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

来到驻香港部队某旅装步一连，大家都

有 一 种 感 受 ，这 是 一 个 青 春 洋 溢 的 战 斗 集

体 ，这 是 一 群 积 极 向 上 的 阳 光 青 年 。 平 均

年 龄 23 周 岁 的 青 年 官 兵 ，眼 里 闪 耀 青 春 的

光 芒 ，胸 中 怀 揣 报 国 的 志 向 ，他 们 有 理 想 、

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坚定举旗铸魂，矢

志 奋 斗 强 军 ，是“ 四 有 ”新 时 代 革 命 军 人 的

代表。

青春的航船，需要信仰的灯塔。今天的

装步一连官兵，是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

军思想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在“一国两

制”条件下驻防，自觉传承“支部建在连上”的

红色基因，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强

固忠诚，成长为可信赖的香江卫士。心中有

魂，脚下有根。青年官兵必须扣好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从内心深处厚植对党的信赖、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的人生追求。

有责任有担当，青春才会闪光。建连 95

载，装步一连史册上的英雄灿若星辰，他们

以青春之我投入革命洪流、融入时代大潮，

书写了代代传承的青春礼赞。驻港 25 年，装

步一连官兵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在履行香港

防务的火热实践中担当作为，用青春的智慧

和汗水锻造守护香港的“定海神针”，充分展

现 了 新 时 代 青 年 官 兵 的 能 动 力 和 创 造 力 。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担当。当前，我们正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

的伟大实践，广大青年官兵生逢其时、重任

在肩，必须立大志、立长志，始终胸怀“国之

大者”，争当伟大梦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

业的生力军，在新时代的洪流中贡献青春、

建功立业。

艰 难 知 勇 毅 ，磨 砺 得 玉 成 。 在 装 步 一

连，仪仗队员正步踢够 500 公里才能进编队，

踢够 2000 公里才能参加大项任务，官兵身边

的“枪王”“标兵”“旗手”都不是天生的，而是

历经无数个日日夜夜锤炼、无数次汗水泪水

洗礼、无数项演训任务摔打锻造出来的。在

向建军百年目标奋进的征程上，广大青年官

兵要以强国有我、强军有我的主人翁姿态，

积极投身练兵备战的火热实践，主动接受重

大任务磨练，大力培育激发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战斗精神，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

长 才 干 ，努 力 成 为 可 堪 大 任 的 新 时 代 革 命

军人。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青年

最有效的磨砺。广大青年官兵要只争朝夕，

不犹豫、不懈怠，始终保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要脚踏实地，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

神、“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不破楼兰终

不还”的劲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要永争一

流，不断学习掌握新知识新技能，为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光和热。

（作者为驻香港部队某旅政治委员）

清澈的眼眸 青春的担当
胡建斌

清晨，香港中区军用码头，朝阳初升，微

风轻拂。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

三军官兵代表整齐列队，庄严肃立，等待着那

神圣的时刻。

“升国旗，唱国歌！”随着响亮的口令，升

旗手挥动臂膀，将五星红旗在空中展开，护旗

方队向国旗敬礼。那抹鲜艳的中国红，是他

们心中最亮丽的底色。

执行这次升旗任务的仪仗官兵，来自驻

香港部队某旅装步一连。这是一支底蕴深

厚而又朝气蓬勃的连队，诞生于秋收起义，

是我军“支部建在连上”最早的连队之一，在

抗日战争时期被授予“黄土岭功臣炮连”称

号。 1997 年 7 月 1 日，连队踏上香港这片神

圣的国土，奉命履行防务职责。进驻香港 25
年来，连队官兵用青春激荡起奋斗强军的澎

湃 春 潮 ，用 智 慧 和 汗 水 守 护 香 港 的 繁 荣 稳

定，锻造成为新时代“坚定举旗铸魂的香江

卫士”。

铁心向党，坚定举旗铸魂

95 年前，连队从烽火硝烟中起航，官兵们

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屡建奇功。

“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黄土岭到香江

畔，我们作为红军连的官兵，始终以党旗引领

战 旗 ，把 军 魂 注 入 灵 魂 ，永 远 听 党 话 、跟 党

走。”在连队荣誉室，上等兵讲解员赵淑丽声

情并茂地讲述着连史，将参观学兵们的思绪

带到了那一段段英雄的历史中。

谁能想到，对连史如数家珍的赵淑丽，曾

经还是一个“追星族”。2021 年 2 月 8 日，是赵

淑丽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她从港外新兵

训 练 基 地 来 到 连 队 ，第 一 站 就 走 进 了 荣 誉

室。参观过程中，看到展柜内一面面荣誉战

旗、一块块荣誉奖牌，墙上一位位英模典型的

照片和事迹介绍，赵淑丽的内心深受触动，她

立下志向：“英雄是我的榜样，一定要向他们

学习！”

从那以后，赵淑丽柜子里的明星海报没

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本本党史军史书籍、荣

誉历史学习笔记。她自愿当起连史解说员，

获评仪仗训练标兵，军事体育达到“特三级”，

用行动传承着红色基因。“连队的光荣传统就

是一座精神富矿，不同的时空、同样的青春，

我 们 要 像 英 模 典 型 那 样 听 党 指 挥 、接 续 奋

斗！”赵淑丽说。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驻军，对党忠诚

的 标 准 更 高 ，抵 御 侵蚀的要求更严。”连队

指导员刘君说，连队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强 军 思 想 作 为 强 固 信 仰 的 基 础 工 程 紧 抓

不 放 ，每 月 组 织 理 论 学 习 ，每 周 开 展“ 理 论

闯 关 ”“ 金 句 解 读 ”等 系 列 活 动 ，坚 决 铸 牢

官 兵 忠 诚 维 护 核 心 、矢 志 奋 斗 强 军 的 思 想

根基。

1997 年连队进驻香港伊始，面对营区外

“灯红酒绿”的环境，时任连队党支部书记曾

祥坤提出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官兵，筑牢拒

腐防变“篱笆”。于是，一堂“在特殊环境中永

葆人民军队政治本色”的教育课火热展开。

这堂课，一上就是 25 年。从此，每逢新兵进

港、新干部选调，连队都会及时用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官兵头脑。虽然时代在变迁，内容在

调整，但主题始终不变——永远听党话、铁心

跟党走。

如今，这个连队充满着理论学习的浓厚

氛围：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要点，在排房、长廊

随处可见；班用柜、床头定位卡，贴的都是理

论名句……近 5 年来，连队 60 余名官兵被旅

以上评为“理论学习先进个人”。

“别看连队官兵平均年龄只有 23 周岁，大

家的忠诚和担当精神一点也不少。”刘君谈

道，“连队坚定举旗铸魂、赓续红色血脉、强化

理论武装，让官兵们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和信仰。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年轻的

官兵们带着朝气和活力，在强军路上不断发

起新的冲锋。”

精武强能，练就胜战本领

训 练 场 上 ，一 名 战 士 正 在 进 行 正 步 训

练。军靴一次次有规律地砸在水泥地面上，

每一步都坚定有力。这个脸庞稚嫩的仪仗

兵，正是旅里的“狙击枪王”尤乔冉。

2021 年 3 月 ，驻 军 组 织 狙 击 枪 王 争 霸

赛，尤乔冉主动请缨参赛。经过层层选拔，

她成功入选参赛队，成为队里唯一的义务兵

选手。

同台比武的都是经验丰富的狙击能手，

竞争十分激烈。面对强劲的对手，她下定决

心，决不给功臣炮连丢脸。为提高狙击专注

力，她利用休息时间反复练习；上肢力量偏

弱，就在健身房练到很晚；射击稳定性不够，

就在枪管上垒弹壳，从一颗、两颗直到能垒五

颗……功夫不负有心人，尤乔冉以优异的成

绩，摘得该旅“狙击枪王”桂冠。

尤乔冉的精武故事，是连队官兵奋勇争

先的缩影。在装步一连，精武强能、敢打必胜

的基因，早就融入血脉。

面对部队转型升级的全新挑战，连队官

兵更是迎难而上、主动作为，跑出奋斗强军

“ 加 速 度 ”。 2021 年 12 月 ，某 新 型 步 战 车 列

装，官兵们坐在战车里，抚摸着崭新的仪表

盘，体验着高度集成的信息化装备，兴奋之情

溢于言表。新战车虽好，但操作要求更高。

官兵们心里明白，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新

装备在我们手上，学习运用等不起、慢不得，

等就意味着不作为，慢就意味着要落后。”连

务会上，连长范景森说。

那段时间，连队官兵争分夺秒，围绕新

装备运用掀起一阵阵“学习风暴”。2022 年 4
月 初 ，驻 军 组 织 作 战 分 队 应 急 出 动 能 力 考

核，一连综合成绩总评全优。考评组评价：

不到半年时间能达到这样的训练水平，着实

不简单。

近 5 年来，连队 38 人被评为驻军和旅队

军事训练尖子，32 人在“挂金牌、当标兵”和创

破纪录比武等活动中获得荣誉。回顾连队取

得的一系列成绩，范景森说：“只有奋斗拼搏

才会激荡起奋勇争先的浪花，绽放香江卫士

的风采！”

威武文明，彰显军人风采

一次军营开放活动，上万名香港市民慕

名而来，期待一睹解放军风采。

正当连队官兵进行枪操表演时，突然大

雨倾盆。雨滴拍打着官兵们的帽檐，雨水顺

着裤腿淌进马靴。暴雨并没有影响官兵们的

动作，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变化的枪操队形宛

若一朵雨中绽放的紫荆花。表演结束，现场

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良好形象的背后，是连队官兵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艰苦付出。仪仗训练场，往往一

个简单的挂枪动作就要练上千遍。连队官兵

算过一笔账，每名官兵每年平均磨破 5 双皮

鞋，正步行进超过 800 公里。

“ 驻 守 香 港 ，我 们 是 解 放 军 的 一 张‘ 名

片’。必须拿出中国军人的精气神，展现出威

武文明、和平友爱的形象。”女子仪仗排分队

长王金玉说。

连队官兵的不懈努力，赢得了香港市民

越来越多的认可、支持和关爱。在执行军营

开放、升旗仪仗等任务时，经常会有香港市民

主动为连队仪仗兵遮阳、挡雨或擦汗。

“每次看到这样暖心的场景，我们都觉

得，付出的辛苦都值得。”排长杨一帆说。

爱民拥军的风尚，在潜移默化中生根发

芽。自 2004 年开始，连队共参与举办 14 届香

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 9 届大学生军事生活

体验营，被统称为“两营活动”。

随着举办经验越来越多，“两营活动”的

内容也愈加丰富：香港青少年们不但可以进

行激光模拟射击和军体拳等课目训练，还能

乘坐装甲车驰骋训练场、登上舰艇出海航行，

近距离观摩军事训练。每当活动结束，香港

青少年们都会将自己的“军装军被”小心翼翼

地收进行李箱带走，同时留下写满感激和不

舍的贺卡。

“每年举办‘两营活动’，都有成千上万的

香港学子踊跃报名参加。”连队所在旅负责人

说，“我们相信，随着一批批青少年踏进军营、

了解中国军人的风采，香港市民对祖国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会越来越强。守护这片热土，

我们坚定不移！”

（高毅、唐双山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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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的是岁月，凝固的是

历史。80 多年前，雁门关伏击

战在这里打响，八路军两次伏

击日军，毙伤敌 500 余人，击毁

几十辆汽车……”在国家 5A 级

景区雁门关附近的一处山谷，

讲解员声情并茂地讲述着雁门

关伏击战的战斗经过。这是山

西省忻州市借力红色旅游，开

展全民国防教育的一个缩影。

忻州是一片红色沃土，晋

察冀、晋绥两大抗日根据地从

这里发展壮大，仅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时期留下的重要战斗遗

址 、革 命 旧 址 、革 命 场 馆 就 有

110 多处。红色文化和红色旅

游天然相融，相辅相成。忻州

军分区司令员曲君介绍，全市

首批打造了 11 条国防教育精

品旅游路线，这些路线为忻州

市红色旅游持续“圈粉”，也成

为振兴乡村经济的红色引擎。

近年来，忻州市以挖掘红

色历史入手，创新开展融入红

色文化、融入航天精神、融入文

明城市创建、融入教育培训等

国防教育系列活动。据统计，

2017 年以来，忻州市各县（市、

区）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组织

各类国防教育活动 1700 余次，

在忻参观红色景点游客达 500
余万人次，实现了红色教育再

深化、旅游产业大发展、城市品

质大提升的初步目标。

在 忻 州 市 岢 岚 县 的 太 原

卫星发射中心，运载火箭搭载

“八一·少年行”卫星顺利发射

升空，让参与研制的学生们欢

呼雀跃。一名老师欣喜地说：

“ 这 次 运 载 火 箭 搭 载 发 射 的

‘八一·少年行’卫星，是航天专家指导、40 多名中学生全

程参与研制的低轨道科普卫星，计划运行 180 天。”

借助地理位置优势，忻州市拓展“航天城”国防教育

功能效果，除邀请参观航天发射任务感悟航天精神外，

还在全市 13 所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开设航天特色课，组织

开展航天知识竞赛、航天主题手抄报第二课堂活动等。

4 月 16 日，在忻州市下辖的原平市范亭中学航天主题班

会上，学生李伟观看了神舟十三号返回的直播后激动地

说：“我感到特别自豪，看到了祖国的强大。以后我也要

当一名军人，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

忻州军分区政委刘瑞生介绍，忻州市将国防教育融

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规划建设中。近年来，忻

府区开莱社区等 29 个单位被评为省级以上国防教育示范

单位，全市陆续建成 15 个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和 21 条国防

教育街道，使群众有了随时都可以去的国防教育课堂。

静静流逝的岁月，永远不变的国防情怀。在忻州

市，国防教育系列活动深入人心，形成了优势互补、资源

共享、大众参与的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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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单位组织的政治教员授课比赛中，一些选手

盘点单位“红色家底”，将流传多年的战旗、奖章和荣誉册

等珍贵“传家宝”带上讲台，通过现场描述、传递观摩和问

答互动等方式，倾情讲述部队旧物件、老传统中蕴含的动

人故事。这些“红色家底”，有着跨越历史时空的力量，让

现场的年轻官兵深受感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种借珍贵文物触摸历史、

以鲜活事例讲述历史的教育方法，受到普遍欢迎。军

内 各 单 位 的 红 色 历 史 资 源 ，是 铸 魂 育 人 的 生 动 素 材 。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

承好，必须深盘“家底”、细数“家珍”，挖掘红色基因的

“富矿”。

一方面，我们要对单位档案资料、老旧物件及遗址遗

迹等细致梳理，通过走访老红军、老八路及其亲属后代，

系统整理材料，把散落的“珍珠”串成线；另一方面，要注

重发挥“传家宝”教育实效，讲好英雄谱中的人物故事，打

造红色课堂，为官兵们提供聚力练兵备战、矢志奋斗强军

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北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处处长）

发挥“传家宝”的教育实效
王学刚

“再来一个！”近日，在第 72 集团军某合成旅四营组

织的文艺晚会上，官兵自主创作的军营歌曲、小品、相声

等文艺节目广受欢迎。笔者看到，战士们围坐在草地上，

边欣赏边鼓掌喝彩，热烈的氛围感染着每一名官兵。这

样积极向上、阳光快乐的文体活动，让走下训练场的官兵

得到了充分放松。

近年来，00后战士人数逐年增加，他们网龄比兵龄长，

喜欢遨游网络世界，但往往可能忽视身边人、身边事。集团

军在组织官兵恳谈会时，不少基层干部谈到，基层营连的业

余文化活动单一、组织频率较低，官兵业余生活比较单调。

趣味运动会、读书会、文艺演出……通过组织丰富多

彩的文体活动，我们发现，官兵们在参与中逐渐发掘出自

己的特长、找到军旅生活的乐趣，学习训练劲头更足了。

今后我们将继续开展积极向上的文体活动，回应官兵期

待，增强活动的针对性，营造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进一

步助推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提升。

（作者为第72集团军政治工作部干事）

丰富青年官兵文体生活
童祖静

图①、图④：连队官兵进

行训练。 易 定摄

图②：军营开放日，一名

香港儿童为仪仗队员擦汗。

沈 广摄

图③：连队组织新入连

战士参观荣誉室。

杨 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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