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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

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

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

放新的时代光芒。

——习近平主席2017年 12月

在第71集团军视察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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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老班长入伍 4 年，留下了 300 多篇、共计

10 多万字的日记，里面详细记录着他在训练生活中

的思考感悟。”在陆军第 71 集团军某合成旅王杰事

迹陈列馆，兼任解说员的女话务兵谢梦琪介绍，日记

的内容集中展现了王杰精神，“大家耳熟能详的‘两

不怕’精神、‘三不伸手’等都源自这几本日记。”

1961 年，王杰同志应征入伍，写下了他的第一

篇日记——“人一生以服从祖国需要为最快乐，服兵

役是第一志愿。”

“服役期间，王杰同志刻苦钻研军事技能。”谢梦

琪做了 6 年解说员，数百次的讲解让她对王杰同志

的故事如数家珍，“为了尽可能贴近实战要求，王杰

同志主动往训练器材里灌沙土，做到和真实地雷一

样重。”

灌满沙土的木壳雷、磨秃的工兵锹、用胶布拼接

的导火索……陈列馆里近百件王杰生前训练生活用

品，诉说着英雄不惧困难、艰苦奋斗的青春岁月。走

近一件件展品、一张张照片，仿佛走进了王杰同志短

暂而光辉的一生。

在王杰事迹陈列馆日记展厅，三面日记墙上刻

录了 50 篇节选的日记原文。1965 年 5 月 1 日，23 岁

的王杰同志在日记本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要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两个月

后，他用生命践行了这句铮铮誓言。

在一面展示墙前，谢梦琪介绍道，王杰同志牺牲

后，各地掀起学习王杰精神的热潮，“这里展出的是

50 多年来出版发行过的王杰日记”。

“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远跟着党……”半个

多世纪以来，这首纪念王杰同志的歌曲在陈列馆里

回响，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传承王杰精神。

如今，王杰事迹陈列馆已成为江苏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来自机关、企业、院校等的干部

群众前来参观学习，仅去年一年，就有超过 4 万人前

来学习王杰精神。

“希望更多的 95 后、00 后群体可以走进陈列馆，

阅读王杰同志的日记。”在谢梦琪的解说经历中，学生

群体在参观时总会提出很多的问题，她也会一一细致

解答，“要让青年一代学习英雄故事，用年轻人的语言

去讲述英雄事迹，让王杰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日记里的青春赞歌
本报记者 李卓尔

11 月上旬，皖东某训练场战车飞驰、硝烟弥漫，

陆军第 71 集团军某合成旅一场实兵对抗演练激战

正酣。“弘扬‘两不怕’精神模范连”三级军士长王大

毛，带领全班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优异成绩。

走下战场，王大毛深有感触地说：“从一名坦克

老兵到‘王杰班’的‘新兵’，再到如今的连队通信技

师，是王杰精神一直支持、鼓励我走到了现在。”

2017 年，“王杰班”所在连队从工兵转型为装甲

步兵。此时的王大毛，刚刚从坦克驾驶专业转型维

修专业，就被跨连队选为“王杰班”班长。这时，身边

有战友问他：都当了十几年驾驶员了，还要像新兵那

样去从头学习步兵专业，这得吃多少苦？

“王杰老班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作为

接班人，不能连从头再来的勇气都没有。”王大毛回

答。那时，班里成员已经围绕装甲步兵专业学习了

近 5 个月，可王大毛才刚刚接触。为此，王大毛结合

过去坦克驾驶积累的丰富经验，很快掌握了步战车

驾驶技术，还编写了近 2 万字的操作技巧及注意事

项。同时，他还主动向班里年轻战友请教轻武器操

作、步战车通信及射击专业知识，在他看来，“术业有

专攻，在新的专业领域，我就是一名小学生”。

尽管付出了很大努力，一些高难课目始终无法

实现突破。这也是全班战士普遍面临的问题。“如果

遇到困难的是王杰老班长，他会怎么办？”王大毛和

战友来到老班长的塑像前，向老班长倾诉心里话。

想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承诺，王大毛郑重向老

班长表态：一定要用优异成绩给“王杰班”增光添彩。

从那时起，王大毛和战友每天早晨 5 时起床上

山训练。为了节省来回吃饭路上的时间，他到炊事

班拿两个馒头带上，最后索性自带炊具在野外做饭

……官兵们评价王大毛，“他永远有本领恐慌，永远

如饥似渴，像一台永动机，一直在向前赶路。”

当年 8 月，集团军夜间实兵实弹考核，王大毛带

领“王杰班”取得射击目标命中率 97%、步兵班第一

名的好成绩。去年，已经晋升三级军士长的王大毛，

改任连队七班长。

到了新岗位，王大毛从思想作风到训练标准，都

像老班长一样带头作表率，带领班里的战友向“王杰

班”学习、跟“王杰班”比拼，让班里的专业训练成绩和

人员精神状态实现很大转变。“我们要当新时代的王

杰式好战士，向着胜利，不断向前！”王大毛许下誓言。

做新时代

王杰式好战士
本报记者 李龙伊

铁甲轰鸣，硝烟弥漫。皖北某训练

场，第 71 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装甲分队

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全车注意！冲击！”战车轰鸣而动，

向射击地域发起冲击。行进间，各乘员

密 切 协 同 ，一 发 发 炮 弹 精 准 命 中 目 标

靶。“王杰班”打出了满堂彩，赢得官兵们

的阵阵欢呼。

“王杰班”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

杰同志生前所在班，王杰同志用生命践行

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穿越时空、

历久弥新，不断激励广大官兵奋勇前行。

习近平主席强调，王杰精神过去是、

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

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

放新的时代光芒。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

淮海大地，沃野千里。2017 年 12 月

13 日，习主席来到第 71 集团军某旅，首先

看望了王杰同志生前所在连官兵。习主席

详细了解王杰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事迹，动情地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

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

右铭。

王杰同志，1942 年出生，山东省金乡

县人。他从小就崇尚英雄，1961 年 8 月，

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应征入伍，被分

配到当时的济南军区装甲师某部工兵营

1 连。

入伍后，王杰同志很快加入了共青

团，并连续 3 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两次

荣立三等功。

当 兵 4 年 ，王 杰 同 志 写 下 了 300 多

篇、总计超 10 万字的心得日记。这些日

记真实记录了英雄成长的心路历程——

“ 什 么 是 理 想 ？ 革 命 到 底 就 是 理

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

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

“为了党，我不怕进刀山入火海；为

了党，哪怕粉身碎骨我也甘心情愿。”

“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

一个大无畏的人。”

…………

他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1965
年 7 月，王杰同志在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

炸药包意外爆炸。危急关头，年仅 23 岁的

他为保护在场的 12 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

部的安全，用身体扑向炸药包，挽救了其

他人的生命，而他自己却壮烈牺牲。

王杰同志生前曾 14 次向组织递交入

党申请书，写下“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

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工作干

劲始终高涨。王杰同志牺牲后，根据他

生前愿望，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 1965 年，他生前所在的班

被命名为“王杰班”。

在“王杰班”所在连荣誉室，王杰同

志牺牲时遗留的血衣和钢笔残片，一页

页泛黄的日记，一幅幅珍贵的照片，记录

着他在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事迹。官兵

们来到这里，缅怀王杰同志，从老班长的

经历中汲取奋进力量。

“王杰精神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

富。我们一定牢记习主席嘱托，大力弘扬

王杰精神，把王杰精神融入血液，担当强

军重任，用实际行动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

时代光芒。”“王杰班”班长黄龙说。

王杰同志舍生忘死扑向炸药包，用

生命践行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铿

锵誓言。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光荣事

迹广泛流传，英雄精神代代传承。 1968
年 ，王 杰 同 志 的 出 生 地 改 名 为 王 杰 村 。

如今，王杰广场、王杰中学、王杰班、王杰

少先队、王杰示范岗……无论在军营还

是在地方，王杰精神正发扬光大。

传承弘扬英雄精神，
争当新时代王杰式好战士

习 主 席 指 出 ，王 杰“ 在 荣 誉 上 不 伸

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

这“三不伸手”是一面镜子，共产党员都

要好好照照这面镜子。

长期以来，王杰同志生前所在连队

官兵继承王杰老班长遗志，铸牢铁心跟

党走的坚定信念，锻造能打胜仗的过硬

本领，锤炼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将王杰

精神熔铸进血脉、代代赓续，留下一串串

闪亮的足迹。

2017 年 4 月，“王杰班”由工兵班调整

组建为装甲步兵班，同时又要换装新型

两栖步兵战车，这给“王杰班”的官兵带

来全新挑战。全班战士面向王杰老班长

的雕塑，立下铮铮誓言：一定不会愧对王

杰传人的荣誉，再苦再难也要迈过转型

这道坎。聚焦转型，全班立下 3 条“铁规

矩”：训练时间一秒不能少，规定内容一

个不能落，训练强度一点不能降。

自那时起，“王杰班”战士每天早晨 5
点起床训练。在野外训练场，全班坚持

像当年王杰同志“专拣坚硬的坦克道挖

雷坑”一样苦练硬功，坚持训练进度比人

快一步，训练强度比人高一分，训练难度

比人大一些。

苦 心 人 ，天 不 负 。 列 装 不 足 百 天 ，

“王杰班”在新装备首次实弹射击中，首

发命中、发发命中。

“王杰。”“到！”

王杰同志生前所在连队每天晚点名

时，呼点的第一个名字永远是“王杰”。

走进“王杰班”，王杰同志生前的床

铺依然保持着原样。50 多年来，历任“王

杰班”班长每天晚上都要把老班长的被

子 打 开 ，清 晨 再 把 被 子 工 工 整 整 叠 好 。

对大家来说，这既是一种纪念和敬仰，也

是一种传承和激励。

今年是王杰同志牺牲 56 周年，为缅

怀王杰同志，王杰生前所在连官兵来到

王杰同志长眠地——江苏邳州王杰烈士

陵园祭奠他。这 是 连 队 坚 持 了 50 多 年

的传统。在英雄长眠的地方，官兵们组

织出操、纪念仪式、参观见学、座谈交流

等 活 动 ，深 刻 缅 怀 王 杰 同 志 ，感 悟 王 杰

精神。

连长刘新清代表全连官兵许下坚定

誓言：“在强军兴军伟大征程上，我们要

接过王杰老班长手中的钢枪，学习践行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争做新时代

王杰式好战士。”

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
中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

2019 年 1 月，习主席给“王杰班”全体

战 士 回 信 ，勉 励 他 们 好 好 学 习 、坚 定 信

念、苦练本领、再创佳绩，努力做新时代

的好战士，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中书写

火热的青春篇章，并向战士们和战士们

的家人致以新春祝福。

统帅牵挂士兵，士兵想念统帅，统帅

与士兵心连心。此前，“王杰班”全体战士

满怀深情给习主席写信，汇报他们一年多

来工作、学习和个人成长进步等方面情

况，表达牢记习主席嘱托，砥砺奋进、再创

佳绩的决心和态度。

收到习主席回信的那天，“王杰班”

全体官兵激动得难以入眠。官兵们纷纷

表示，一定要坚决听习主席的话、自觉做

英雄传人，继续取得新的成绩。

“全旅上下将习主席的亲切关怀转

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源泉，通过学习讨

论、专题授课、‘十学王杰’等活动，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时任“王杰

班”所在旅政委张振东说。

“生死有些沉重，但军人必须敢说，

一旦有需要，我也会像老班长那样奋不

顾身……”“王杰班”战士徐彬在给家人

的信中这样写道。第二天，旅里组织新

装备水上驾驶训练。该课目有一定危险

性。徐彬向连队提交申请书，争取到了

头车。

习主席的亲切勉励，成为“王杰班”

战士练兵的不竭动力。如今，“王杰班”

成员人人掌握步战车驾驶、射击、通信三

大专业内容，个个能熟练使用装甲步兵

的 10 余种打击武器，实现了所有战位任

意互换的目标，确保了战场环境下的持

久战斗力，成果在全旅推广。

风沙滚滚，炮声隆隆。今年夏天，第

71 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转战千里，奔赴

西北戈壁遂行演训任务，锤炼火力打击

能力。

阵地上，一声令下，炮兵分队迅即向

指定区域进发，一发发炮弹呼啸而出，精

准覆盖目标区域。从黎明奋战到深夜，

部队连续作战长达 20 余小时，充分检验

了官兵战斗作风和指挥能力。

时刻准备上战场，时刻准备洒热血，

时刻准备打胜仗。如今，该旅战士把“能

打胜仗”内化为一种高度自觉，使挑战自

我练、主动加压练、自找苦吃练成为一种

习惯，把每一次走上训练场都当作提高

打仗本领的难得机遇，在千锤百炼的熔

铸中，一把把“尖刀”锋芒愈发锐利。

时光流逝，精神永恒。大江南北、长

城内外的座座军营，一代代革命军人用王

杰精神凝神聚魂、精武强能，许下铮铮誓

言，积极练兵备战，砥砺胜战本领，在人民

军队的大熔炉中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

王杰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本报记者 徐 隽 刘博通

图①：王杰同志生前所在连队官兵誓师动员。

图②：官兵在王杰老班长雕塑前宣誓。

图③：王杰事迹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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