色。

返回的路上，石江涛激动地对大
家说：“‘三个不相信’精神没丢，
‘三个不相信’精神没变！”

这是一份厚重的荣誉——
杨根思部队诞生于土地革命时

期，战功卓著英雄辈出，曾涌现出了
全国全军功臣荣誉单位 400余个。他们
共参与我军 6代军事训练大纲的编写试
训，担负数十项上级赋予的训练改革
试点任务，引领全军同类型部队跨越
发展；和平年代参加实兵演习数十场
鲜有败绩，这几年更是在“国际炮兵
射击能手竞赛”中斩获殊荣……

面对这份厚重的荣誉，许昌市建
安区蒋李集镇史楼村支书史应周暗自
发问：“这支部队为什么这么牛？”很
快，他在“杨根思连”的故事里找到
了答案——
“中部砺剑-2017·确山”实兵演

习中，“杨根思连”担负穿插渗透任
务。演习地域荆棘密布，山地起伏。
演习当天，突降大雨，步战车深陷泥
潭动弹不得。

“‘杨根思连’，下车奔袭！”山
路湿滑、道路崎岖，一脚踩下去泥水
淹没脚踝；灌木丛生，衣服被树刺剐
烂、皮肤被划伤。官兵一往无前，连
续击毁“敌”8辆坦克，打掉蓝方指挥
所。战士郝振标说，那一刻，“血好似
被点燃了”。

看着“杨根思连”挂满墙的奖
状、摆满几个玻璃柜的奖章，史应周
啧啧称赞：“杨根思部队牛，归根结底
还是他们的战斗精神强，‘三个不相
信’精神威力大。”

叫响驻军的战斗口

号，整个城市都有了精

气神

参观归来，西关街道办事处、史
楼村党支部、中国移动许昌市分公司
等多家单位，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一
举措：张贴“三个不相信”标语。

西关街道把标语刷在正对大门的
楼房上，史楼村把标语立在了村文化
广场旁，中国移动许昌市分公司把标
语贴在二层办公区……这些单位尽管
张贴位置不一，但都是各单位最显眼
的位置。

记者先后深入 3 家单位采访，发
现这些年他们都处在爬坡过坎期。
2017 年，许昌市正在创建全国卫生
城市，西关街道属于典型的老工业
区 ， 创 建 卫 生 城 市 困 难 大 、 矛 盾
多；史楼村是贫困村，底子薄、贫
困户多，脱贫攻坚任务重；中国移
动许昌市分公司正面临着传统业务
下滑、提速降费、互联网转型等方
面的挑战。

为什么这则战斗口号突然在驻地
叫响？许昌市市委领导认为，学习
“三个不相信”精神是许昌的时代选

择。这些年，许昌市处于转型发展的
关键期，面临诸多棘手的矛盾与问
题，必须拿出像“杨根思连”一样直
面挑战、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信心
与决心。

许昌市不仅把“三个不相信”标
语当作口号，更体现在具体行动中。
当“三个不相信”标语落成后，西关
街道办事处专门组织学习标语活动。
就像一场战斗动员，简短庄重的仪式
后，大家奔赴各自工作岗位，向创建
卫生城市的目标发起冲锋。

许昌市魏都区区委书记张书杰坦
言：“如果不是面对经济转型、减税降
费、环保安全等多重考验，我们学习
‘三个不相信’精神的紧迫感不会如此
强烈。”

既要减税降费，又要确保民生投
入；既要治理环境污染，又不能影响
群众生产生活……经济结构转型期，
地方政府常常“左右为难”。

许昌市把“三个不相信”口号转
化为精神力量，在多个看似难解的问
题上找到了解决办法。

当驻军的战斗口号在一个城市叫
响，整个城市都有了精气神。“十二
五”期间全市 GDP 年均增长 11.2%，
增速居全省第一；2016年和 2017年的
GDP 增速连续 2年保持全省第一……
这些年，许昌市在“三个不相信”精
神的激励下，爬过一个个坡、迈过一
道道坎，交出一份闪亮的成绩单。

地方都在学习老连

队的战斗精神，我们应该

怎么办

一个旅的战斗口号，在驻地多家
单位叫响，官兵们如何看待这一现
象？面对记者的提问，警卫勤务连中
士董鹏杰讲述了一段经历——

有一次，董鹏杰周末请假外出，
路过西关街道办事处，当看到“三个
不相信”口号被做成标语悬挂于办公
楼，一股强烈的职业自豪感涌上他的
心头。

董鹏杰特意拍照发了朋友圈，并
写下了“我为英雄的‘三个不相信’
精神而自豪”这句话，引来纷纷点赞。

事后，董鹏杰与其他战友交流，

发现大家都看到过“三个不相信”的
标语。大家越讨论越激动，引起了连
队指导员齐琴的关注。结合开展的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
教育，齐琴认为这一现象本身就是鲜
活的教育素材。

齐琴将官兵收集到的“三个不相
信”标语照片，以及地方干部群众来
旅史馆参观的视频，在教育课上向连
队官兵一一展示。

看到官兵们若有所思，齐琴动情
地说：“大家可以看到，驻地各界都在
学习‘三个不相信’精神。作为杨根
思部队的一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
习好、传承好革命前辈的战斗精神呢？”

来参观学习的单位越多，这个旅
官兵越发感到“三个不相信”精神的
可贵，越是感到传承红色基因的紧迫
感。

当驻地各单位热火朝天地学习
“三个不相信”精神时，该旅政委练伟
脑子里却思考一个问题：我军 30多年
没打过仗，绝大多数官兵没有参战经
历，缺少对战火硝烟的亲身感受。过
去我们是“钢少气多”，现在我们
“钢”多了，“气”还足吗？我们的英
雄气概还有多少？

困难越多，斗志越高；挑战越
大，干劲越足；对手越强，拼得越
凶。来到“杨根思连”，记者从连队官
兵身上感受到了一股血性虎气。

今年年初，“杨根思连”四级军士
长李代兵在车组极限驾驶中，因路途
颠簸不慎划破胳膊，他忍着剧痛完成
火炮射击，代表连队取得优异成绩，
直到车辆返回才包扎伤口。
“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

队。”凭着这股韧劲，李代兵参加军事
训练等级考评，考取全旅唯一一个步
战车特级射手。紧接着，他代表连队
在参加“铁甲奇兵-2019”比武竞赛中
荣获“优胜战斗车组”。

去年 12月，该旅组建“精武-2018”
比武竞赛参赛班。临行前，连长杨峰
带着大家特意来到“杨根思连”荣誉
室，在老连长杨根思的雕塑前，立下
铮铮誓言。

上等兵王鑫在参加夜间侦察课目
考核时，不小心摔倒在泥坑。短暂的
昏迷后，他迅速爬了起来。“决不能给
班组拖后腿，不相信到不了终点。”王
鑫将疼痛抛于脑后，坚持完成比赛，
直到考核结束才处理伤口。

比武中，王鑫和队友一起全程超
负荷作业 36个小时，负重行军 60余公
里，在恶劣天气下，展现出顽强的拼
搏精神和军人的血性与担当，成绩最
终名列前茅。

官兵们特别珍惜“杨根思连”这
张闪亮的名片，谁对这张名片提出质
疑，他们一准儿跟谁急。

2014 年 3 月，上等兵牟元凯被选
拔参加旅教导队集训。摸底考核时，
牟元凯成绩并不理想。这时，有个别
官兵开玩笑地说：“‘杨根思连’的兵
也不过如此。”

“‘杨根思连’的兵到底怎么
样，咱们走着瞧！”集训期间，除了每
天与其他队员一起参加“魔鬼”式训
练外，牟元凯一有时间就给自己偷偷
加码。由于训练强度太大，他患上了
骨膜炎，医生建议他至少休息一个
月。可牟元凯却坚持留在训练场……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结业 7项
考核，牟元凯一举拿下 6项第一，以总
成绩第一的成绩荣获“优秀学员”。返
回连队，牟元凯专门来到荣誉室杨根
思画像前，向老连长报告：“这次集
训，我没给连旗抹黑！”

每次执行重大任务前，面对杨根
思雕像宣誓，完成任务后向老连长报
告，是连队长期坚持的好传统。这样
的传统还有很多——每逢新干部到
任、新兵下连，他们先要观看电影
《杨根思》、阅读书籍《特级英雄杨根
思》、瞻仰杨根思雕像；每晚点名点到
“ 杨 根 思 ” 时 ， 全 连 官 兵 齐 声 答
“到”……

日积月累，尊崇英雄、珍视荣誉
的火焰被点燃。当战斗英雄、做强军
标兵，成为每名“杨根思连”官兵的
共同追求。
“今天，由‘三个不相信’浸润的

英雄文化，已经植入一代代英雄传人
的血脉，英雄气概正在每一个人身上
激荡。”练伟认为，“在老连长精神的
感召下，‘杨根思连’的每一名官兵时
刻保持冲锋的姿态。”

一句口号感动一座城市，一种精
神激励一支部队。近年来，正是靠着
“三个不相信”精神，这个旅参加上
级比武连续摘金夺银。在今年年初上
级组织的参谋集训中，该旅 6名参训
选手 5人进入前十，总评取得了单位
综合成绩第一、5 个单课目第一的优
异成绩。

一种精神激励一支部队，一句口号感动一座城市—

“三个不相信”是怎样在驻地叫响的
■刘占立 丁 东 本报记者 周 远

说起军人身份，有一种充满敬意

的评价：“最可爱的人”；说起军民关

系，有一种极其骄傲的认同：“来自老

百姓”；说起职业素养，有一种发自内

心的敬佩：“向解放军学习”；说起社会

职责，有一种格外自信的标准：“始终

走在前列”。

上世纪 60年代，毛主席向全国人

民发出“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正是

在这个号召下，人民群众打心眼儿里

热爱解放军、在实际行动中处处学习

解放军。对军人的尊崇，便是发自内

心的敬意。

“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

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习主席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的讲话，是“向解放军学习”

的新时代升级版。这些年，全国各地积

极落实领袖的讲话精神，推出一系列拥

军惠军举措，全社会尊崇军人的氛围日

渐形成。

最高的尊崇是价值认同。谈起杨根

思部队，许昌人民都会竖起大拇指，大多

数人能喊出杨根思、李磊、杨树朋等英雄

的名字，能讲出这支部队的多个战斗故

事。在许昌市，尊崇不只是一项政治任

务，更是一种覆盖全社会的共同认知和

自觉行动。

采访中，每当看到人民群众崇敬的

眼神，享受“依法优先”的通行便利，记者

不禁问自己：“和平时代，军人凭什么赢

得尊崇？”

被尊崇不只是因为我们身上穿的军

装、怀里揣的证件。走向“依法优先”的

通道，也踏上另一个“优先”战场——战

斗优先、牺牲优先。军人是战争的主

角，最高的荣誉是胜利，最令人敬仰的

是奉献。在国家主权遭受侵犯时，中国

军人庄严承诺：“相信我，我能赢！”在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中国军人

坚定地站出来：“有我在，请放心！”

战争年代抵抗侵略、抛洒热血，和

平年代保家卫国、默默奉献，无论是在

高原海岛披星戴月的矢志坚守，还是危

急关头义无反顾的“最美逆行”，中国军

人用自己的牺牲奉献赢得人民的认同

与尊崇。

“你所站立的地方，其实代表了整个

军队。”对每名军人而言，荣誉是看得见

的责任，尊崇是感受得到的鞭策。“最后

一斗米为你做军粮，最后一尺布为你做

军装”，那是革命前辈用生命换来的军人

尊崇。新时代，我们同样要用制胜未来

战场的决心和实力，赢得社会对军人的

认同与尊崇。

■
周

远

最
高
的
尊
崇
是
价
值
认
同

许昌市委办公大楼 1102 房间是市
委值班室，担负着接收重要信息、协助
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等任务。房间门口右
侧，有三行白底黑字的标语——“不相
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
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这段标语，诞生于 69 年前战火硝
烟的抗美援朝战场。

1950年 11月 29日，特级战斗英雄
杨根思在朝鲜咸镜南道长津郡下碣隅里
南小高岭战斗中，与敌军殊死搏斗，用
生命保住了小高岭阵地，为夺取第二次
战役胜利立下卓越功勋。杨根思叫响的
“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被其生前所
在部队——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传承
至今。

时光荏苒。69 年后的今天，学习
践行“三个不相信”精神，不仅是官兵
的自觉行动，也成为该旅驻地河南省许
昌市的学习风尚。

当你沿着市区解放路向南走，还未
走进西关街道办事处大院，便能看到同

样的“三个不相信”红色标语。标语长
度几乎等同于大院宽度，来往的工作人
员和办事群众远远都能看到。

当你来到中国移动许昌市分公司二
楼办公区，也可以在显著位置看到“三
个不相信”标语，公司员工每天早上都

会对着标语开晨会，这段标语无形地走
进每名员工的心中。

在搜索网站上，键入“三个不相
信”和“许昌市”两个关键词，会得到
数十万条搜索结果。浏览这些网页，我
们能感觉到，许昌市已经和“三个不相

信”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
2018年 7月 19日，《河南日报》一

版头条刊发了标题为《拉高标杆，推动
党的建设高质量》的文章，里面有这样
一段话：“‘许昌干部’的精神实质就
是弘扬‘三个不相信’精神——不相信

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
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我国有近 300个地级市，很少有像
许昌市这样，将驻地部队的标语口号作
为社会各界的学习风尚：许昌市各级领
导的讲话里、下发的文件通知里，经常
提到“三个不相信”精神；小学生的日
记里、中学生的作文里，时常出现“三
个不相信”的内容……

一支军队的战斗口号，缘何在驻地
叫响？八一前夕，记者来到许昌军地采
访，一探究竟。

一座城市叫响驻军战斗口号
■本报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胡雄欣 赵 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