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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胸膛里装着的，既
是国家的荣耀，也是每一个中
国人的爱国心”

走进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雷锋的

身影，出现在墙壁上的英模挂像中；雷锋

的故事，出现在与“雷锋连”战友的视频

连线中……

“那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提起雷

锋，仪仗队员刘学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

起身边的“雷锋”——副队长张天龙。

一次休假，刘学斌收到了家乡武装

部制作的纪念日历。他一眼就认出，日

历上印的是副队长张天龙的照片。

张天龙常在阅兵中担任护旗手。他

身着空军礼服走在队伍最前列的那张照

片，有着非常高的“出镜率”——在全国

各地的征兵宣传海报中，人们经常会见

到这名面庞英武、身姿挺拔的仪仗兵。

在年轻人眼中，张天龙和战友们还有

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地表最帅天团”。

那是一次海外阅兵，张天龙站在队伍排

头。他和战友们在异国阅兵场上，展现出

“我代表祖国、我就是中国”的气质。

“作为仪仗兵，学雷锋不仅要体现在

助人为乐、爱岗敬业上，更要体现在用心

展示国家形象、捍卫国家尊严上。”张天

龙说，“我们胸膛里装着的，既是国家的

荣耀，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心。”

练 就 过 硬 本 领 ，展 现 大 国 威 仪 。

2015 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上，仪

仗方队迈着铿锵的步伐走向天安门广

场。在距离天安门广场 50 米的位置时，

护旗手张天龙的视线突然被随风飘扬的

军旗遮挡住了。

万众瞩目的时刻，动作有任何调整都

会被无限放大。张天龙稳住心态，拼尽全

力控制身体。最终，他凭借扎实的功底保

持步幅不变、步调一致，带领方队精准通

过天安门广场，圆满完成受阅任务。

在仪仗司礼大队，仪仗一队四营营

长程诚被大家称为女兵的形象代言人。

入伍 18 年，程诚在军旅路上留下了

一串闪光足迹：共和国首批仪仗女兵、全

国三八红旗手、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志愿者形象大使……

“从 2014 年组建到现在，女兵队已

经完成 200 多场仪仗司礼任务。我们的

岗位决定了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更好地

向全世界展现中国女军人良好的形象。”

程诚说。

“对国旗的热爱，就是我
们对祖国的热爱”

这可能是全军最拥挤的宿舍——高

低床一字排开，间距不足一米；衣柜、鞋

柜只能摆在屋外走廊上。

这里，是北京故宫端门东朝房，也是

国旗护卫队官兵的宿舍。

由于场地有限，政治教育、党团活动

通常也在宿舍进行。临近 3 月，指导员

刘鹏飞拿着《雷锋日记》和《雷锋故事》，

挤进屋里和战友们一同学习。

品读《雷锋日记》，分队长褚泽亮被

一句话深深触动：“我要以黄继光、董存

瑞、方志敏等同志为榜样，做一个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革

命事业的人。”

仪仗兵们将对祖国的热爱，融进了

每天升起的五星红旗。“国旗，是国家主

权和荣誉的象征。对国旗的热爱，就是

我们对祖国的热爱。”褚泽亮说。

在国旗护卫队，有这样一组数字令

人动容：从新战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国

旗护卫队队员，至少要经过 7 个月的严

格训练考核；每年，每名队员正步行进的

距离长达数千公里；每天，官兵们起床时

间都比太阳升起早 1 个小时，起床后，他

们还要在路灯下训练 40 分钟，才执行升

旗任务。

岁月更迭，风雨无阻。从天安门城

楼行进到金水桥，然后过长安街到升旗

台……每天，国旗护卫队在固定路线上

往返。长年累月的行进，在这条路线上

留下了 4 条深浅不一的擦痕。

褚 泽 亮 来 到 国 旗 护 卫 队 已 有 11

年。作为教练员，每天升旗时他都会站

在金水桥的正中间，观察队员们的一举

一动。

当国歌奏响，褚泽亮就会暂时忘记

自己教练员的身份。他的目光跟随五星

红旗，缓缓升起。“这么多年，每天重复地

观看升旗、降旗，但每一次都会心潮澎

湃。”褚泽亮说。

国旗护卫队有一个规矩——无论何

时，国旗绝对不能落地。

2018 年 10 月 5 日，国旗护卫队执行

完降旗任务返回途中，周围群众纷纷避

让，地面通道留下了一面小小的五星红

旗。走在第一排的升旗手袁晋爽，下意

识地弯腰，迅速将这面小国旗捡起，队伍

继续整齐行进。

“当时，无论是谁发现那面国旗，都

会将它捡起来。”在褚泽亮看来，这个被

网友誉为“最帅弯腰”的动作，不只是个

人行为，还代表着整个国旗护卫队。因

为，每天清晨他们从睡梦中醒来，第一眼

就会看到宿舍墙壁上的标语——护卫国

旗，重于生命。

2013 年 ，“ 雷 锋 班 ”命 名 50 周 年 之

际，“雷锋班”历任老班长从五湖四海聚

到一起，开展“重走雷锋路”活动，其中一

站就是天安门广场。

时间回溯到 1958 年。那天，18 岁的

雷锋背上行囊，离开家乡望城，远赴鞍山

支援祖国建设。在北京换车的间隙，他

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在金水桥前拍

下了一张照片。

半个多世纪后，时空转换，仪仗兵与

雷锋的身影，映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

安门广场上悄然重叠……

“人生也是一门功课，只有
坚持下来，才能取得好成绩”

正阳门以北，广场两侧，最新式庆典

礼炮呈“八”字形等距列阵。

随着一声令下，西侧炮阵的 28 门礼

炮 轰 然 鸣 响 。 随 后 ，东 侧 炮 阵 齐 声 轰

鸣。接着，两侧炮阵交替鸣放……

礼炮每次鸣响时的电压、电流、接触

阻值等数据，都被仪仗司礼大队礼炮中

队火控技师张生鹏一一记在笔记中。这

样的工作日志，他已经记了足足 19 年，

摞起来有半米高。

对张生鹏来说，重复的记录并没有

让他厌倦，反而令他多了一份敬畏之心：

“平时记得越仔细，执行任务的时候越放

心。”

张生鹏记工作日志，是跟老班长胡

业学的。胡业坚持写日志，是跟雷锋学

的。

那本《雷锋日记》，胡业不知道翻了

多少遍。起初，他从中感受到的是一名

普通战士的人生体验、理想信念、读书体

会以及工作学习情况等；后来，读的次数

多了，他突然意识到：“人生也是一门功

课，只有坚持下来，才能取得好成绩。”

从 此 ，胡 业 养 成 了 写 日 志 的 习

惯 。“ 我 们 执 行 任 务 时 一 定 要 仔 细 、仔

细 、再 仔 细 ，平 时 更 要 多 钻 研 、多 思

考 。”对 胡 业 常 说 的 这 句 话 ，张 生 鹏 开

始并不以为然。

那年，张生鹏接替老班长成为礼炮

主控手。当他心里发慌、手忙脚乱时，才

明白班长的良苦用心。“就像是带孩子，

照顾得越仔细，越不容易出问题。”张生

鹏渐渐有所领悟，从此也养成了写日志

的习惯。

礼炮鸣放有 4 个标准：响数必须绝

对准确，响声必须在同一点上，礼炮鸣放

必须与国歌声同步，礼炮兵必须形象一

流、动作规范。

张 生 鹏 积 累 下 来 的 工 作 日 志 ，成

为确保礼炮齐射的重要依据。翻阅这

些 日 志 ，战 友 们 可 以 追 溯 几 天 前 甚 至

几 年 前 的 相 关 信 息 。“ 如 果 遇 到 故 障 ，

就 可 以 结 合 数 据 ，快 速 分 析 事 故 原

因。”张生鹏说。

前些年，礼炮升级换代，内部的控制

系统越来越精密，张生鹏的笔记中和电

子、电路相关的字眼越来越多。为了掌

握新技术，张生鹏主动学习模拟电子技

术、晶体管电路技术和脉冲数字电路等

专业课程。

得益于多年的不懈钻研和学习，张

生鹏现在不仅取得了本科学历，还成功

申请了 3 项礼炮鸣放国家专利。

与张生鹏相比，下士罗嘉祥学的新

技能似乎有些“小儿科”。入伍后，罗嘉

祥学会了理发。“帮战友们理完发，看着

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我特别高兴。”他

说。

罗嘉祥的老家，在湖南长沙望城区

雷锋镇。入伍前，镇武装部组织所有新

兵参观雷锋纪念馆。那时，父母站在人

群中，自豪地跟旁边人介绍说：“这是我

儿子。”

那时，罗嘉祥便下定决心：要做一名

像雷锋一样的好战士。

“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
螺丝钉，把一切献给祖国”

每年 8 月 1 日，“雷锋”都会出现在国

家大剧院或北京音乐厅。

这一天，《接过雷锋的枪》这首曲子

在舞台上奏响。那干脆有力的曲调分外

有感染力。“音乐就是有这种魅力，它会

穿越时空、直达内心。”军乐团小号手雷

宇说，就像学习雷锋，光喊口号是没用

的，关键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雷宇是仪仗司礼大队军乐团最年长

的一位演奏员。站在演出队伍中，他的

一头银发格外显眼。时至今日，他一吹

起军号就激情满满，就像军号奏响的激

越嘹亮乐声一样振奋。

每次军乐团登台演奏，都会有很多

观众被乐曲打动。有一次，一位老兵激

动地冲上舞台，抓住他们的手大喊：“谢

谢！谢谢！”

雷宇出生于 1963 年，正是毛主席号

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那

年 。 13 岁 那 年 ，他 参 军 入 伍 来 到 军 乐

团，学习演奏小号。当时，老师讲得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干一行爱一行”。

不 过 ，那 时 的 雷 宇 还 不 理 解 这 句

话。他觉得，吹小号只不过是一项任务，

和战士站岗没什么两样。直到 1997 年，

雷宇随队执行香港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

式演奏任务。

那是我国在国际外交场合首次使用

礼号演奏迎宾曲。作为演奏小组成员之

一，雷宇必须尽快掌握这门新乐器。为

此，雷宇开始了长达2个月的高强度训练。

那天，在万众瞩目下，雷宇和战友们

登台高奏《回归号角》。“见证祖国强大，

为祖国高奏凯歌，是军乐战士的荣耀。”

雷宇回忆当时的情形仍激动不已。

1999 年，澳门回归当天，雷宇和战

友再度登台演奏。接连亲历和见证重大

历史时刻，深深触动了他，让他对“干一

行爱一行”有了新的认识。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阅兵式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已经 50多岁的雷宇坚定表态，一

定要和战友们一起坚守岗位，奏响军乐。

入伍以来，雷宇几乎每天都会吹小

号。即便休假在家，他也会给小号装上

静音器，照样训练。他常说：“一天不吹，

自己知道；两天不吹，同行知道；三天不

吹，观众知道。”

2022 年年底，北京卫戍区举行先进

典型事迹报告会，雷宇受邀登台。“我所

有的一切，都是党和部队给的。”他深情

地说，“一身绿色军装、一个平凡岗位、一

把强军小号，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

丝钉，把一切献给祖国。”

今年 2 月 28 日，仪仗司礼大队的“雷

锋讲堂”迎来一位特殊的战友——北部

战区总医院原副主任医师孙桂琴。

60 多年前，还是小学生的孙桂琴，

曾受过雷锋的辅导。如今，通过课堂交

流，孙桂琴发现，雷锋的“螺丝钉”精神，

已深深融入仪仗队员们的血脉。

嘹亮的军号响起，军营里走来了一

列列雷锋传人的身影……

（采访中得到孟杰、刘炘烨大力支

持，特此致谢）

来自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的报告—

“雷锋”永远在我们的队列里
■李 捷 周 辉 邱 婧 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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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北京，寒意尚浓。清晨，端门与午门之间的中轴线
上，站满了去故宫参观的游客。

靠近中轴线一侧，是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国旗护卫
队营区的西门。在这里，中士岳振国支起了一张简易桌
子，摆好暖瓶和水杯。路过的游客，可以随时喝上一杯
热水。

这个小小的暖心之举，在寒冷的日子里显得格外温暖。
在游客们眼里，国旗护卫队的官兵就是“雷锋”。

前不久，该大队军乐团演奏员刘泉偶遇一名摔伤的老

人。他上前搀扶起老人并联系其家人，及时将老人送往医院。
后来，老人的子女专程赶到军乐团致谢时，刘泉才知

道当时的凶险——再晚一会儿，老人的腿就保不住了。
在获救老人心中，军乐团的官兵就是“雷锋”。

雷锋，一个让中国军人温暖和自豪的称呼。自从 1963年
学雷锋活动开展以来，每当人们褒奖一种高尚行为时，总会不
自觉地与这个称呼联系在一起。

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被誉为“中国军队名片”的解放军
仪仗司礼大队，一睹新时代“军旅标兵”的学雷锋风采。

图①：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国旗护卫队官兵执行升旗任务。 丁志凯摄

图②：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军乐团官兵执行司礼任务。 刘炘烨摄

图③：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礼炮中队官兵执行司礼任务。 隋 晓摄

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官兵执行任务。 隋 晓摄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

雷锋同志题词 60周年。60年来，雷锋的

事迹在中华大地被广为传颂，雷锋精神

被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弘扬。雷锋，早已

不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座精神丰碑、

一张文化名片、一个信仰灯塔。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习主席强调

指出，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

璀璨的光芒，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凝聚强大力量。

一个国家的崛起不能没有精神，

一 支 军 队 的 强 大 不 能 没 有 先 锋 。 解

放 军 仪 仗 司 礼 大 队 作 为 展 示 国 家 形

象 的 名 片 、彰 显 强 军 风 采 的 窗 口 ，更

要 深 刻 把 握 雷 锋 精 神 的 时 代 内 涵 ，

带 头 传 承 弘 扬 雷 锋 精 神 ，争 做 学 雷

锋标兵。

要对党忠诚、听党指挥，像雷锋那

样始终秉持对党的无限忠诚、对祖国

的炽热情怀、对共产主义的真挚信仰，

牢记党的宗旨，热爱党的事业，不负党

和人民的重托，用忠诚、奉献和拼搏甘

当强军兴军的铺路石。

要爱军精武、爱岗敬业，像雷锋那

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争当

爱岗敬业的“螺丝钉”，在坚守平凡中

创造非凡，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贡献智慧与力量。

要 志 存 高 远 、脚 踏 实 地 ，像 雷 锋

那 样 立 大 志 、明 大 德 、干 大 事 、成 大

才，勇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

锋力量，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绽放绚

丽之花。

要服务人民、助人为乐，像雷锋那

样心系群众、甘愿奉献，弘扬人民军队

的宗旨，为党的事业多作贡献，为人民

群众多做好事，让雷锋永远行进在我

们的队列里。

争 做 新 时 代 学 雷 锋 标 兵
■朱威明

锐 视 点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