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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记者来到陆军第 83 集团军某

旅“大功三连”时，正赶上新兵下连。连队荣

誉馆里，新兵们围拢在一盏煤油灯旁，聚精会

神地听指导员讲述连队的历史。

“上世纪 70 年代，连队前辈们在国防施

工间隙，挤在坑道里，借着煤油灯光学理论，

事迹享誉全国。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承载着

连队的优良传统、红色基因。”从理论学习的

故事说起，指导员将连队的厚重历史娓娓道

来，新兵们听得心潮澎湃。他们面向荣誉锦

旗庄严宣誓，目光如炬，呐喊出铿锵的强军

誓言。

一茬茬三连官兵，都走过同样的路、听

过 同 样 的 故 事 。 加 入 英 雄 的 三 连 ，他 们 肩

上 扛 起 党 和 人 民 的 期 许 ，担 起 守 护 祖 国 和

平 安 宁 的 重 任 。 新 春 佳 节 到 来 之 际 ，让 我

们 一 起 走 近 三 连 官 兵 ，聆 听 他 们 在 战 位 上

的心声。

守护万家团圆，是军
人的荣耀

“作为一名军人，我心中最美的‘风花雪

月’，是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和边关

冷月。虽然坚守军营很辛苦，牺牲奉献难富

足，但万家团聚我幸福，保卫山河我光荣。”翻

开二级上士赵鹏程的日记，记者被这段话深

深触动。

今 年 是 赵 鹏 程 在 三 连 奋 斗 的 第 八 年 。

刚入伍时，他觉得训练苦、学习累，部队管理

又严格，只想“干两年就回家”。下连后，时

任 指 导 员 与 他 结 成 帮 扶 对 子 ，带 着 他 学 理

论、聊传统，找优秀的班长和他谈感悟、话担

当，还让他担任连史解说员……这些做法，

打开了赵鹏程的心扉。他开始主动找差距、

补不足，思想认识逐步提升，如今已成长为

连队骨干。

“老班长告诉我，子弟兵要当好祖国和人

民的忠诚守护者。”赵鹏程说，“我愿意一直扎

根在三连当兵，用坚守和奉献实现军人的价

值，守好祖国的大好河山。”

很多战士和赵鹏程一样，经过三连的熏

陶，越来越相信有坚守、有奋斗、有奉献的人

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记者翻开三连厚重的荣誉册看到，上面

记录着连队一茬茬官兵的从军誓言：“忠于使

命，不辱使命，献身使命”“一分钟的宣誓，一

辈子的坚守”……一行行笔迹，写满了对党和

人民的忠诚。

在这里，战士们系好了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坚定了要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举过头顶

的信念。

时值岁末，年味渐浓。由于工作需要，大

部 分 官 兵 没 办 法 休 假 回 家 ，要 留 在 军 营 过

年。从军近 20 年的三级军士长张昭成，虽然

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考虑到连队有许多

刚结婚的战友，还是决定把休假的机会留给

他们。

“过年了，虽然一家没团圆，但是凝望万

家灯火、守护万家团圆，我很自豪，这是军人

的荣耀。”张昭成对记者说。

军人的新春，常常是与战友为伴。为了

让 官 兵 们 有 家 的 感 觉 ，连 队 已 经 做 好 迎 新

春的准备工作：提前购买了对联纸，有书法

特长的战士写好对联，送给兄弟连队；采购

红 灯 笼 、小 彩 灯 、气 球 等 ，懂 设 计 的 战 士 提

前 设 计 春 节 画 报 ，有 文 艺 特 长 的 战 士 提 前

编 排 节 目 ；会 摄 影 剪 辑 的 战 士 利 用 积 累 一

年的素材，为大家制作视频，回顾一年的酸

甜苦辣。

感受到渐浓的新年气氛，记者问战士们：

“大家新的一年有什么目标？”下士宋继成回

答，希望通过刻苦训练，把军事体能课目全都

练到优秀，更好地保卫国家；备用卫生员郑伟

说，想进一步提高医疗技能，守护好战友们的

健康；刚成为军士的黄凌浩表示，计划在今年

学会游泳，在未来的海训任务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

大家的回答十分恳切，字字句句都承载

着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记者感到，火热

的强军实践中，每名三连人都在为了目标不

懈努力、砥砺前行。每个小小的梦想汇聚到

一起，共同铸就了他们的强军梦。

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

记者走进三连的传统书屋，看到几面墙前

都立着木质书柜，里面摆放着许多书籍，各类

党史军史、军事理论等著作整齐排列。几名战

士围坐在书屋木桌边阅读，不时提笔记录。

指导员告诉记者：“传统书屋是战士们思

想‘充电’的地方。连队以理论学习闻名，学

习的传统和氛围就像一个磁场，身处其中，大

家都被推着往前走、往深学。”

中士彭桢对此深有感触。名校毕业的他

刚来到三连时，认为自己爱阅读，成绩也不

错，不用花太多心思也能学好理论。没想到，

第一次理论课堂小评比中，他的成绩勉强及

格，在连队垫底。“看到分数这么低，当时都想

找个地缝钻进去。”彭桢说。

那天熄灯后，彭桢第一次踏进了连队的

传统书屋。打开门的那一刻，他看到屋内竟

然座无虚席。这些学习的战友中，有理论成

绩达到满分的“理论达人”，也有突飞猛进得

到连队表扬的“进步之星”。

“那时我脑海里的想法是，他们成绩这么

好，还都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我也不能落后。”

后来，彭桢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扎在书屋里，从

党的创新理论到各类军事著作，他一本接一本

地“啃”，理论功底越来越扎实。“最近的理论测

验，我考了 100分！”彭桢自豪地对记者说。

三连所在旅政治工作部干事王金龙，陆

续担任过三连的排长、指导员，对连队理论学

习的传统深有感触：“三连很多战士都和彭桢

一样，经历了从‘让我学’到‘我要学’，进而让

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过程。”

采访期间，一场“士兵讲坛”正在火热开

展，战士们结合新年新气象、新收获畅谈感想。

谈到家乡的新变化，一级上士张宇难掩

喜悦之情：“我的家乡在山西的大山里。家人

告诉我，老家前一阵通了第一条高速公路，乡

亲们别提有多高兴了。祖国的发展、时代的

进步，值得我们每个人感到骄傲。”

讲到军人的责任，九班班长吴昊说：“周

末我和爱人视频，她正陪刚满月的儿子玩耍，

母子俩笑得很开心。那一刻我感到，军人坚

守战位，捍卫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生活，是

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几名战士结合身边人、身边事，阐述思考

感悟，声情并茂的讲述获得了战友们的阵阵

掌声。“咱们三连的理论骨干，都不想当‘文字

搬运工’，而是争当‘理论翻译家’，想方设法

增强理论的吸引力。”中士张涛对记者说。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据了解，三

连战士留队率很高。“通过理论学习、传统教

育，大家坚定了信仰信念、厚植起家国情怀。

全连官兵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力以赴

向着打赢发起冲锋。”二级上士荆帅表示。

要做最锋利的尖刀，
用奋斗续写新的荣光

连队荣誉室里，悬挂着一面“天下第一

军”锦旗。二级上士姜尧向记者介绍：“这面

锦旗是解放战争初期三连执行剿匪任务时张

北县人民政府赠给连队的，它时刻提醒连队

官兵，部队就是要能打仗、打胜仗，履行好根

本职能。”

紧盯主责主业，三连官兵们时刻保持着

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战备状态：战士们坚持

睡前水壶换新水，衣服放枕边，养成战备习

惯；战备物资按照作战单元装箱存放，加装滚

轮提升装卸载效率……上等兵左玉龙说：“三

连担负着旅应急战备值班任务，平日枕戈待

旦，有任务时才能不辱使命。”

备战打仗的道路上会碰到许多困难，但

是都阻挡不了三连官兵向前冲锋的脚步。

二级上士赵闯回忆，在一次重大演训任

务中，越障课目绵延数公里，每隔百米就设

置一处障碍。炎炎夏日，赵闯和战友们全副

武装，不断重复卧倒、起立、前行，不时还有

“敌”袭扰，但是没人掉队，大家胜利完成任

务。演习导调组组长不禁竖起大拇指点赞：

“这么远的距离，你们都保持着标准的动作，

不愧为三连的兵！”

“面对困境时，我的念头只有一个——我

是三连的班长，必须完成任务。我们作为突

击力量，要做最锋利的尖刀，用奋斗续写新的

荣光。”赵闯坚定地表示。

三连所在旅的前身，是我军历史上赫赫

有名的“红一师”，曾涌现出“大渡河十七勇

士”“狼牙山五壮士”等英模典型，红色底蕴深

厚。革命战争年代，因先后荣立四次大功，

“大功三连”的名号逐渐流传开来。

“‘大功三连’的优秀，是一代代三连人垒

起来的。”连长向记者介绍，和平时期，连队积

极参与各类抢险救援任务，多次参加重大演

训比武任务，被授予“学习践行党的创新理论

模范连”“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荣立集体一

等功 5 次，获得战区以上荣誉 16 次。

荣誉的传承，靠的是一代代连队官兵不

忘初心、接续奋斗。

记者看到，三连营房门前，“热烈欢迎新

战友回家”的条幅在冬日暖阳的映照下格外

鲜 红 。 新 兵 的 到 来 ，给 连 队 注 入 了 新 鲜 血

液。他们从老兵手中接过钢枪，也接过了连

队的血脉与荣光。

迎新之际，班长们以书信形式写下肺腑

之 言 ：“ 扛 起 钢 枪 就 意 味 着 担 起 责 任 ，要 把

忠 诚 刻 在 心 上 ”“ 无 论 遇 到 何 种 困 难 ，不 要

退缩，坚持下去”……这既是对新战友的鼓

励，也是对自己和老战友的鞭策。

今年春节，是这茬新兵第一次在军营过

年 ，连 队 组 织 集 体 给 他 们 的 家 人 拜 年 。 新

兵 佟 丰 宇 家 人 三 代 从 军 ，父 亲 接 到 视 频 电

话 十 分 高 兴 ，同 时 叮 嘱 佟 丰 宇 ：“ 从 军 报 国

是 咱 们 家 的 传 统 ，更 是 有 志 青 年 的 责 任 。

你现在穿上军装，来到荣誉连队，一定要牢

记从军使命，守护国泰民安！”

佟丰宇认真地点了点头。这几天，战友

们发现，佟丰宇比以前训练更加刻苦，尤其

是 军 事 体 能 课 目 ，经 常 自 己 加 练 。 奋 斗 强

军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生根。

青年官兵过硬，军队才有未来。训练场上，

战士们闻鸡起舞、刻苦训练，锤炼打赢能力。望

着这火热的情景，该旅领导坚定地说：“我相信，

他们一定能不负荣誉褒奖、不负使命荣光，走出

属于这一代三连人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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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驻地红色资源构建“联战”特色现地教学基地群、

以现地教学模式创新为主题举办军地高端研讨、以思想历

练为主线凝练教学内容……今年以来，国防大学联合作战

学院某系政治工作教研室着眼提升现地教学思想力感召

力，大力实施现地教学品牌升级工程，打造了融情感激发、

思想锻造于一体的现地教学课堂。

教研室认真剖析不同班次思政学习需求，对应不同班

次设计不同主题，遴选红色资源重塑教学内容，有效解决了

现地教学“打卡式”“零散式”问题，引领学员不断铸牢听党

指挥军魂、强化矢志强军责任担当。

近年来，各院校灵活运用红色资源开展现地教学，在

破解理论困惑、提升思政素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抓好

现地教学，应紧紧扭住思政育人需求，以需求贴近度为标

准遴选驻地红色资源，用重大历史场景中蕴含的思想元

素 、经 验 启 示 、时 代 内 涵 ，扫 除 理 论 盲 区 ；应 坚 持 内 容 为

王，聚焦认知误区，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应创新

教学方式，坚持理论课堂与现地教学一体设计，用理论教

学引领现地教学，用现地场景激发情感，为人才成长提供

丰厚精神滋养。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打造高质量思政课堂
刘孝良 邓朝鑫

训练间隙，拉歌比赛激荡人心；元旦晚会，诗朗诵激情澎

湃……新兵开训以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新兵某团适时开展

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不仅振奋了士气，凝聚了兵

心，而且激发了练兵热情，提升了训练水平。

新 战 士 来 自 五 湖 四 海 ，有 的 对 新 环 境 有 陌 生 感 ，有

的对训练课目有畏难感，有的对带兵骨干有距离感……

这 就 需 要 一 个 强 有 力 的“ 磁 场 ”去 凝 聚 和 引 导 他 们 。 洋

溢青春活力、符合年轻人口味的文体活动就好比是这个

“磁场”。

用好文体活动这个载体，有利于助推新训工作走深走

实。首先，文体活动是融洽情感的“黏合剂”。篮球场上你

传我接，拔河比赛中互相配合，能增进了解、加深情谊，熔铸

坚 强 的 战 斗 集 体 。 其 次 ，文 体 活 动 是 获 取 知 识 的“ 小 课

堂”。通过“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创排文化节目，将红色

基因、英雄故事融入剧本扮演、演讲比赛等活动，增强了活

动趣味性，激励战士自觉投身强军伟业。第三，文体活动是

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加油站”。紧张艰苦的新训生活需要适

当的调节，科学安排文体活动，有助于消除疲劳，恢复体力，

以利再训。

（作者单位：武警第一机动总队）

文体活动助推新训工作
魏昶昊■国防视线R

革命圣地延安，“四八”烈士陵园里庄严肃

穆，数百名学员站在纪念塔前，聆听国防科技

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马小红教授讲述英雄故事，

不少官兵眼角噙着泪花。

红色资源是赓续精神血脉、提升育人质

效的重要阵地，是融通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

的有效媒介。多年来，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

信学院积极做好活用红色资源这篇文章，精

心 打 造 以 长 征 精 神 、延 安 精 神 、大 别 山 精 神

等为主题的系列精品现地实践课，不断筑牢

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陕西延安吴起县胜利山杜梨树下，政治

理 论 教 员 现 场 访 谈 接 待 过 红 军 的 老 乡 后 代

和 党 史 研 究 专 家 ，帮 助 官 兵 了 解 长 征“切 尾

巴”战役前后的历史；湖北红安烈士陵园，学

员 们 在 庄 严 的 仪 式 中 开 启 大 别 山 精 神 专 题

教育……多年以后，很多毕业学员谈起在学

院的学习经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参加现地

教学。

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方华介绍，他们

在数十年传承中不断创新，推出了仪式熏陶、

主题研讨、对象访谈等教学模式，引导官兵追

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

在方华看来，现地教学既要坚持政治性铸

魂育人，又要强化实战度为战育人。为此，他

们邀请军事教员集体备课、全程跟训、现场评

判，将教学案例和经典战例有机融合，并在战

斗行动中穿插组织战斗动员、心理战攻防、召

开战时支委会等战时政治工作课目，让学员在

近似实战环境下锤炼摔打，实现了课堂与战场

的有效对接。

在蟠龙战役旧址，该教研室组织山地进攻

战斗演练，在蓝军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教员引

导学员召开“诸葛亮会”，寻找“金点子”，最终

确定了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的战法，成功夺占

高地。

“ 在 战 争 旧 址 现 地 教 学 ，在 战 场 推 演 战

争，可以让学员的直观感受更加深刻。”该教

研室左吕敏教授说：“一堂新课至少要打磨十

几遍，但每次看到学员们很受触动，再辛苦感

觉也值得。”

“ 一 处 遗 址 就 是 一 个 红 色 课 堂 ，只 有 串

点成线，讲清史实背景、讲活感人细节，才能

真正学有所思。” 该教研室副主任刘国伟介

绍 ，学 院 现 地 教 学 不 是 碎 片 化 的 参 观 见 学 ，

而 是 积 极 构 设 教 育 集 群 ，充 分 发 挥 矩 阵

优势。

为了让现地教学体系化呈现，该教研室

成立了多个课题组，集结了从事党史军史、党

的创新理论等方面研究的专家，从红色场馆

踩点、史料收集整理到教学设计、教案编写，

每一个环节都经过精心打磨，确保了现地教

学的每一站都能释放出“真理的味道”。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创新教学方式 提升育人质效
金正波 张耀广

万 家 团 圆 日 ，将 士 战 备 时 。

节日期间做到全时待战、随时能

战，是一支部队思想作风、精神状

态、军事训练、后装保障等实战化

水平的综合体现，是能打仗、打胜

仗的底气和胆魄。从雪域高原到

海岛前哨，从荒漠戈壁到深山密

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正枕

戈待旦，加强战备值班，坚决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做到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确保全国人民过一个欢乐、祥和、

安全的新春佳节。

保 障 力 也 是 战 斗 力 。 不 久

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发出了关于做好新年春

节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

通知，要求节日期间，各地各部队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重要

论述，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

民光荣传统，巩固发展新时代军

政军民团结，为巩固提高一体化

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进强国

强军汇聚强大力量。

春节临近，各地开展军地联

谊、书画展览、文艺创演等富有地

域特色、军民喜闻乐见的群众性

文化活动，丰富节日双拥文化生

活，密切军民鱼水情谊。有的地

方还发扬拥军支前优良传统，积

极支持部队遂行战备值勤、冬季

适应性训练、跨区机动等任务，跟

进搞好通信、交通、粮油、水电等

各项保障，形成部队练打仗、地方

练支前的生动局面。

与此同时，许多部队组织便

民服务队到驻地周边村庄社区，

配合搞好环境卫生整治、公共设

施维护、节日氛围营造等工作。

有的还协助地方维护机场、车站、

港口等春运秩序，做好低温雨雪

冰冻灾害防范应对等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各项工作，为欢度

佳节创造良好环境。

节日之际的这场“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了“军爱民、

民 拥 军 ”的 优 良 传 统 ，爱 我 人 民 爱 我 军 的 社 会 风 尚 更 加

浓厚。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

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新的征程，号角嘹亮；新的出发，步履

铿锵。新的一年，要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

队建设全局，扎实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持续巩固发展新时

代军政军民团结，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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