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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有多支部队

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近期，由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出品的

特别节目《荣誉解码》，在央视国防军事

频 道 播 出 。 节 目 聚 焦“ 模 范 地 空 导 弹

营”“践行强军目标模范艇”“高原戍边

模范营”“强军精武红四连”“学习践行

党的创新理论模范连”“团结战斗模范

连”等荣誉部队，通过多种创新手段，带

领观众探寻荣誉部队制胜密码。

节目通过挖掘荣誉背后鲜为人知

的动人细节，揭示荣誉部队获得殊荣的

核心要素。在第 1 集《模范地空导弹营》

中，官兵研究并推行“无声化”敏捷指挥

模式。一次重大演练中，导弹拦截号手

徐东 2 秒内完成 6 个按键动作转换，创

造了“无声化”作战新纪录。鱼雷发射

管逃生训练，是潜艇兵的一种高难度训

练。在第 2 集《践行强军目标模范艇》

中，一名新兵第一次进入鱼雷发射管。

在高压、黑暗、注满水的环境中穿越直

径几十厘米的管道，需要克服高压幽闭

带来的恐惧，完成一系列复杂动作。由

于紧张，这名新兵紧急发出退管信号，

中止训练。老班长告诉他，这是一代代

潜艇兵成长的必经之路。《荣誉解码》带

领观众看到荣誉背后官兵挑战自我、不

断学习、驾驭国之利器的强军风采。

节 目 以 质 朴 动 人 的“ 兵 言 兵 语 ”，

彰显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豪情壮志。在

第 2 集《践 行 强 军 目 标 模 范 艇》中 ，潜

艇 在 执 行 任 务 期 间 突 然 遭 遇“ 水 下 断

崖”、急速“掉深”。危急关头，陈祖军

带 着 两 名 战 友 ，在 能 见 度 几 乎 为 零 的

水 雾 中 ，完 成 了 主 电 机 关 闭 和 封 舱 堵

漏 等 关 键 操 作 ，成 功 脱 险 。 谈 及 当 年

的 生 死 瞬 间 ，陈 祖 军 却 以 极 为 平 静 的

口吻说 ：“即使牺牲了也没关系 ，通过

指 挥 员 的 正 确 操 作 和 处 理 ，潜 艇 是 有

能力浮上去的。”陈祖军无畏牺牲的勇

气 跃 然 于 荧 屏 之 上 。 在 第 3 集《高 原

戍边模范营》中，“高原戍边模范营”驻

地气候寒冷、含氧量低、紫外线强、全

年 8 级以上大风有 200 多天，却没人选

择主动离开。有战士坦言：“我们在这

里 待 的 时 间 越 长 ，换 进 来 的 战 友 就 会

相 对 越 少 ，患 高 原 疾 病 的 战 友 就 会 少

一些 。”这种质朴的战友情、家国情触

动人心。在第 6 集《团结战斗模范连》

中，有一名叫阮玉楼的战士，是卫国戍

边 烈 士 陈 祥 榕 的 同 乡 。 他 坚 定 地 表

示 ：“我也可以像陈祥榕一样 ，把生命

献给祖国的边防线。”节目通过沉浸式

采访、细节化表达，增强了故事真实性

和 艺 术 感 染 力 ，带 领 观 众 走 进 人 民 子

弟兵的精神世界。

节目引入“桌面电影”的概念，利用

电脑屏幕、运动相机、摄像头等视频画

面，构建起一个明快宽广的叙事空间。

AR、VR 等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增强了

视觉艺术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在《模范

地空导弹营》中，节目利用 AR 技术模拟

了几十张被手指不断点击而磨穿的纸

板，生动展现了地空导弹兵“快”“准”

“稳”的专业技能是如何练成的。在《践

行强军目标模范艇》中，用 3D 技术向观

众科普“水下断崖”和“掉深”等专业概

念，直观呈现潜艇成功脱险的故事。在

《高原戍边模范营》中，利用 AR 技术，在

短短几秒内，生动演绎了全军海拔最高

驻 兵 点 从 地 窝 子 到 固 定 营 房 的 巨 变 。

在《团结战斗模范连》中，记者戴上 VR

眼镜，观察高原上空的璀璨星光，和万

家灯火遥相呼应，从侧面传递出边防战

士坚守边关的家国意蕴。

这些平凡却震撼人心的故事里，蕴藏

着荣誉部队制胜密码。在“模范地空导弹

营”有一棵银杏树，是为纪念以老营长岳

振华为代表的老一辈地空导弹兵而栽种

的。树的旁边，安葬着岳振华。在营组建

日、5次击落敌机纪念日、任务归来等重要

时间，地空导弹营官兵都会聚集在树下，

向老营长报告。薪火相传的英雄文化、荣

誉文化，就这样润物无声融入官兵血脉，

成为激励一代代官兵砥砺前行的强大精

神力量。

特别节目《荣誉解码》——

探寻荣誉部队制胜密码
■朱 璇

近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

播 电 视 总 台 联 合 出 品 的 特 别 节 目《平

“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

三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选

取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重 要 讲 话 、重 要 文

章 中 引 用 的 古 代 典 籍 和 经 典 名 句 ，旨

在 推 动 宣 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充

分 展 现 习 总 书 记 的 丰 厚 学 养 ，彰 显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伟大真理力量

和 实 践 力 量 ，引 导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加 深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认识和理解。

节目共 12 集，各集题目分别为《江

山就是人民》《九万里风鹏正举》《为有

源头活水来》《万紫千红总是春》《风物

长宜放眼量》《天容海色本澄清》《时代

前进的号角》《不负青山不负人》《铁马

冰河入梦来》《雄关漫道真如铁》《明月

何曾是两乡》《长风破浪会有时》，聚焦

人民至上、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统一战线、共同富裕、全面依

法治国、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强军之

路、国家安全、命运与共、以中国式现代

化 全 面 推 进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等 话

题。每集设有 6 个环节：“习近平总书记

原音短片”“文化经典释义”“思想理论

解读”“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思政课”“元

气满满的中国故事”“经典诗文诵读”。

6 个环节相辅相成，构成气韵生动的叙

事链条。

节 目 从“ 用 典 ”切 入 ，由 思 政 理 论

专 家 担 任 思 想 解 读 人 、历 史 文 化 学 者

担 任 经 典 释 义 人 ，讲 解 习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中 引 用 、化 用 的 典 故 或 古 语 的 出

处、含义，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的 理 论 创 新 与 现 实 意

义。第1集《江山就是人民》根据习总书记

引用“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

里”“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

可则决之”等经典名句，说明只有扎根

人民、依靠人民，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第 2 集《九万里风鹏正举》阐

释了习总书记引用的“壹引其纲，万目

皆张”等经典名句，说明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才能纲举目张，做好各项工作。

第 5 集《风物长宜放眼量》从习总书记

引用过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治国

之道，富民为始”“胜非其难也，持之者

其难也”等古语佳句切入，阐明共同富

裕的思想内涵，展现新时代脱贫攻坚、

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动 实 践。第 7集《时

代前进的号角》从习总书记引用过的“万

物 有 所 生 ，而 独 知 守 其 根 ”等 名 言 切

入 ，深 入 阐 释 在 新 时 代 如 何 以 习 近 平

文 化 思 想 为 指 引 ，推 进 新 时 代 文 化 建

设。第 8 集《不负青山不负人》通过解

读习总书记引用过的“观乎天文，以察

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万物各

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民之所

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等名言典故，

阐 释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展 现 中 国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第 10

集《雄关漫道真如铁》通过解读习总书记

引用过的“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

治 不 进 则 退 ”“ 于 安 思 危 ，于 治 忧 乱 ”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等古

文经典，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说明必

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才能

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习总书记引用古

籍 中 的 经 典 名 句 ，并 赋 予 其 新 的 时 代

内 涵 ，成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推 动 中 华 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光辉典范。

节目还讲述了许多历史故事，体现

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贯通古今的时空穿透力。第 3 集《为

有源头活水来》中，结合习总书记引用

的“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

必循俗”等名言佳句，说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性。节目讲述了

管仲不泥古、不拘俗的故事。在今天，

坚 持 和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必 须 与 时 俱

进，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

之问、时代之问。第 4 集《万紫千红总是

春》在对习总书记引用的“人心所归，惟

道与义”进行解读时，列举了唐朝实行兼

容并包的政策，创造大唐繁荣强盛的故

事，说明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必须紧紧依靠各

族人民。第 6 集《天容海色本澄清》在讲

解习总书记引用过的“法令行则国治，法

令弛则国乱”“法者，治之端也”等古文

经典的过程中，讲述了唐朝宰相戴胄清

正廉明、执法不阿的故事。今天，只有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才能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第

9 集《铁马冰河入梦来》从习总书记引用

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

道，不可不察也”“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等古语切入，以汉代名将周亚夫严谨治

军为例，说明“令行禁止”的重要性。第

11 集《明月何曾是两乡》解读习总书记

引用过的“和羹之美，在于合异”“非尽

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等古文经

典时，列举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

洋等史实。这对今天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世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重要借鉴作用。元气满满的中国故

事，使节目形成古今相通、情景交融、启

迪思想、陶冶情怀的文史特质。

节目注重当下，讲述了众多英雄模

范和普通人奋进新时代的故事。在《九

万里风鹏正举》中，黄文秀的研究生导师

郝海燕、百坭村第三任第一书记黄旭，共

同回忆了黄文秀的动人事迹，讲述了基

层 党 支 部 在 脱 贫 攻 坚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

黄旭代表百坭村邀请郝海燕老师担任

荣誉村民。在《为有源头活水来》中，邀

请“奋斗者”号潜航员、中科院声学研究

所高级工程师刘烨瑶，和大连海事大学

思政课教师孔朝霞来到演播室，共同讲

述重大科技取得突破的生动故事。在

《万紫千红总是春》中，展示了一张中国

海军执行撤侨任务的照片，照片里海军

某驱逐舰支队勤务保障队郭燕牵着撤

退中国公民中一个小女孩的手。在演

播室，郭燕与女孩惊喜重逢。在《铁马

冰河入梦来》中，讲述了强军标兵、时代

楷模——第 74 集团军某旅“黄草岭功臣

连”一级上士王锐的故事。在演播室，王

锐深情回忆了 2012 年 12 月习主席视察

他所在部队的情景。在《明月何曾是两

乡》中，受邀前来的陆军某维和培训大队

副大队长吕晓光和陆军航空兵学院副

教授刘波，讲述了他们执行海外维和任

务的经历。“中国蓝盔”以实际行动，彰

显中国热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在《长风破浪会有时》中，节目请来了神

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的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汤洪波，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思政课教师付丽莎，他们一起讲述中国

航天人逐梦太空的故事。航天员们将

一面五星红旗带到演播室。2021 年 6

月，习总书记和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

进行天地通话。聂海胜介绍：“当时，这

面五星红旗就挂在我们背后的核心舱

的舱壁上。我们一定牢记习主席的嘱

托，勇做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的奋斗者、

攀登者。”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党的

创新理论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节 目 还 强 化 线 上 互 动 ，邀 请 来 自

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的观众，以各自生

活中的体会、感受为线索，用真诚质朴

的 语 言 参 与 节 目 讨 论 。 如 在《铁 马 冰

河入梦来》讲到强军话题时，一些观众

提问：“作为普通人，如何为强军作贡

献？”经过热烈讨论，大家达成共识，就

是要立足本职，跨越工作中的“雪山”

“草地”，突破困难中的“娄山关”“腊子

口”，为强国强军贡献自己的力量。节

目以电视纪实短片与演播室访谈结合

的 手 法 ，紧 扣 时 事 热 点 、回 应 观 众 关

切，使节目成为大家思想碰撞、情感交

流的学习平台。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

故》（第三季）通过对习总书记引用过的

名言、典故进行解读，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

机 统 一 起 来 ，努 力 将 深 刻 的 语 言 讲 通

俗、深邃的思想讲透彻、深奥的理论讲

鲜活，更好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精神、理论魅力

和实践力量。

上图：特别节目《平“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海报。

节目组提供

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

生动解读党的创新理论
■江 英

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

第 20 军 58 师 172 团 1 营 3 连连长杨根思

奉命带领一个排坚守 1071.1 高地东南侧

的小高岭，负责切断敌军退路。高地处

在新兴里、柳潭里和下碣隅里“Y”字形

三岔交点位置上，是敌军必经之路。在

极寒天气下，杨根思和战友们连续打退

敌人 8 次猛烈进攻。当敌人发起第 9 次

进攻时，身负重伤的杨根思毅然抱起炸

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向敌群，与敌

同归于尽……战后，志愿军总部将其所

在连队命名为“杨根思连”。如今，这支

连队隶属于第 83 集团军某旅。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

敌人！”长津湖畔，枪林弹雨中，面对气焰

嚣张的强敌，杨根思喊出的“三个不相

信”英雄宣言，燃烧在一代代官兵胸膛

中。70 多年来，杨根思的光辉事迹多次

在影视作品中生动演绎，激励着一代代

“杨根思传人”赓续英雄血脉。

黑色的雪与冻土飞溅起来抛到空

中，炮弹轰炸后腾起滚滚黑烟……电影

《长津湖》用较短镜头呈现小高岭战斗的

艰难悲壮，在特效辅助下，视觉冲击感更

强。小高岭阵地上，由于缺少防空力量，

战士们只能在雪筑工事里躲避敌机轰

炸。在阵地被多轮轰炸后，杨根思大喊

“拿手榴弹来”却无人应答。他找到牺牲

战友身下的一个炸药包，抱起炸药包，眼

神坚毅地向敌军冲去。那纵身一跃尽显

志愿军将士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

浑身冻僵且身负重伤的战士躺在杨

根思怀中说“想喝一口热水”、奄奄一息

的排长董大军搂着杨根思说“俺下辈子

还当你的兵”……电视剧《跨过鸭绿江》

通过众多细节展现了杨根思铁血柔情的

指挥员形象。阵地上，杨根思带领官兵

一次次挡住敌军的攻势。战斗到最后，

阵地上活着的人只剩下杨根思和两名战

士。杨根思命令他们带着连队牺牲战友

的名字卡片和一挺重机枪撤离阵地。生

死攸关时刻，杨根思把生的希望留给了

战士，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

童年时期的杨根思受尽地主压迫。

加入新四军后，他在党的培养下历经战

火洗礼，多次创造爆破奇迹，受到毛主席

接见。纪录片《战火淬炼的特级英雄杨

根思》将历史影像与亲历者口述结合，按

时间线细致讲述杨根思的战斗人生。该

片翔实生动地呈现了杨根思用 18 颗手

榴弹攻下制高点、连续 3 次运送炸药炸

毁地堡等战斗事迹。片中，为抵御极寒

天气，杨根思让连队战士把毛巾撕开护

住耳朵，把被子毯子披在身上行军，宿营

时安排战士堆雪墙、打草铺。杨根思带

领连队长途奔袭按时到达指定战斗位

置，连队没有一个非战斗减员。透过这

些场景，杨根思英勇无畏、机智灵活、体

恤官兵的形象得到立体呈现。

“ 英 雄 并 非 与 生 俱 来 ，杨 根 思 是

毛泽东思想孕育下的英雄。”纪录片《英

雄儿女：极限战争》通过几十位参战老兵

回忆讲述，使杨根思和战友们坚守小高

岭战斗的惨烈情状得以呈现。此时的长

津湖恰逢几十年一遇的极寒天气，杨根

思带领战士们不断突破身体和心理极

限，潜伏在冰雪荒原中等待命令。因受

冻伤被迫截肢的战士周全弟说：“当冲锋

号响起，看到战友们往前冲时，我使劲儿

往前爬，却怎么也爬不起来……”小高岭

被炸成了焦土、山上的松枝被烧成木炭，

目睹连长杨根思牺牲的战士李士瑜几度

哽咽，发出“勇士和阵地同在，英雄和日

月同辉”的慨叹。

敌人身着防寒服，天上有飞机、地上

有火炮；杨根思和战友们穿的是薄棉衣，

装备多是轻武器……动画电影《最可爱的

人》，用动画的表现手法展现惊险紧张的

剧情、机智勇敢的指挥员杨根思。片尾，

当阵地上只剩杨根思一人时，目睹敌人一

步步逼近，他毅然拉燃了导火索，用血肉

之躯拖住了敌军。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

的巨响，杨根思同迎面而来的敌军一起消

失在了烟雾之中。小高岭阵地上熊熊火

焰染红了半边天，这一幕引发了少年儿童

的情感共鸣：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这些志

愿军叔叔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观看杨根思相关影视作品，让“杨根

思连”一茬茬官兵跨越时空与老连长深

情对话。2022 年，卫国戍边烈士肖思远

的 弟 弟 肖 荣 基 光 荣 入 伍 来 到“ 杨 根 思

连”，他感慨地说：“在这支英雄的部队，

老连长的战斗事迹总能让我热血沸腾。

我也要像老连长一样，把打仗的本领技

能练精，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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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中展现的杨根思英勇战斗的风采。

图片合成：游超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