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这

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

峨丰碑。

当年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保留下来的红军部队成为今天人民军队的“种子”部队，并在新的长征

路上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使命任务。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5 周年之际，让我们一

起学习党史军史，探寻红军部队的优良传统、红色基因以及矢志奋斗强军的精神风貌。

—编 者

9 月底，北疆某训练场，第 78 集团军某旅装

步五连正在进行战斗射击考核。1 号车射手、连

长郭祥卫率先击发。只听“轰”的一声，一发炮弹

精准命中靶心。其他车组紧随其后，霎时间，硝

烟四起，数发炮弹呼啸着直奔靶标。

这个装步五连，就是被誉为“突破乌江第一

连”的英雄连队。

1935 年 1 月，连队跟随红军主力抵达乌江南

岸。乌江自古为黔地通南达北的天然屏障，江面

宽达百米，两岸悬崖绝壁，形成乌江天险。

在茶山关渡口，面对湍急的河流和对岸敌军

的炮火，在无渡船、无重火器的情况下，连队作为

先遣团突击连，第一个冲上乌江对岸，为掩护部

队主力顺利过江做出了突出贡献。1935 年 2 月，

连队被授予“突破乌江第一连”荣誉称号。

从那时起，“五连面前无天险”的革命豪情就

融入了官兵血脉。“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

豁得出来、困难面前党员优先，成为一代代连队

官兵的精神共识。”郭祥卫介绍。

2017 年 ，连 队 整 体 改 编 ，装 备 全 面 更 新 换

代，不少课目需从零练起。在一无教材、二无教

员的情况下，连队成立攻关小组潜心钻研，不到

3 个月，他们就把新装备研究透彻，探索出的训

练招法在全旅推广，还研究出一套“挡位闭锁装

置”，有效消除了驾驶员误挂挡导致“窜车”的隐

患。列装当年，该连就形成了整体作战能力。

去年，连队首次参加跨区演习。面对陌生的

环境，连队官兵个个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连长

郭祥卫妻子临近分娩，他为保证实弹射击推迟休

假；临近复员的四级军士长朱红恩，主动请缨“打

前站”，提前进入驻训地安营，斗酷暑、战沙尘；远

程机动战车意外侧滑掉入深沟，底盘技师王占强

奋不顾身抢修装备，最终化险为夷……

奋勇攻坚的背后，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连队

指导员杨松桥介绍，新兵下连、干部任职，第一站

到的是连队荣誉室、第一堂课学的是连史。他们

还常态化开展党员带头精武强能、党员带头攻坚

克难等“九个带头活动”，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

因、争当红军传人。“连队官兵逐渐形成‘红军连

队样样红、红军传人个个行’的行动自觉，敢于担

当 打 头 阵 ，以 实 际 行 动 投 身 强 军 实 践 ！”杨 松

桥说。

第 78 集团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

赓续血脉 续写新荣光
本报记者 李卓尔

“1935 年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和咱们

连官兵围坐在一起，用缴获的红菜盘吃了一顿煮

南瓜，勉励大家在党支部带领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深秋时节，第 83 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指导

员郑纪文，在连史馆向官兵们讲起了“红菜盘”的

故事。

80 多年过去，曾见证了连队南征北战峥嵘

岁月的红菜盘，已经成为“红一连”官兵的“传家

宝”，被放在连史馆珍藏，激励着一代代官兵为了

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砥砺前行。

“红一连”是一支历史厚重的红军连队。

长征途中，“红一连”听党话、跟党走，为长征

胜利作出贡献：多次担负先遣分队职责，参加战

役战斗 100 余次，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

城、四渡赤水都有连队官兵的身影。

“革命先辈为了救国救民，翻过一座座雪山，

穿过一片片草地，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作为‘红

一连’的‘接班人’，我们怎能不冲锋在前？”在今

年 3 月举行的连队强军故事会上，党员胡长春主

动登台，分享自己的感悟。

“锻造克敌制胜的能力，就是我们新时代革

命军人要攻克的‘娄山关’‘腊子口’！”分享的最

后，胡长春总结道。

连队官兵不断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

在强军路上奋勇前进。今年 4 月，在备战国际军

事比赛时，一班战士崔文科不慎崴伤了脚，再加

上去年训练的旧伤复发，疼痛难忍。

“最好还是休养一个月！”战友们关心道。

“我的伤我了解，一点不严重，大家别担心。”

面对疼痛，崔文科没有丝毫退缩。那时正是备战

比赛的关键阶段，崔文科为了尽快回到练兵场，

每天坚持在医生指导下，争分夺秒进行康复治疗

和训练，终于在两星期后成功归队。

“跟革命前辈比起来，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在他心中，连队在长征期间爬雪山、过草地的英

勇事迹，始终是鼓舞他一往无前的动力。最后，

崔文科和战友们以优异的成绩完成比赛，所在车

组获得金牌，崔文科也被评选为“最佳驾驶员”。

连队官兵的辛勤付出，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张滋堃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伟大长征精神一

直激励着我们开拓进取。相信新一代‘红一连’

官兵，一定能不负时代，创造新的辉煌！”

第 83 集团军某旅“红一连”—

不负时代 创造新辉煌
本报记者 李龙伊

“风雨浸衣骨更硬，

野 菜 充 饥 志 越 坚 ；官 兵

一 致 同 甘 苦 ，革 命 理 想

高于天。”85 年前的 1936
年 10 月，我们党领导红

军 ，以 非 凡 的 智 慧 和 大

无 畏 的 英 雄 气 概 ，战 胜

千 难 万 险 ，付 出 巨 大 牺

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

彪炳史册的长征。这一

惊 天 动 地 的 革 命 壮 举 ，

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

写 的 壮 丽 史 诗 ，是 中 华

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中的巍峨丰碑。

长征锻炼了人民军

队，长征磨练了人民军

队，长征成就了人民军

队，长征开启了人民军

队发展的新起点。长征

是人民军队的光荣，光

荣的人民军队必须永远

继承红军长征的伟大精

神和优良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

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

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

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

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

和强大军队，为维护国

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而矢

志奋斗。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坚持走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

战略部署，明确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

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

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在

新的长征路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

军、改革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机械

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

战，把新时代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人民军队是革命的

依托、民族的希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

军队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无论时代如何发

展、形势如何变化，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

导始终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

永远不能丢。要紧紧扭住政治建军不放松，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葆人民军队性

质、宗旨、本色，永远做红军的传人，着力培养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

命军人，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

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

长征途中，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四渡

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

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

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

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靠的是

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

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

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要紧紧扭住备战打仗不放松，坚持战斗力这

个唯一的根本标准，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

备，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提升打赢信息

化战争能力。要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

命意识，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担负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的重大责任。

“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旗上写满铁

血荣光……”慷慨激昂的《强军战歌》，唱出了

全军将士为新时代使命任务英勇战斗的豪情

壮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必须强化使命担当，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上来，加快军事

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

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提高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质量效益，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的强大军队，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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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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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
做
红
军
传
人

建
设
一
流
军
队

徐

隽

弘
扬
长
征
精
神

矢
志
奋
斗
强
军

—
纪
念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长
征
胜
利
八
十
五
周
年

“我们是光荣的‘红军炮兵连’，巍巍井冈

是摇篮……”前不久，在第 80 集团军某旅“红

军炮兵连”新兵入连仪式上，官兵整齐列队，一

曲《红军炮兵连连歌》把人们的思绪拉回长征

时期的烽火岁月。

“红军炮兵连”诞生于 1930 年 7 月，是红 3
军团第一个山炮连。1935 年 5 月，中央红军准

备强渡大渡河。25 日凌晨，17 名勇士组成渡

河突击队，时任连长赵章成负责炮火掩护。

然而，敌我兵力悬殊，山崖隘口暗堡重重，

“十七勇士”刚一上岸就遭到猛烈攻击。赵章成

临危受命，携带无炮架的迫击炮和仅剩的 3 枚

炮弹，左手托起炮管，右手拇指跷起，将炮弹填

入炮膛……敌军被突如其来的炮击击退。“十

七勇士”乘势拿下渡河点，红军先头部队成功

渡河。“三发炮弹挽狂澜”的传奇佳话由此而出。

危急时刻敢决胜，炮声阵阵惊敌胆。几十

年来，“三发炮弹挽狂澜”的精神，在一代代官

兵心中传承。在该连，每年新兵下连、新干部

到任，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参观连队荣誉室，

唱的第一首歌是《红军炮兵连连歌》，上的第一

堂课是“连队英雄故事”。

走进连队荣誉室，下士陈曹炜看着一张张

奖状、一幅幅照片，迸发出矢志打赢的战斗豪

情：“要想在关键时刻决战决胜，关键是平时要

立足战位、深钻细研，练就过硬新本领！”

2014 年，连队参加某跨区演习，面对临机

课目，时任连长杨为杰沉着应对，指挥炮四班

打出了“五发五中”的好成绩；去年 7 月，“红军

炮兵连”参加实弹射击考核，考核当天突降暴

雨，官兵迅速作业，最终圆满完成射击考核，优

秀率达 98%……

连队组建以来，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 1 次、

二等功 7 次。党的十八大以来，连队年年被上

级表彰为“基层建设先进连队”，连队党支部连

续 50 年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成为旅基层

建设的模范标杆。

“全连官兵将始终发扬敢打必胜的精神，

紧盯斗争一线，在真训实练、真考实评中夯实

决胜根基，不辱神圣使命！”指导员邢少军说。

第 80 集团军某旅“红军炮兵连”—

传承精神 练就新本领
本报记者 刘博通

今年 9 月初，“飞夺泸定桥红二连”官兵参

加实兵演习，其“物资护卫队”在运输途中遭

“敌人”偷袭。“向‘敌’后方突进！”官兵们沉着

冷静，迅速采取应对措施。

突进过程中，队长吴进的膝盖被石子划出

一个大口子。为了行动继续进行，吴进不顾

疼痛，继续带领队员冲锋，物资最终被顺利运

送至目标地域。

第 82 集团军某旅“飞夺泸定桥红二连”组

建于 1925 年。长征途中，该连所在团奉命抢占

泸定桥，保障红军主力渡河。全连官兵到达后

桥面已毁，只剩下 13 根铁索。危急关头，连队

22 名突击队员攀踏着摇晃悬空的铁索，拼死夺

下泸定桥。战后，22 名突击队员被誉为“飞夺

泸定桥二十二勇士”。

虽然经过多次改编转隶，但“要桥不要命”

的连魂在连队始终传承。

泸定桥头，“飞夺泸定桥红二连”排长臧雅

麒与连队战友视频连线。“狭路相逢勇者胜。

红军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正是由于他们对信仰

的执着和胜利的渴望！”臧雅麟说。

今年连庆期间，“飞夺泸定桥红二连”派出

党员代表重回英雄地，参观当年 22 位勇士浴

血奋战的地方 ,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

“我是红二连传人，我宣誓：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坚决服从命令，绝对可靠忠

诚……”官兵们庄严的誓言久久回荡。

在连魂、连史的感召下，连队官兵始终秉承

着夺桥精神，攻坚克难、敢为人先。该连连续 30
年被上级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

“我们现在还保留每晚点名喊连魂、唱连

歌、执行任务打荣誉旗、重大节日吃传统饭等

传统。”指导员宋超凡说，通过这些活动，引领

官兵继承红色血脉，争做红军传人。

今年，连队开展了“做打赢先锋，当忠诚勇

士”比武活动。经过激烈角逐，22 名官兵最终

当选今年的“新时代二十二勇士”。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大无畏精

神，苦练杀敌本领，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我们

的神圣使命！”新当选的“勇士”侯磊激动地说。

第 82 集团军某旅“飞夺泸定桥红二连”—

继承传统 迎接新挑战
本报记者 刘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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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飞夺泸定桥红二连”官兵在野外训练。 刘 健摄

图②：“突破乌江第一连”官兵在实战背景下开展战术训练。

张光轩摄

图③：对抗演练中，第 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官兵下车战斗。

新华社记者 张永进摄

图④：“红军炮兵连”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 谭 元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相甲奇、韩佳洋、王宁、徐瑞、陶然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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