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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史，为何感觉熟悉
又陌生

大漠戈壁，黄沙莽莽。第 73 集团军

某旅新兵下连“第一站”就来到部队野外

驻训点。

安顿下来后，“能攻善守英雄连”田

指导员就组织全连新兵开展“走进连史”

教育活动。而这，已是该连坚持多年的

传统。

课堂上，新战士殷享宁与身边战友

听着指导员慷慨激昂地介绍连队的英模

人物、战斗风采、发展历程，细数连队历

史上荣获的奖牌和锦旗。

“连队历史如此辉煌，但过去了这么

久，总感觉英雄的名字和事迹离我们太

过遥远……”授课结束散场时，殷享宁

与战友的一句无心之语，让田指导员陷

入沉思：年轻一代官兵似乎对这些历史

传统、红色底蕴缺少共鸣感和兴奋点。

无独有偶。一次，连队组织一场以

“穿越时空的血性叩问”为主题的强军故

事会，下士辛长博第一时间找到田指导

员，自告奋勇想要登台演讲。

“我作为‘张春才班’的传人，连队历

史和战斗英雄故事早已熟记于心……”

得到指导员同意后，辛长博信心满满地

着手准备。

可是，随着准备的深入，辛长博发现

自己对连队的了解，仅仅停留在熟知荣

誉室里陈列的奖牌、锦旗和战斗英雄的

简要事迹上，对连队历经的大大小小战

役战斗的细节与过程知之甚少。

“这还是我自以为熟悉的连队吗？”

那一瞬间，辛长博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

陌生感。

陌生源自细节匮乏，距离源自无法

共情。

“连队历史上，那些抛头颅、洒热血

的革命先烈不能只传承下来一个个‘单

薄’的名字，他们以无畏壮举展现的英雄

气概才是连队蕴藏的精神瑰宝，才是我

们这个连队‘根’之所在。”

一 次 全 旅 的 教 育 准 备 会 上 ，田 指

导 员 将 这 个 问 题 提 了 出 来 ，没 想 到 引

起 了 大 家 的 共 鸣 ，许 多 连 队 主 官 感 同

身受。

“官兵们只知道连史上的名字，却不

了解英雄事迹背后的感人细节；只喊得

出连队的连魂口号，却讲不清背后的历

史缘故……”某营“突击英雄连”黄指导

员说。

“部分官兵对连史的了解层次还较

浅，一些连队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历史脉

络存在‘断片’情况，导致连史这张‘拼

图’无法完整。”某营“模范修理连”康指

导员随后发言。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如果只

是单纯地记住了名字，不知其细节过程，

于连史有损，于教育无益。”会上，宣传科

方科长讲起一次蹲点调研中的经历，他

发现近半数官兵对连史的了解更多的是

“碎片化”和“表面化”，缺乏深入共情的

理解。

会后，方科长将“如何进一步挖掘红

色家底、传承红色基因”的问题纳入研究

报告中，摆上旅党委的案头。

对此，该旅党委研究决定，结合上级

部署开展“红色家底守护”工程的通知，

成立寻根小组，系统抢救挖掘红色传统

资料，展开口述历史整理工作，征集传统

史料文物，从多个方面对部队历史进行

深入挖掘和整理考证。

寻当年之史，铸奋进之魂。一场寻

根之旅就此展开。

现地探访挖掘，拓印
历史刻痕

“八百壮士威震古城，功比三大义

举。”1928 年，由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

平江起义，在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打响。

这 里 ，也 是 寻 根 小 组 到 达 的 第 一

站。除了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外，他们

专程拜访了一位连队老英雄吴石林。

早在出发前，寻根小组成员陈岩，

通过连史和相关史料熟知了吴石林的

事 迹 。 在 前 往 平 江 的 火 车 上 ，陈 岩 再

次 翻 看 着 手 中 的 连 史 资 料 ，上 面 这 样

记载——

“距离大部队发起总攻的时间还有

几分钟，班长骨干相继负伤倒地，可前面

还有 20 米布满雷场的进攻道路没有打

通……”

“当时，七班战士吴石林毅然决然地

选择用身体滚过雷场，身后雷声四起，部

队顺利通过通路按时发起了总攻，最终

取得了胜利。战后，幸运活下来的吴石

林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那场残酷战斗带来的震撼依旧不

减，但革命先辈激烈拼杀的细节痕迹却

在连史的代代传承中逐渐模糊。

按照地址，他们叩开了吴石林的家

门。

尽管此前大家都曾看过吴石林年轻

时的照片，但第一眼见到，大家还是惊讶

于老英雄的精神矍铄。

得知来意，吴石林激动地同大家讲

述起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 为 什 么 我 们 连‘ 能 攻 善 守 ’？ 因

为 全 连 只 有 一 个 信 念 ，那 就 是 没 有 啃

不 下 的 硬 骨 头 ，没 有 守 不 住 的 阵 地 。

有 人 说 我 是 英 雄 ，其 实 我 更 是 一 个 历

史 的 见 证 者 ，那 些 牺 牲 的 战 友 们 才 是

真正的英雄。”

在摄影机的镜头下，那些不曾被知

晓的战斗细节和感人故事被清楚地记录

下来，曾经在连史里模糊、甚至缺失的地

方也逐渐清晰了起来。

“八班副班长梁显邦，战斗刚开始头

部 就 负 了 伤 ，3 次 昏 倒 。 连 长 要 他 下

去。他说，我还没有穿插到位，死也要往

前倒！”

“九班副班长范修标在围歼敌人时，

左小臂被打断，鲜血染红了袖子，他坚决

不下火线，一直跟随连队穿插到指定位

置……”

随着老英雄的讲述，一段段荡气回

肠的战斗经过被还原，一个个可歌可泣

的战斗事迹被记载。讲到动情处，在场

人都眼含泪水……

“这些都是培育战斗精神和血性胆

气的鲜活教材，它们承载着革命先烈的

大无畏英雄气概。”小组成员刘朋感慨

不已。

站 在 芦 溪 河 畔 ，寻 根 小 组 与 老 英

雄吴石林道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继

续去追寻“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激励

着 当 年 那 群 年 轻 官 兵 坚 守 使 命 、无 畏

冲锋”。

来到老英雄李继光家，扑面而来的

是一阵淡淡的花香。窗外细雨蒙蒙，屋

内讲述扣人心弦。

“探垄阻击战前夜，师党委决定让三

营担任穿插尖刀营，由于任务重大且艰

巨，师党委决定派一名师级干部到三营

一起参加战斗。最终，时任副师长李万

余 来 到 了 尖 刀 营 ，而 我 也 随 行 一 并 前

往。”李继光娓娓道来。

“战斗间隙，李万余给战壕里的官

兵 们 讲 起 过 去 战 场 上 一 位 英 雄 的 事

迹 ：烽 火 硝 烟 中 ，一 个 刚 刚 入 伍 的 新

兵，凭着一颗手榴弹俘敌一个排，在历

次战斗中，荣立过 8 次大功！最终，谜

底 揭 晓 —— 那 位 年 轻 的 英 雄 ，就 是 眼

前的李万余副师长！”

“当尖刀营到达指定地点的时候，李

万余又不顾危险，冒着枪林弹雨，来到三

面遭敌火力猛烈射击的七连阵地指挥战

斗，终于歼灭了敌人，牢牢守住了阵地。

战斗结束，上级授予这个营及所属连、

排、班共 13 面锦旗。”

寻访结束，陈岩在笔记本的扉页上

写下这样一句话：“先辈事，后辈志。莫

忘先前事，亦如后世不忘今日史。记住

战事、记全连史、记牢壮志是我们这代人

最好的传承方式。”

历 时 2 个 多 月 ，寻 根 小 组 日 夜 兼

程，辗转全国各地走访 5 个省、15 个县

市 ，共 走 访 慰 问 18 名 当 年 亲 临 战 场 的

一线指战员，围绕军旅生涯经历、战役

战 斗 历 程 、英 勇 战 斗 事 迹 等 方 面 展 开

深 入 采 访 挖 掘 ，收 集 大 量 珍 贵 的 战 场

史料。

一幅幅珍贵的影像、一个个感人的

细节，拓印下荣光历史的刻痕……

未来的连史，将由我
们来书写

前不久，下士马永贞参加集团军群

众性岗位练兵比武，载誉归来，荣获“勇

士”系列表彰。

连队第一时间为他举行了“入连史”

活动，在全连官兵共同见证下，马永贞在

连史册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每一个强军足迹都值得被铭记。”

田指导员告诉记者，厚重的连史，之前是

由革命先辈书写；如今，要靠当代官兵来

续写。

“看到自己的名字被记在连史册上，

我感到无比光荣！”回忆起那个情景，马

永贞至今激动不已，“那一刻，我感受到

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作为连队大家庭

中的一员，我们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会

被郑重地记录下来。”

精神光芒可以穿越时空，红色基因

必将薪火相传。

一 次 训 练 任 务 打 响 前 ，为 进 一 步

激 发 官 兵 血 性 胆 气 ，引 导 官 兵 把 高 昂

的 斗 志 转 化 为 练 兵 备 战 的 实 际 行 动 ，

寻根小组与连队官兵进行了一场隔空

连线——

老英雄吴石林面对雷场的毅然决

然，老英雄张春才向战友高喊“向我投

弹”的英雄气概，时任连长彭安沙面对汹

涌洪水时的毫不犹豫……画面中，小组

成员依据采访实录和历史实物为官兵讲

解，并和大家分享这一路以来的收获和

见闻。

视频连线结束，台下掌声雷动，先辈

们视死如归的革命热情让官兵们震撼又

感动。

战前动员部署会上，连长向各班排

下达了任务。在高昂士气的鼓舞下，连

队官兵在演兵场上一路冲锋。

五班班长梁家隆带领攻坚班组拔除

“敌”前沿火力点，为连队开辟进攻通路，

突破“敌”两个火力点的交叉封锁，向前

突击。

在装甲车遭遇反坦克地雷，车辆被

判 定 无 法 前 进 ，副 班 长“ 牺 牲 ”的 情 形

下。梁家隆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带领班

组成员下车战斗，最终将两个火力点成

功摧毁。

此时，经过导调组裁决，攻坚班组仅

剩梁家隆一人，而突然出现的“暗堡”拦

在了主攻分队进攻通路上。距离发起总

攻的时间已不多。梁家隆仔细观察后，

锁定了“敌”暗堡位置，朝着目标扔出了

仅剩的 3 个发烟罐。在烟幕的掩护下，

他手握爆破筒低姿匍匐数十米，将最后

一个暗堡成功爆破，为主攻分队顺利开

辟通路。

“作为‘能攻善守英雄连’的兵，为

了胜利一无所惜！”训练复盘总结会上，

谈及当时的想法，梁家隆坚定地说。

“红色血脉中蕴含的精神养分，是官

兵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更是矢志练

兵奋战的不竭动力。”田指导员告诉记

者，随着训练任务结束，连史册中又增添

了新的内容，不断“丰满”的连史离不开

每名官兵的共同努力。

思 想 认 同 度 越 高 ，践 行 自 觉 性 越

强 。 随 着“ 红 色 家 底 守 护 ”工 程 的 推

进，寻根小组逐步完成了素材整理、视

频编辑、文物复刻等工作，梳理形成一

个 访 谈 音 频 资 料 库 、一 套 采 访 文 字 实

录集、一组征集文物史料图册、一部专

题纪录片。

同时，他们对相关历史文物、资料文

献进行系统性修缮，对各单位现有连史

进行补充更新，让英雄事迹广为流传，让

“红色家底”照亮前路。

“‘红色家底’不仅要发掘好、保护

好，更要传承好。”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

告诉记者，为进一步赓续红色血脉，他们

主动在局域网上开设“寻根”栏目，播放

专题纪录片，打造教育品牌，增强官兵们

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历史长河不息，时代考卷常新。“红

色家底”代代传，正成为该旅官兵新的时

代课题。因为今天奋进强军新征程的故

事，明天必将记入连史。

一 场 跨 越 时 空 的 寻 根 之 旅
■喻润东 冯 杨 本报记者 向黎鸣 特约记者 廖晓彬

2022 年，第 73 集团军某旅“能攻善

守英雄连”搬进了崭新的现代化营房，

田指导员也迎来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

任务——重建荣誉室。

连队组建至今的 70 余年光辉岁月

中，革命先辈用热血谱写了一曲曲英雄

赞歌，“能攻善守”精神仿佛一条红色血

脉，蜿蜒流淌在时光长河中，滋养着一批

又一批的连队官兵。

看着眼前空荡荡的荣誉室，田指导

员暗下决心，一定要进一步挖掘光荣历

史，进行更加生动丰富的展示，做一名合

格的传承者。

熄灯号响起，点点繁星映照夜空。

田指导员独自一人在荣誉室伏案整理近

些年来不断补充修缮的连史文献。他一

边对照连史，一边小心翼翼地把眼前弥

足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实物逐一排序，连

队“过去”的样子渐渐被重现出来。

随着荣誉室重建工作的不断深入，

田指导员慢慢地发现了存在的问题。

“探垄阻击战中，连队与敌军鏖战两

个昼夜，多次打退敌反冲击，为后续胜利

奠定了基础……”看着连史中的描述在

这里戛然而止，田指导员心里不禁产生

了一丝疑惑。

“连史中的‘多次’到底是几次？有

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阻击战又取得

了怎样的具体战果？”翻找不同时期修

缮的连史，田指导员始终没有找到想要

的答案。

他感到，连史中“缺”了一页，而这缺

失的一页背后，是被时光隐藏的革命先

辈舍生忘死、英勇无畏的战斗事迹。

“荣光岁月需要后人不断擦亮。”结

合上级部署开展“红色家底守护”工程

活动的时机，排长陈岩和几名战友，带

着寻回“连史缺失一页”的任务踏上了

寻根之旅。

走访中，寻根小组一行人找到了全

程参与探垄阻击战的部队时任宣传干

事——李继光。

聊天中，李继光老人拿出了一个锈

迹斑斑的铁盒，里面有一些已经泛黄的

老照片和一本笔记本。

令陈岩激动不已的是，这本笔记本

详 细 记 录 了 那 场 阻 击 战 中 ，共 13 次 反

冲击的时间、歼敌数量以及当时的战斗

细节。

告别李继光老人，登上火车后，陈岩

将拍摄的笔记本记录内容，发送给田指

导员，激动地说：“那一页缺失的连史我

们找到了。”

伴随着火车的呼啸疾驰，寻根小组

继续朝着下一个目的地开进。

那 一 页 缺 失 的 连 史 找 到 了
■谢 安 喻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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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3 集团军某旅组织实战化

训练。

图①：实弹射击训练。

图②：远程机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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