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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火石间，一发炮弹迅猛出膛，

瞬间击中“敌”坦克……9 月上旬，戈壁

深处，第 77 集团军某旅一场合成营进

攻战斗演练拉开帷幕。

“现在，我们部队装备精良。可我

们的历史，却是从‘一支枪’开始的。”

训练转场途中，“红色讲堂”讲解员、四

级 军 士 长 潘 兴 涛 为 同 车 组 战 友 讲 起

“一支枪”的故事。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工

农武装力量被迫缴枪。江西省莲花县

农民自卫军有 60 支枪，仅有一支枪被

共产党员贺国庆冒死保存了下来。”潘

兴涛带领大家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当时，贺国庆为了躲避敌人追捕，

在深山中一待就是半年。即便父亲和

弟弟因此被敌人残忍杀害，他也丝毫

没有动摇过保护好这支枪的信念。

“贺国庆为什么要拼命保枪？”上

等兵马斌垒震撼之余，心生好奇。

“保枪，就是保存革命的火种。”潘

兴涛解释道，枪只有掌握在共产党的

手中，中国革命胜利才有希望。当毛

泽东同志率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

革命根据地，成立莲花县赤卫队后，贺

国庆含泪献上自己和亲人用鲜血与生

命保存下来的这支枪。一年后，莲花

县赤卫队发展壮大，成为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几十年来，我们这支部队始终传

承‘一支枪’的革命斗争精神，逐步由

小到大、由弱变强。”潘兴涛声情并茂

讲述革命先辈铁血故事，引发战友们

对“一支枪”所代表的革命斗争精神的

思考。大学生士兵王浩鑫说出了大家

的心声：“这种精神就是无数共产党人

‘断头流血以从之’的坚定信仰和绝对

忠诚，是我们党在磨难中发展壮大，不

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

岁月流转，这支部队的一代代官

兵，始终传承发扬红军精神，并赋予其

新的时代内涵。

调整改革后，该旅由多个单位组

建 而 成 。 为 了 引 导 官 兵 知 根 溯 源 ，

该 旅 党 委 专 门 成 立“ 寻 根 小 组 ”前 往

部 队 诞 生 地 —— 江 西 省 莲 花 县 ，探

访 纪 念 场 馆 、战 斗 遗 址 ，搜 集 整 理 历

史资料。

同时，他们将党史学习教育课堂

设在演训一线，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

情。该旅领导介绍，针对当前部队开

展演训任务的实际，他们遴选理论基

础扎实、授课能力较强的党员担任党

史讲解员，以战斗编组为单位，利用演

训间隙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官兵

在学习党史中汲取打赢动力、强化使

命担当。

讨论交流中，潘兴涛还为大家讲

述了一个老兵故事：已是耄耋之年的

连队老兵高连桥记忆衰退，但他清楚

地记得自己曾是一名重机枪手。每每

提到战斗，他都会端起拐杖作出持枪

姿势，似乎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向

敌人射出怒吼的子弹。

潘兴涛乘势发问：“如果上战场，

我们能否像‘一支枪’故事里的革命先

辈那样英勇无畏？”

“能！”战友们的回答响彻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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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一课一思

毛 泽 东 同 志 曾 在《井 冈 山 的 斗

争》一 文 中 ，充 分 肯 定 了“ 一 支 枪 ”所

代 表 的 革 命 斗 争 精 神 。 走 过 历 史 的

长河，这支红军部队虽历经多次改编

调整，但“一支枪”所代表的革命斗争

精 神 ，就 像 光 芒 四 射 的 火 炬 ，始 终 照

耀着该部官兵的强军征程。

党史军史是活教材。对于新时代

革命军人而言，把对舍生取义的共产

党人、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的崇高敬

意，转化为精武强能的实际行动，便是

最好的血脉赓续。

党史课堂设在演训一线，扎根战

位传承红色基因。官兵在演训间隙聆

听英雄故事，能够充分感受革命先辈

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切实增强能

打仗、打胜仗的使命意识，有效激发练

兵动力，点燃铁血豪情。

扎根战位传承红色基因
■焦晓亮

短 评

本报讯 余浩宇、特约通讯员盛洋

迪报道：8 月下旬，某野外山林深处，第

72 集团军某旅按照全域、全时、全天候

模式，组织侦察分队进行多课目连贯考

核，检验侦察兵立体渗透、情报融合、协

同作战能力。

“在实战背景下进行跨昼夜多课目

连贯考核，有利于推进侦察兵体系融入

一体化联合作战。”该旅领导介绍，此次

考 核 采 取“ 营 导 连 考 、机 关 督 导 ”的 方

式，从难从严设置考核条件，夜暗条件

下进行潜水渗透、皮划艇操作等一系列

险难课目考核。对侦察兵而言，这不仅

是对体能、技能的挑战，更是对战斗精

神的考验。

笔者在考核现场看到，该旅数支侦

察小队在午夜时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

抵近岸滩，向岸滩一线渗透。抵岸后，营

指挥所通过指挥平台向侦察小队下达行

动任务。黎明时分，侦察小队进入丛林

后迅即分成两组，对预定地域展开渗透

侦察。无人机迅速升空，侦察兵通过空

中侦察掌握“敌”情分布，明确战斗编组、

确定作战计划。

该旅领导告诉笔者，此次考核在真

打实抗中，对官兵侦察敌情、协同攻防等

方面的训练成效进行全面检验，为下一

步展开针对性训练提供依据。

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多课目连贯考核

夜暗条件磨砺侦察硬功

本报讯 杨昊雨、王浩东报道：8 月

27 日深夜，随着一发信号弹升空，一场

实兵实装演练在密林中迅即展开。新疆

军区某团官兵闻令而动，按照预案快速

展开夜间指挥协同、快速机动、红蓝对抗

等课目演练，部队快速反应能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

“夜训是未来夜战的预演。”该团领导

介绍，他们坚持从难从严、紧贴实战组织官

兵专攻精练：区分兵种和专业类型、人员类

别，按照先单兵后班组、先协同后对抗、先

分段后合成的步骤，全员额、全流程、全要

素开展夜训，提高部队夜间作战能力，

笔者在演练现场看到，在夜暗复杂

环境下，官兵灵活利用地形特点，使用各

种器材装备，突破多个关口，顺利完成预

定任务。对于装备操作使用、战场救护

等课目演练，他们坚持在微光条件下进

行，突出精度、速度等硬性标准，确保官

兵练出实效。

走下夜训场，复盘检讨随即展开。

官兵积极总结夜训经验，趁热打铁补齐

训练短板。同时，机关组织编写夜训重

难点课目教案下发营连，督促官兵逐人

逐项考核过关，有效提升了训练效益。

经过一段时间集中组织昼夜连贯训

练，该团着力破解了夜间组织协同、快速

机动、目标发现、情况处置等方面一系列

难题，为下一步组织夜间防御协同训练

奠定了基础。

新疆军区某团着眼实战开展专攻精练

昼夜演训锤炼快反能力

秋风渐起时，又闻驼铃声。9 月上

旬，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伊木河模

范边防连”，5 名服役期满的老兵即将告

别朝夕相处的战友。

“包杨！”“到！”老兵包杨的声音格外

响亮。两年前，18 岁的包杨被分配到这

个被大兴安岭环抱的连队。这里人迹罕

至、交通闭塞，被人们称为“雪域孤岛”。

“白天兵看兵，晚上兵看星”。入伍

前繁华都市的喧闹，与入伍后偏远驻地

环境的孤寂形成鲜明反差。那天夜晚，

包杨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他独自站在窗

前，看着繁星点点，陷入沉思。

“驻地环境确实艰苦，但如果作为

边防军人的我们都退却，那谁来守卫这

壮美的边防线？”不知何时，指导员周鑫

来到他身边。

第二天，周鑫将包杨领进连史馆。

集体一等功 3 次、集体二等功 7 次、集体

三等功 2 次……周鑫指着墙上一面面锦

旗，给包杨讲起连队荣誉背后的故事。

当听到老连长杜宏扎根边陲将连队带

成“精武先锋连”，最终将热血挥洒在冰

冷土地上的感人事迹时，包杨的眼睛湿

润了。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丈量祖

国的雄伟山河。”从那以后，包杨仿佛换

了 个 人 ，工 作 踏 实 、学 习 刻 苦 、训 练 勇

猛。由于工作突出，当年他被评为“四

有”优秀士兵。

天色微亮，老兵赵伟悄悄起床，他要

再次亲手擦拭那块陪伴了他 5 年戍边岁

月的庄严界碑。这块界碑见证过他举起

右拳庄严宣誓，映照过他经受重大任务

淬火后更加成熟的脸庞……在他心里，

自己已经和界碑血肉相融、无法分割。

1 个月前，连队接到上级下达的岗

位技能比武通知。

“这次比武，我们谁都不能缺席！”连

队确定参赛名单时，赵伟和其他几名老

兵主动请缨，“老连长杜宏生前托着脱臼

的胳膊，还坚持跑完 400 米障碍。我们

也要比出个样子来，胸戴红花再返乡！”

1500 米 综 合 障 碍 场 上 ，老 兵 们 反

复摸索更快的方法；夜间射击训练场，

优秀教练员赵伟向战友们一遍遍传授

射 击 技 巧 …… 最 终 ，老 兵 们 和 连 队 战

友 一 道 ，夺 得 全 旅 岗 位 技 能 比 武 综 合

第一名。

拂晓时分，伊木河观察哨观察手史

晨波通过监控设备，密切观察着宁静的

边防线。这是他的最后一班哨。下哨

后，他边交接执勤装备，边叮嘱列兵叶国

雄需注意的观察事项。

完成各自任务后，5 名老兵郑重地

向界碑敬礼，一起重温军人誓词。汹涌

的情感冲开了记忆的闸门，他们个个泪

流满面。

“忠诚为本、戍边为责、奉献为荣、

乐观为怀”。晨曦中，连队那尊石刻上

的 16 个大字熠熠生辉。一代代戍边官

兵坚守的“伊木河精神”，已经根植在 5

名退伍老兵的灵魂深处。

戍边数载，青春无悔。退伍老兵重

整行装，将忠诚、勇毅、乐观装入行囊，

昂首踏上新征程……

深 情 依 依 别 边 关
—北部战区陆军“伊木河模范边防连”退伍老兵素描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通讯员 程晓栋

8 月底，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

舰支队组织舰机联合攻潜训练。

王光杰摄

初秋时节，细雨纷纷，武警湖北总队

机动支队一场高地狙击考核紧张展开。

下士卢林森一击即中人形靶，下士考官叶

宇晨却面色凝重地亮出红牌：“你没有命

中‘绑匪’头部以确保‘人质’绝对安全。”

“雨中射击难度大，并且按大纲规

定，击中目标就算达标，凭啥判定我不合

格？”卢林森颇不服气。

叶宇晨一把拿过卢林森手中的狙击

枪，迅速卧姿据枪。目标刚从窗边闪现，叶

宇晨便果断击发，正中人形靶眉心。这一

手绝活让卢林森不禁对叶宇晨心服口服。

“特种兵就是要在挑战极限、超越极

限中提高战斗力。”可谁能想到，如今在

几十米的高楼上，镇定自若一击毙“敌”

的叶宇晨，当初却被恐高“绊住”了脚步。

18 米 索 降 ，这 个 特 战 侦 察 基 础 课

目，一度是叶宇晨的梦魇。他第一次站

上攀登楼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腿肚子

止不住地发抖，把教练员讲的动作要领

忘得一干二净，怎么都迈不开腿。

“特种兵要能‘上天入海’，连十几米

高都害怕，算啥特种兵？”听到教练员严

厉的话语，叶宇晨心里十分难受。

为了战胜恐高症，叶宇晨练索降时，

常用绳索将自己倒挂在攀登楼外。即使

两腿抖得如同筛糠，他依然逼着自己把

眼睛瞪得溜圆。

“必须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叶宇晨

秉持这一信念，日夜铆在训练场练习索降

动作。10米、20米……他不断加码，提升

训练难度。由于训练量大，即便戴着手

套，他的双手也因过度摩擦屡屡出血。两

个月后，叶宇晨终于彻底克服对索降课目

的恐惧，找到了“乘风滑降”的感觉。

几年来，叶宇晨不断激发自身潜能，

挑战能力极限，现已熟练掌握 30 多种特

战技能。

2020 年 9 月，武警部队“巅峰-2020”

特战侦察比武拉开战幕。特战精英们摩

拳擦掌，叶宇晨再次定下目标：成为“尖

刀上的刀尖”。

比武中，重重障碍把队员们的体能

和 意 志 都 逼 到 了 极 限 。 3 公 里 武 装 奔

袭，当其他队员因疲累逐渐放缓脚步时，

叶宇晨在身体接近虚脱的状态下，咬紧

牙关、冲过终点，并在紧接着的搜索射击

课目中弹无虚发。最终，叶宇晨斩获个

人全能第一的佳绩，被武警部队评为“全

能侦察精兵”，荣立二等功。

“我的目标是突破下一个极限。”走

下比武场的叶宇晨，眼神坚毅笃定。他

深知，唯有在训练场上不断突破极限，未

来战场上才更有胜算。

一名特战尖兵的极限冲锋
■祁武辉 本报特约记者 张鹏飞

9 月 6 日，第 76 集团军某旅组

织快速架桥训练。

陈 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