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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骄阳，位于滇池之畔的民兵综

合训练基地硝烟乍起。

“卧姿装子弹！”指挥员一声令下，一

队 女 民 兵 迅 速 卧 倒 、据 枪 、瞄 准 、击

发 ……一套动作下来干净利落，处处透

出巾帼不让须眉的干练。

枪响靶落。观摩席上，78 岁的老民

兵张美英不由鼓起掌来，连声叫好喝彩，

并说道：“‘阿拉红缨’，还是当年那股气，

还是当年那股劲！”

训练间隙，记者听到了张美英一家

三代 6 人的“阿拉红缨”故事。

张美英是该连第一代女民兵，也是

连队第三任连长，她当上民兵后鼓励身

边的人“不爱红装爱武装”。在她的影响

和带动下，女儿杨艳芳、儿媳高乔美和侄

媳妇杨娇、邵荣及孙媳妇杨丽先后加入

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成为一名光

荣的女民兵。

张美英一家并非个例。在女子民兵

高炮连，母女同连、姐妹同班、妯娌战友

的故事比比皆是。

官渡区阿拉街道普照社区居民李研

妮 ，在 母 亲 李 银 的 影 响 下 ，从 小 就 心 怀

“ 迷 彩 梦 ”。“ 小 时 候 见 过 妈 妈 参 训 的 照

片，像个女英雄，特别神气！”李研妮告诉

记者，从重庆师范大学毕业后，她留在重

庆工作了。去年，听闻阿拉彝族女子民

兵高炮连吸纳新队员，便辞掉重庆的工

作，回到家乡报了名。

“一名大学生、一个女孩子，辞掉好

好的工作，跑去当一个民兵图啥？”面对

同学和朋友的疑问，李研妮毫不犹豫地

说：“我是‘阿拉红缨’的后人，就要当好

‘阿拉红缨’的传人。”

岁月有更替，血脉永相传。现任连

长张楠介绍，作为一支英雄民兵连，阿拉

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成立于 1958 年，是

一面高扬在云贵高原的巾帼战旗。66 年

来 ，这 支 被 国 防 部 授 予“ 英 雄 女 子 民 兵

连 ”荣 誉 称 号 的 集 体 ，曾 荣 立 集 体 二 等

功、三等功，被表彰为全国“基层民兵预

备役工作先进单位”和“军事训练先进单

位”。张楠说，彝家姑娘们都为能成为该

连女民兵而感到自豪，这既是流淌在血

液里的一种红色基因，又是代代传承的

一种使命责任。

“女子民兵高炮连仿佛有种特殊的

‘魔力’，吸引着一代代女青年成为其中

一员。”张楠介绍，组建以来，先后有 1900

余名适龄女青年加入这个光荣集体。

流动的是人员，不变的是基因——

岁月有更替，血脉永相传

永不褪色的“阿拉红缨”
—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

■郭振芳 本报记者 柯 穴 特约记者 张 军

“阿拉红缨”意为尚武精武的青年，是彝族群众对“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民兵的别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起这个民兵连，在云南可谓家喻户晓。后来，以该连事迹为原型改编的电影《阿拉红缨》在全
国上映，让更多的人了解她们的风采。

岁月更替，血脉相传。60多年来，女子民兵高炮连的彝家姑娘们一代接着一代干，当好传承人，青春献连队，为国防
后备力量建设屡建功勋。盛夏时节，记者来到七彩云南，走进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一睹“阿拉红缨”的飒爽英姿。

图①：“爱军精武标兵”李成龙走进阿拉彝族女子民兵

高炮连分享成长成才经历。

图②：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民兵进行战术训练。

图③：2002年，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民兵进行操炮训练。

图④：民兵教练员为女民兵讲解战术动作要领。

图⑤：新入队民兵走进荣誉室学习连史。

图⑥：2002年，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民兵在高炮阵地站岗执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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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荣誉

室 ，首 先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墙 上 的“ 有 我 无

忧，有我无惧，有我无难，有我无敌”16 个

鎏金大字。昆明警备区政治工作处领导

深有感触地说，这 16 个字既是一代代女

民兵叫响的战斗口号，又是镌刻在她们

心灵深处的基因密码和精神标识，它像

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指引和激励着每

名女民兵始终毫不懈怠、勇往直前。

“ 民 兵 也 是 兵 ，武 艺 要 练 精 。 不 尚

武，学历再高也没有意义；不精武，特长

再多也没有价值。”该连指导员周秀兰快

言快语，她说，战备训练始终是她们想得

最多、抓得最紧的工作。

时 任 昆 明 市 官 渡 区 人 武 部 部 长 李

斌，对 2015 年女子民兵高炮连参加云南

省军区组织的跨区机动演习记忆犹新。

面对空中拖靶、航模靶机实弹射击等多

个高难度课目，连队专门请来部队教员

反复讲解兵器原理、射击常识及各炮手

操作要领，还邀请该连老民兵陆玉珍、非

桂英等为大家讲传统、话使命。为练好

高低瞄准和击发，二炮手张净、徐洁、高

丽练习射击动作数百次，手被磨破后鲜

血直流，仍咬牙坚持；副连长杨萍带病坚

持训练，曾两次晕倒在训练场……辛勤

的汗水换来可喜的成绩：实弹射击考核

时，6 个炮班均出色完成搜索、跟踪、装

填、瞄准、射击等规定动作，并取得首发

命中的好成绩。

宝 剑 锋 从 磨 砺 出 ，梅 花 香 自 苦 寒

来。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取得的一

个个荣誉，都是姑娘们不怕苦累、甘于牺

牲换来的。大家都把民兵这一身份看得

很重，精武强能成了她们最清澈的品格。

2022 年 初 ，该 连 告 别 列 装 几 十 年 、

曾创造辉煌历史的高炮，装备实现迭代

升 级 。 面 对 全 新 挑 战 ，她 们 围 绕“ 转 型

怎么办、换装怎么干”展开大讨论，主动

选 送 骨 干 和 训 练 尖 子 到 作 战 部 队 拜 师

学艺。

第一次实操训练，民兵白云燕背负

某型导弹发射筒起立时，一下就坐在了

地上。原来，对于身材瘦小的她来说，操

作重达 20 公斤的发射筒非常吃力。对

此，白云燕和女民兵们为自己量身制订

了训练计划：扛不起发射筒，就用杠铃辅

助练习；腿部力量薄弱，就每天坚持爬数

百级楼梯……没有破茧的勇气就没有化

蝶的美丽，不断加码的力量训练，让她们

的实战本领越来越强。两个月后，连队

交出一份优异成绩单——全员通过专业

技能初级评定。2023 年 8 月，转型升级

后的女子民兵高炮连迎来换装后的首次

实弹射击，结果不出所料——打出了“满

堂彩”。

今年初，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

以民兵军事训练教学法示范月活动为契

机，依托昆明市民兵综合训练基地，借鉴

驻 军 某 部 轮 训 模 式 ，请“ 外 援 ”、聚“ 内

力”、搭“链路”，集智对转型训练中的重

难点课目进行攻关，探索形成一批教学

和训练成果。

尚武是第一品格，练兵是第一要务——

民兵也是兵，武艺要练精

“接上级通知，陆军某部将经过我们

辖区，现命令你连负责高速公路昆明东

收费站至市区段的机动保障，确保部队

安全顺利通过……”去年的一天上午，该

连接到保障过境部队命令后，迅即展开

行动。他们一边集结队伍、一边部署任

务，并第一时间组织干部骨干到现场察

看情况，梳理可能遇到的问题，关口前移

做好各项预案和准备工作。

这 次 任 务 中 ，全 连 人 员 提 前 集 结 ，

在 过 境 部 队 到 来 前 完 成 了 一 次 包 括 交

通导调、秩序维护等全要素全流程的预

演，从而确保了过境部队近千台车辆顺

利通过辖区。任务完成后，部队领导握

着官渡区人武部领导的手，连说了 3 个

没 想 到 ：“ 没 想 到 你 们 战 备 训 练 工 作 做

得这么扎实，没想到民兵队伍应急行动

这么给力，没想到女民兵们的素质和作

风这么过硬！”

“ 时 刻 做 准 备 ，全 力 保 打 赢 ”，这 是

阿 拉 彝 族 女 子 民 兵 高 炮 连 女 民 兵 们 常

挂 在 嘴 边 的 一 句 话 ，她 们 说 ，身 为 后 备

就 要 时 刻 准 备 ，只 有 常 抓 不 懈 遇 有 情

况 才 能 及 时 驰 援 ，高 标 准 完 成 应 战 应

急任务。

不论是参加抗洪抢险、还是维护社

会稳定，该连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3 年 7 月 28 日，昆明市自北向南

出现强降雨天气，主城区多路段交通阻

断，市民通勤严重受阻。疾风骤雨中，51

名女民兵紧急出动，哪里有危险就冲向

哪里、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通宵奋

战，转移被困群众、抢修受损道路、施救

被淹车辆……风雨中，她们用柔弱的身

躯筑起一道“防护墙”。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阿拉红

缨”用坚强担当守护着一方平安。昆明

市森林覆盖率高、植被茂密，每年三四月

份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每逢此时阿拉彝

族女子民兵高炮连就会主动担起防火任

务，在关键入山口设立检查站，严格查验

进山人员与车辆，从源头上做好火灾防

范，确保山林安全无虞。

官渡区阿拉街道党工委书记徐宏治

由衷地说，阿拉彝族女子民兵高炮连是

一面旗帜，也是一支应急突击力量，只要

有她们在心里就感到踏实。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时刻做准备，全力保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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