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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秋初，沿着当年抗大成立和迁
徙的路线，国防大学师生一路寻访前辈
足迹，倾听精神的回响。

蜿蜒的延河，绕着薄雾笼罩的凤凰
山，潺潺流淌。来到坐落于延安城内的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一跨入纪
念馆大厅，我的目光便被侧墙巨幅抗大
校歌词谱所吸引。“黄河之滨，集合着一
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作为抗大
传人，今天又集合在宝塔山下，使命与
责任在心中涌流，大家不由地齐声唱出
这曲雄浑激扬的校歌。

在陕西志丹县一座山坡前，大家久
久驻足——保安革命旧址纪念馆讲解
员介绍，那半山腰上的一个个窑洞就是
曾经的抗大校址。当年，抗大师生们来
到这里，将这些荒废已久的窑洞清理干
净，挑选了最大的一间作为教室。他们

搬来石头、石块当凳子桌子，又砌了一个
很像样的讲台，在洞壁上用石灰泥土造
出了一块“黑板”，就此开始条件艰苦却
朝气蓬勃的学习生活。毛主席来抗大
参观时，曾诙谐地对学员们说：“你们是
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
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
诺也曾在《西行漫记》对抗大生活感慨
道：“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
把敌人的传单反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
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
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 15元
银洋？”

抗大诞生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
师生早已习惯一边学习一边战斗。
当年，抗大进驻延安后，师生们在凤
凰山麓挖成了 175 孔新式窑洞，修筑
了一条 3000 多米长的“抗大盘山公

路”。在敌后办学时，为了解决粮食
困难，抗大师生曾翻山越岭，通过敌
人的封锁线到游击区去背粮，有时在
途中遭遇敌人还要进行战斗。牺牲
更是在所难免，有的师生为掩护背粮
队伍而英勇献身，有的带病坚持背粮
而长眠于途中。

寻根途中，我看到这样一份资料：
当年缴获的日军文件证实，驻华北日军
首脑冈村宁次表示“消灭了抗大，就是消
灭了边区的一半”，他要求“宁亡十名日
军士兵以换一名抗大学员，宁亡五十以
换一名抗大干部”。从日军畏抗大如老
虎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一所优秀军
事院校的无穷威力。一人学战，教成十
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资料显示，仅
1938 年 5月至 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
处奔赴延安的青年就达 2288人，他们中

的大部分人都进入了抗大。遥想当年，
莘莘学子奔延安的场景何其宏阔。来
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来自海外的
爱国华侨青年，源源不断地奔赴革命圣
地，最终成为英勇奋斗的抗日骨干，担负
起民族解放的神圣使命。

抗大为抗日而生、为抗日而战，
并以“抗日”两个大字为学校命名，成
为 中 国 历 史 上 最 具 民 族 气 节 的 学
校。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抗战岁
月里，抗大始终站在抗日民族解放事
业的最前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
险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
学，并不断发展壮大。罗瑞卿副校长
在第五期开学典礼上兴奋地说：“抗
大抗大，越抗越大！”

抗大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望。建
校初期，斯诺、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

人都曾到抗大参观访问，还发出了大量
通讯、报道、照片和书信，使全世界都知
道在中国西北部的延安，有一所教授抗
日救国真理的“窑洞大学”。正如毛泽
东所说：“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
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
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
解放而斗争。”

烽火办学，抗大培养造就了大批德
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为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在自然环境条件极其恶劣、敌我力
量悬殊的情况下，这里汇集了久经沙场
的著名战将和各界名家。“三句话八个
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
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团结、
紧张、严肃、活泼”）的教育方针和校训，
通过抗大学员的身体力行，显示出巨大
威力。

这所军校，从建校伊始就担当起民
族救亡、人类解放的使命责任，成为名
副其实的红色熔炉和精神高地。她闪
耀的是革命精神光芒，锤炼的是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英雄品格。抗
大精神，是一面值得高擎的旗帜，是一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世代相传，永
放光华，激励更多后来人。

倾听精神的回响
■褚振江

秋高气爽，第 82 集团军某旅礼
堂里，队列整齐，军歌嘹亮，一顶顶
蓝色贝雷帽格外醒目。几天后，该
旅任务分队官兵将集结飞往几千公
里外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迎接维
和任务的重重挑战。奏唱国歌、宣
布命令、授旗、宣誓、指挥长发言、奏
唱军歌……一场简短的仪式，带给
“蓝盔勇士”们的是一次深刻的精神
洗礼。

近年来，该旅针对任务频繁的实
际，立足自身特色，抓住重要时间契
机，举办形式多样的仪式，有效发挥仪
式教育人、感化人的作用，凝聚了军
心，激发了士气。

该旅多次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
承担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阅兵等重大活动的安保任
务。同时作为国内第一支重型救援
队，他们 20 余次参加国内外救援任
务，并于 2019 年顺利通过联合国复
测。“每次任务前夕的誓师动员，既是
提振士气，也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牢
记军人职责，维护军人形象，圆满完成
任务。”多次执行大项任务的代理排长
王涛感慨。

四级军士长何登科，对去年比武
夺魁返营时的欢迎仪式依然印象深
刻。在陆军“工程奇兵-2019”比武
竞 赛中，他带领班组成员勇夺桂
冠。返营那天，“欢迎比武勇士凯
旋”的横幅悬挂在机关楼前，全旅官
兵在营区主干道上整齐列队。车队
一驶入营区，锣鼓声、掌声响起，旅领
导在营区门口为他们献上鲜花……
“仪式，不只是一种形式，更是对军
人奉献和牺牲的肯定”，该旅领导
说，“和平年代，比武场就是战场。
凯旋仪式，将比武夺冠官兵的事迹
以直击心灵的方式展现出来，能有
效激励更多官兵精武强能。”
“勤恳敬业的老汽车兵、安全行驶

的‘保险栓’、传道解惑培养人才的老
班长，他用十五载的坚守演绎了一名
军人献身使命的精彩乐章。”这是该旅
“强军先锋”颁奖仪式给四级军士长杨
俊杰的颁奖词。这场仪式中表彰的官
兵，不仅有扬威赛场的比武冠军，也有
刻苦钻研的机械能手，既有体能达人，
也有业务骨干。“咔嚓、咔嚓……”随着
闪光灯不断闪烁，先锋们登台领奖的
瞬间被定格。一同登台的还有获奖官
兵家属。这不仅增强了官兵和家属的
荣誉感、自豪感，也进一步提升了部队
的凝聚力、战斗力。

仪式，既是情感的纽带，也是信仰
的承载。七一当天，一场入党宣誓仪
式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
馆展开。誓言铿锵嘹亮，仪式庄严肃
穆。新入党的士官党员周新宇说：“当
时自己心潮澎湃，非常受感染，内心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一面军旗，一身戎装，一条绶带，
驻足人生路口，遥望军旗猎猎。近
日，该旅举办军官退出现役仪式。24
名即将退出现役的军官，身着礼服，
面对鲜艳的八一军旗庄严宣誓。“曾
经，你守护万家灯火明。我知道你肩
上不仅扛起了自己小家，还有伟大的
国家。今天，我来接你一起回家。”军
嫂代表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情感共
鸣。这场仪式为退役军官的戎马生
涯画上完美的句号，也有效激发在场
官兵的职业荣誉感和献身使命的责
任感。

纽带·承载
—第82集团军某旅利用

仪式文化提振兵心士气掠影

■王 爽 李昆鹏

红底白边，以布裁剪，“白云山团”
几个大字端庄俊秀——在抗美援朝战
争纪念馆第四战役展陈部分，这面略显
褪色的锦旗，仿佛静静诉说着一支英雄
部队的传奇。

六十余载时光倏忽而过，英雄部队
官兵的脚步从鸭绿江边，转战雅鲁藏布
江畔，又来到雪域高原。初秋时节，我
们走进西藏军区某旅，与“白云山团”传
人共同感悟英雄精神的代代传承。

一

1951年 1月 25日，抗美援朝第四次
战役打响后，志愿军第 50军 149 师 447
团官兵，奉命在朝鲜白云山至东远里地
区正面约 9公里、纵深约 6公里的地域
组织防御。之后的 11个昼夜里，“联合
国军”凭借强大火力，向此地域展开扫
荡式轰击，继以重兵发动猛烈进攻。志
愿军伤亡惨重、弹药告急。但顽强的
447团官兵，誓死不退。他们以灵活战
术坚守白云山阵地，一次次浴血奋战，
先后打退敌人 10 余次进攻，毙伤敌人
1400余人。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该团
“白云山团”荣誉称号。

此后的几十年里，该团几经转隶移
防，英雄血脉始终在一代代“白云山团”
传人身上流淌。如今，这支英雄部队在
“世界屋脊”创造着新的辉煌。近年来，
该旅获评“全军强军标兵单位”“军事训
练一级单位”“陆军先进旅团级单位党
委”等一系列荣誉。去年，在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阅兵式上，“白云山团”荣誉
战旗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
检阅。
“高高的白云山，矗立在朝鲜汉江

南，麦克阿瑟要从这儿进犯，我们的英

雄叫他停止在山前……”迎着高原上
独有的格桑花香，我们远远地就听到
嘹亮的战歌在营区回荡。走进英雄部
队的大门，迎面是一面醒目的文化
墙。墙上镌刻的正是这首《歌唱白云
山》。这首歌是著名作家刘白羽和著
名音乐家郑律成专门为战功卓越、壮
怀激烈的 447团谱写的，从战争岁月一
直传唱至今。

二

与歌声和锦旗一起传承下来的，是
历经战火硝烟洗礼的“英勇、顽强、鏖
战、坚守”的“白云山团”精神。

在该旅，有几项传统已经保持了
很多年。新任职的干部上任第一件
事，是在全连面前过“历史关”——必
须讲得清“白云山团”历史。新战士来
报到第一天，都要参观旅史馆、荣誉
室，瞻仰先烈铜像并依次合影。这些
合影都要洗出两份，一份寄给新战士
家人，一份粘贴在新战士的理论学习
笔记本第一页。

去年，该旅开展“寻根红色血脉，对
话老革命、激励新一代”主题活动，安排
8名官兵代表赶赴 5个省市、走访慰问
16名“白云山团”耄耋老兵。老兵们的

感人事迹和战斗经历被录制成视频，写
入故事集，让年轻官兵从中感悟岁月荣
光、感受战斗豪情，从而在全旅形成崇
尚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的浓厚氛
围。他们还以“争扛‘白云山团’旗”为
牵引，以短视频、情景剧、歌舞、原创歌
曲等方式，宣传官兵身边的榜样事迹，
进一步强化官兵传承“白云山团”精神、
争做“白云山团”传人的自觉。

倾听着英雄部队的故事，我们怀着
敬仰之情迈进该旅旅史馆。一进大厅，
便是一座座英模人物雕像。入门处一块
3D屏幕正在播放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喷
火坦克终结者”——李光禄英雄的战斗
过程，激战正酣的战斗画面令人惊心动
魄。几年前，为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
发挥战斗精神的激励作用，该旅将旅史
馆进行了修缮更新，不仅补充了一些珍
贵的文物实物，还利用现代声光电手
段，生动重现当年那段可歌可泣的战斗
历史。

一则则英雄事迹的文字和图片，
闪现在墙壁上的屏幕中：戴汝吉率领
18名勇士夜袭水原城，犹如锋利的尖
刀，狠狠地捅进“大洋楼”；7连炊事
班顶着敌人的炮火、穿过封锁线攀上
高山，把饭菜送上阵地；指导员宋时
运指挥突击队夺回白云山主阵地，把
红旗插上白云寺……

前不久，该旅官兵与95岁高龄、曾
在白云山战斗过的老兵孔连厚，进行了
一场特殊的对话。在这场视频连线里，
精神矍铄的孔老看到了修缮一新的史
馆，与官兵一起重温了当年的战斗岁
月。他为年轻官兵的斗志昂扬而感到欣
慰。活动最后，他嘱咐“白云山团”传
人：一定不能忘记历史，要珍惜来之不
易的今天，更要为明天做好准备。

三

“若夫拥旄仗钺，立功青海万里之
外，此英雄豪杰之所为。”在该旅采访，我
们有个很深的感受：在这里的每一个兵，
都好像一块石头，坚定顽强地扎在高原
上；又好像辽阔高空飞过的雄鹰，充满
精气神。在这些年轻军人的目光里，我
们看到了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
“尽管旅里的兵员不断更新，使命

任务也在不断转换，但大家为了胜利一
无所惜、面对困难冲锋不止的血性胆气
始终没有变”，采访中，该旅领导自豪地
说，“我们的荣誉，始终凝铸在犀利的刀
锋上。”

2015年，跨区实兵演练。该旅官兵
从高原转战内地，历经 7天 6夜的长途
跋涉，官兵抵达演练地后未作休息，立
即投入“作战”。演练中，该旅二营官兵

在被导调员裁定只剩 8人的情况下，硬
是以全程匍匐战斗姿态穿越了近 3.5公
里的密林障碍区，成功占领某高地。班
长孙本华一句“就是爬，也要跟我爬到
前沿去”的动员命令，至今让官兵印象
深刻。

今年 7月，连长杨晓琨接到上级指
令，率 8人侦察小队，跨越海拔 5500
米的廓琼岗日冰川，对“敌”火炮阵
地进行侦察定位。在高寒、缺氧的雪
山，人们即使空手行走也会感觉步履
维艰。而战士们需要每人至少负重 20
斤，相当于在平原背负 80 斤的重量，
攀爬陡峭的冰川，稍不留神就会发生
意外。但是侦察队员们没有任何畏
惧，一路跋涉，圆满完成侦察任务。
杨晓琨回忆起那段惊险的经历，坚定
地说：“面对危险与挑战，一句‘没有
我们不敢攀的峰’，就是‘白云山团’
英雄传人的回答。”

血性铸就威名。古今中外的虎狼
之师，无不是在笑傲铁马冰河、踏破雄
关漫道中磨砺而成。“英勇、顽强、鏖战、
坚守”的“白云山团”精神，在新时代的
官兵身上散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白云山团’传人就要琢磨打仗有

瘾、把准备打仗当过日子”“‘白云山团’
是一个过硬的战斗集体，不能在我们这
代人手上砸了英雄部队的牌匾”……在

采访中，我们总能从官兵口中听到这样
的话语。战斗精神的传承，最终的落脚
点还是强军实践。近年来，该旅将如何
在低温缺氧环境下提高训练质效，作为
练兵备战的重要课题。他们坚持传承
发扬“白云山团”战斗精神，围绕打牢高
寒山地作战基础集智攻关，不断研练新
战法。

前不久，在西藏军区组织的“雪域
之巅·2020”创破纪录活动中，来自不同
单位的训练尖子围绕 9个基础课目展开
了激烈角逐。该旅参赛官兵在共同基
础课目单位综合成绩和后装课目单位
总成绩中摘取第一名，并在比武过程中
淋漓尽致地展现“创、破”二字。在共同
基础课目优胜个人中，该旅 3名同志分
别在 3000米跑、5公里武装越野、400米
障碍中取得第一名。他们突破终点后，
喘着粗气问出了同一句话：“我们旅破
纪录没有？”

从鸭绿江畔到雪域之巅，从抗美援
朝的战火纷飞，到和平年代的守卫边
疆，“英勇、顽强、鏖战、坚守”的“白云山
团”精神，始终代代传承，为官兵提供源
源不断的奋进动力。英灵回眸应笑慰，
身后自有擎旗人。如今，年轻的官兵正
高举“白云山团”这面荣誉的旗帜，在
“世界屋脊”上，用青春与热血，继续书
写新的篇章。

雪域之巅战旗妍
■马 乾 益西平措

“白云山团”精神

本期关注

西藏军区某旅官兵代代传承“白云山团”精神，从中汲取练兵备战、矢志打赢的不竭动力，在雪域高原不断创造新的辉煌。图为该旅官兵在高海拔地

区展开实战化训练。 柳发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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