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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时，刘楚有点激动。他期待这

次参加“探寻红色血脉”活动能有所收

获，为连队的历史“再补上一些缺口”。

刘楚是第 74 集团军某旅二连一名

排 长 。 初 到 时 ，刘 楚 对 连 队 的 历 史 充

满 好 奇 ，因 为 这 个 连 队 有 一 个 特 殊 的

称号——“生死在一起连”。

这个英模连队历经战火洗礼，在解放

战争中被授予“生死在一起连”荣誉称

号。梳理连史，刘楚发现其中有断层。于

是，他开始想方设法搜寻相关内容。

连史记载，边境作战时期，连队的连

长叫刘克忠，是天津宁河人。一次偶然

的机会，刘楚辗转查到了刘克忠的联系

方式。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拨通了这

个电话。知道老连队在找自己，老连长

非常激动。

根据刘克忠回忆，刘楚为连队“补”

上了那个时期的连史，还增加了边境作

战时期的战斗故事。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时间久

了，刘楚对自己为补全连史而付出的努力，

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强烈的行动自觉。他

觉得，自己就是那“叶”，那“根”里有他的归

宿，有滋养他向上生长的“汁液”。

不久前，旅里组织了一次“探寻红色

血脉”活动，刘楚负责搜寻史料，中士李

智是“探寻红色血脉”小分队的先遣队

员，负责安排寻访的具体活动。

在塔山阻击战纪念馆，小分队计划

向纪念碑敬献花篮。从仪式准备开始，

担任礼兵的李智就注意到，一位穿着老

式军装、戴着旧军帽的老人，一直远远看

着他们。那天清晨，塔山阻击战纪念馆

一开馆，老人就站到了门口，跟着小分队

一路参观了纪念馆，后来又注视着他们

向先烈敬献花篮。

活动结束，李智又遇到这位老人。

原来，老人是东北野战军的一名老兵。

他一直念叨着要到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塔

山来看看。可是，儿女考虑到父亲年事

已高，不赞同老人远行。这一次，老人竟

然偷偷买了一张火车票，只身来到塔山。

这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却让敬献花

篮仪式多了几分历史的凝重，也让李智

和战友们始终念念不忘。

这位老兵，和这群年轻官兵一样，都

在寻找的旅途上。他们在寻找过去中缅

怀与怀念，在寻找过去中传承与担当，汲

取奋进的力量。

探 寻 红 色 血 脉 汲 取 奋 进 力 量
■本报记者 陈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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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 74 集 团 军 某 旅“ 生 死 在 一 起

连”荣誉室一隅，陈列着 3 块不同寻常的

石头。

这是连队指导员参加旅里“探寻红

色血脉”活动时，从远在辽宁的白台山 7

号阵地战斗遗址带回来的。

不久前，该旅遴选官兵组成“探寻红

色血脉”小分队，一路行程两千多公里，

沿着部队创建发展的历史路线寻根溯

源。3 块大石头、一袋泥土，被“生死在

一起连”指导员安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

箱中，跟着他辗转数地，从北方来到南

方，继续见证这支部队的成长与荣光。

跋山涉水，这支小分队在纪念馆的

文物里寻找先辈踪迹，在前辈英雄的家

中聆听他们讲述战斗故事，走到部队曾

战斗过的阵地，现地感受前辈的战斗精

神……一路走来，他们究竟找到了什么，

又带回了什么？

“这场阻击战打出了
一支部队的精气神”

脚下是浓密的杂草，旁边是一片庄

稼地。不远处的村庄，一座座房舍排列

整齐，乡村公路穿行其间。在那些白色

和蓝色的房顶下，乡亲们过着安宁又繁

忙的日子。

历史，就在脚下。75 年前，就在这

个小山岗上，一支部队在伤亡近半的情

况下，连续 19 次击溃了 10 倍于己的敌

军。六天六夜，炮火浓烟滚滚，沙石纷

飞，阵地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

如今，在温和岁月的滋养下，这块土

地早已变了模样。“探寻红色血脉”小分

队根据地图走到附近，在当地村民的指

引下，来到了白台山 7 号阵地战斗遗址。

“ 这 能 叫 山 ？”中 士 李 智 望 着 眼 前

的 小 山 岗 脱 口 而 出 ，“ 听 历 史 故 事 、看

影 像 资 料 ，都 不 如 走 到 现 场 震 撼 。 我

一 直 以 为 ，我 们 的 前 辈 守 的 是 一 座

山 。 来 了 才 知 道 ，这 个 地 方 只 比 平 地

高出十几米。”

1948 年 9 月，辽沈战役爆发，战役的

关键是打锦州。塔山位于锦州、锦西之

间。这支部队的前身、东北野战军第 4

纵队第 12 师 36 团奉命坚守塔山地区的

白台山一线阵地，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

阻止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 11 个师对

锦州增援。

白台山 7 号阵地，就是一个光秃秃、

孤零零的小山岗。国民党军用飞机炸、

舰炮轰，重炮轮番攻击，阵地上地堡被掀

飞，掩体被炸塌，交通沟被填平，焦土被

炸翻面……36 团官兵浴血迎敌、顽强作

战，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死守不退。战

斗结束，36 团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荣

誉称号。

“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

所惜，这场阻击战打出了一支部队的精

气神。”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中，“白台山英雄团”荣誉战

旗作为百面战旗之一，接受了习主席和

全国人民检阅。

炮 火 硝 烟 中 走 来 的“ 白 台 山 英 雄

团”，如今换羽新生为第 74 集团军某旅，

白台山阻击战成为全旅官兵人人耳熟能

详的一段历史。

“前辈们的荣誉是从战场上得来的，

‘白台山英雄团’的传人未来也要在战场

上建功立业！”李智踏上白台山 7 号阵地

战斗遗址，心中热血沸腾。他脚下的土

层里，就有“白台山英雄团”前辈流过的

鲜血和炮弹轰炸的焦土。

曾经，李智在比武竞赛上拿过名次，

出国维和时面对过枪林弹雨。但是，此

时此刻，他觉得“与前辈们比起来，自己

那些阅历似乎不值一提”。

战场打赢，才是一名军人真正的骄

傲。像是被一把神奇的“火镰”点燃了血

性，李智坚信，“未来战场上我的战位请

放心”。

去往白台山路上，一级上士侯东海

惦记着自己不久后要参加的“装甲兵专

业驾驶特级”考试。当兵 16 年，荣立 3 次

三等功，手中的各种证书一大摞，但他心

里的恐慌感更强了，时时处处想着要给

班里年轻战友“打好样”。

此次探寻白台山战斗遗址，一到阵

地，侯东海就陷入了沉思：“白台山一战，

涌现出朱贵班长等许多战斗英雄。如果

是我带着一班战士，迎接这场战斗，现在

的我们能不能经得起战场的考验呢？”

参加“探寻红色血脉”活动回来后，

侯东海直奔驻训场。战友们发现，侯班

长的脸上多了一份凝重感，对每一个训

练环节都抠得更细了。训练时，步战车

内温度高达 40 多摄氏度，他带着班里战

友们在车里一钻就是一天，全身没有一

处是干的。

当班长，上了战场不仅要对胜负负

责，也要对战友们的生命负责。侯班长

说：“带着他们上战场，就要打得赢，带

得回。”

“要让老班长相信，
我们一定会把他的精神
发扬光大”

“那时候，战友们见了面，互相问候

的头一句话就是‘你还活着呢’。”92 岁

的老兵仇福林说，“上战场就是准备去拼

命的，没有一个贪生怕死。”

参观完辽沈战役纪念馆，“探寻红色

血脉”小分队来到辽阳，看望老英雄仇福

林。仇老是原东北野战军第 4 纵队第 12

师 36 团 2 营 6 连一名通信员。因为在白

台山阻击战中战斗英勇，战斗结束后，6

连被授予“英勇善战连”荣誉称号。

亲眼见到辉煌战史中的前辈，对许

多官兵来说还是第一次。大家用敬慕的

眼光望着老英雄。仇福林则像看自己孩

子一样，望着这些充满朝气的年轻军人。

茶几上，摆着仇福林年轻时一张英

姿勃发的军装照。打白台山阻击战时，

他才 17 岁。国有磨难，青年觉醒也早。

如今 17 岁的青少年，都在校园里学习。

而那个年代，许许多多像仇福林一样的

年轻人，已经加入到人民军队的行列，拥

有自己的信仰，为了国之未来，站到了战

场上。

“那是一场没有胜算却最终胜利的

战斗。六天六夜，敌人对我采取立体进

攻，前辈们是拿命在阻击。”二级上士彭

七星是 6 连一名班长，是“英勇善战连”

根正苗红的传人。当他把“英勇善战连”

连旗拿到老前辈面前，老人激动得眼泪

在眼眶里打转。老英雄用手轻轻抚摸连

旗，又紧紧把脸贴在连旗上。

彭七星向老英雄汇报了连队建设发

展的现状。得知部队已经换装最新式步

战车，老英雄连连赞叹。

在塔山阻击战纪念馆，彭七星看到

了 94 式 75 毫米山炮；在辽沈战役纪念

馆，他看到了 M2 式勃朗宁重机枪。以

前，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来源五花八门，

性能参差不齐。就是用这些并不先进的

装备，我军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硬仗。

“现在，我们的武器装备更先进了，装

备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更应该把老前辈

那股不服输、不怕死的英雄气传承下来。”

彭七星深有感触地说，自己要把前辈的故

事，讲给班里的战友们听，尤其是刚下连

的新兵们。前辈的故事值得更多后辈知

晓，他们的精神值得更多后辈学习。

在塔山阻击战纪念馆陈列柜里，“生

死在一起连”的“毛金奎班”班长自光勇

看到了前辈毛金奎的立功喜报和勋章，

十分激动。

当天的纪念活动结束以后，自光勇

独自走进纪念馆旁边的烈士陵园。他逐

个墓碑寻过去，终于在第二排第一个找

到了毛金奎的墓碑。

自光勇用手把墓碑上的落叶拨掉，

打开随身携带的水壶，用清水把墓碑上

的尘土洗去。

在毛金奎墓前，自光勇与班里战友

连线，全班在线为老前辈扫墓、献花，一

起重温战斗故事。

塔山一战，英雄毛金奎只身抓获多名

俘虏。“以前，我们班里人都知道老班长的

故事，但是从没觉得离英雄那么近。站在

他的墓前，读着墓碑上老班长的事迹那一

刻，作为‘毛金奎班’后人的责任感、使命

感一下就上来了。”自光勇说道。

得知老班长的后人就在辽宁，自光

勇坐上高铁专程赶到本溪。见到身着军

装的自光勇，毛金奎的儿子毛建凯激动

得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他慷

慨地拿出父亲的立功喜报和证书等文

物，郑重地交到自光勇的手上：“父亲这

些荣誉放在连队保管，意义更大些。”

“红色文物故事里，有我们联结血脉

的纽带。作为‘毛金奎班’的后人，我们

有责任讲好他的故事、传承好他的精神，

继续他的战斗人生。”自光勇说，等下次

休假，他要再去给老班长扫墓，看看老班

长的家人，“要让老班长相信，我们一定

会把他的精神发扬光大”。

“就像一棵树一样，
树根提供滋养，树叶同时
也在提供能量”

在部队前身的诞生地——天福山起

义纪念塔，小分队现地组织强军故事会，

“生死在一起连”指导员连线了全连官

兵。这次，他讲起红色故事，更加生动传

神、绘声绘色。

对他来说，参加这次“探寻红色血

脉”活动，是开展教育的良好契机，也是

一次难忘的自我教育。“当自己理解了、

心有所感了，讲给战友们听的时候，能组

织的语言也就更多了。”他说。

2017 年，这名年轻的军官从国防科

技大学毕业分配到旅里。这一年，也是

该旅开启转型之年。血脉基因里的战斗

精神，让这支部队换羽重生、重获荣光。

从 此 ，他 与 这 支 部 队 的 成 长 紧 紧 连 在

一起。

具有光辉战斗历程和光荣革命传统

的英雄部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来到

旅里这 6 年，他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感受

和转变。

这名年轻的指导员发现，与其说他

在努力改变别人，不如说部队一直在改

变他。

这次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满头白发

的志愿者声情并茂地讲解战斗故事，引

得他和战友们侧耳倾听；在老英雄常文

芳家里，老人那句“下次来，可就见不到

我了”，令战友们掉了泪；在白台山 7号阵

地战斗遗址上，官兵把土刨开一层又一

层，捡起厚土下的石头，放进背包里……

当历史变成“鲜活”且“有血有肉”的存

在，无形中已经成全了“追寻”的意义。

2001 年出生的下士尚见雨是“探寻

红色血脉”小分队里最年轻的队员。“真

要让我们上战场，我们也会像前辈一样

永不退缩。我相信，我们可以！”他说。

都知道侦察兵训练狠，尚见雨却觉

得“每一天都很刺激很热血”。平日训

练，他奋勇争先；演训场上，他胆大机智、

敢打敢冲。入伍第 4 年，他已经当上了

班长。2022 年，尚见雨参加集团军侦察

尖子专业集训比武，获个人第二名，荣立

三等功。2023 年，他带领战友们夺得了

旅里练兵比武竞赛优胜班组。该旅“龙

虎榜”最上面，“侦察尖兵”尚见雨的照片

分外醒目。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就像一棵树一样，树根

提 供 滋 养 ，树 叶 同 时 也 在 提 供 能 量 。”

2311公里，一路探寻红色血脉，每一个停

下脚步的地方，都让尚见雨记忆深刻。

谈到这一路的收获，这名 00 后士兵说：

“我们要传承好部队优良传统，把自己锻

造成一把可以为祖国冲锋的利剑。”

“探寻红色血脉”小分队和 96 岁的

老英雄常文芳作别，大家非常想听老前

辈再说点什么。二连指导员努力抓取老

人不断重复的含混词句。后来，他听清

楚了，老英雄说：“这些年轻人，就是我们

的希望啊！”

寻 找“ 生 死 在 一 起 ”的 精 神 源 头
■本报记者 陈晓杰 通讯员 罗 彬

重回革命阵地、寻访老兵足迹、讲

读红色故事……近年来，各部队采用灵

活多样的形式，让红色历史“活”起来，

促进官兵用好学懂历史这本厚重的教

材，深植信仰之力，点燃血性基因，激发

练兵动力，建功强军事业。

被寻找的历史，总是当下最渴盼

的、最急需的。如今，90 后、00 后成为

官兵主体，他们能不能像老一辈那样铁

骨铮铮、不惧生死？红色历史教育成为

很多单位的破题路径之一。

红色历史教育有没有效果，如何组

织很重要。只有发自内心的真诚，才能

从历史中探寻到那穿越时空的宝贵精

神财富。深挖资源，有效运用，方能将

其发扬光大。开展红色教育，需要探索

沉浸式、体验式、分享式的模式创新，让

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共情、共鸣，最终实

现思想上的交融，行动上的共振。

知所从来，思将所往，方明所去。历

史并非被割裂出来的过去，它深度嵌入到

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中。当下，我们更需要

用历史来鞭策现实，用历史来警醒现实，

从历史中看清指引未来的精神图谱。我

们不仅要到历史中去采摘“耀眼的花朵”，

更要到历史中去获取“奔腾的地火”。让

红色历史真正“活”起来，“活”在每名官兵

心里，血脉之火才能越燃越旺。

让红色历史“活”起来
■陈晓杰

第 74集团军某旅二连组织野营拉练。 曾庆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