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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7 月初，祖国南海，海军延安舰与

多艘战舰组成编队，紧扣新质战斗力生

成展开多科目训练，深度检验提升编队

指挥作战和协同作战能力。茫茫大洋

上，延安舰与各舰默契协同，成功歼灭

“敌”目标。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舰，我

国自主研发的大型驱逐舰，承载了太多

的梦想和期待。入列以来，延安舰经历

多次重大任务锤炼，始终敢为人先、攻

无不克；广大官兵在舰党委带领下传承

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前行航向、矢志奋

斗强军，始终朝气蓬勃、活力四射。

青 春 活 力 ，构 成 延 安 舰 最 亮 的 成

色。“青春之舰”，成为官兵亲切冠之的

响亮称谓。

得知自己将到这艘新舰任职，该舰

干部刘峥感到责任重大。作为首批舰

员之一，在船厂内第一次踏上这艘“万

吨大驱”时，刘峥从后甲板走到前甲板，

一个声音不断在他脑海中回响：“驾驭

这样一艘以红色圣地命名的国之重器，

如何才能做到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 13 年。在延安时

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

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的宝贵精

神财富。”回望峥嵘岁月，该舰领导深深

感到，“进入新时代，只有不断引导官兵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发扬好，才能让革

命圣地与红色战舰的结合迸发出更强

劲的战斗力。”

“我要去延安舰！”在新兵连训练期

间，来自延安的高澎便向连队提出申

请 。 短 短 3 个 月 新 训 ，他 多 次 走 上 讲

台，为战友讲述延安的红色故事，“去了

延安舰，我会继续当好红色精神传人！”

如愿以偿那天，高澎格外兴奋：从

舰艇文化装饰，到“延安之声”广播，再

到舰训、舰歌、舰徽，红色战舰处处都是

延安印记。晚点名前的“微课堂”上，高

澎不再是讲台上唯一的主角，官兵轮流

上台讲述红色历史故事。“能把我和大

家区分开的，似乎只剩下一口陕北口

音。”高澎笑着说道。

最让高澎惊喜的，是阅报栏里夹着

的《清凉快报》。这份舰报，在第一次

“出版”前曾历经数次更名：延安舰报、

深蓝快报、强军简讯……最后，“清凉快

报”从众多备选方案中脱颖而出。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解放日报

社 等 一 起 搬 到 延 安 清 凉 山 上 的 窑 洞

里。清凉山成为多家媒体单位的办公

地点，后来又被称为‘红色新闻山’，留

给新闻人许多宝贵财富。把舰报命名

为《清凉快报》，就是要学习发扬新闻前

辈们艰苦创业、不懈奋斗的精神。”该舰

某部门干部王伟说，为了让官兵在潜移

默化中体悟延安精神，延安舰把通道文

化划分为 12 个篇章，将“延安元素”融

入战舰每个角落。

延安舰右舷主通道口，一块“传承

薪火，铁血智胜”的舰训铭牌格外醒目；

往里走，一幅题为《延安颂》的油画映入

眼帘；水兵餐厅内，参照窑洞造型设计

的书架一侧，延安剪纸意趣盎然……无

处不在的“延安元素”，让大家在耳濡目

染中体悟延安精神的信仰伟力。

宝剑锋从磨砺出，这是扎根延安舰

官兵心中的坚定信念。面对肩负的职

责使命，全舰官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在赶考路上马不停蹄，短时

间内通过全训考核，迅速成为人民军队

的又一柄海上利刃。

“通过考核仅仅是开始，新的考验

在远海大洋上、在狂风巨浪中、在未来

的新型战场上。”该舰干部王亮说。在

王亮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写满注记

的时间表：什么时间完成某项能力生

成，什么时间检验某型武器实际使用

情况……单从表格的时间跨度来看，

延安舰还有不少道路要探索，任务量、

工作量可想而知。

“青春之舰”在成长。官兵挺进大

洋、搏击风浪，一切都是新的，没有经验

可以借鉴，怎么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王亮坚定地

说，这八个字是延安精神的高度浓缩，蕴

含了革命前辈的大智慧，他们注重引导

官兵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通过刻苦学

习填知识空白、补素质短板、强能力弱

项，在实践磨练中苦练内功、锤炼本领。

据 了 解 ，延 安 舰 党 委 在 全 舰 广 泛

开展“延安精神学什么，艰苦奋斗做什

么，制胜深蓝靠什么”等启发式讨论交

流活动，不断凝聚勇担使命、只争朝夕

的共识；深入学习“南泥湾精神”，梳理

总结出“带着问题学、周期反复考、走

到台上讲”的学考讲三步法，推行答辩

式考核，严把培训效果和质量，全面夯

实官兵专业基础。

今年以来，该舰官兵结合使命任务，

不断自我加压赋能，大胆设想未来海战

场可能出现的各种紧急战况，创新训法、

检验战法，不断充实“武器库”“战法集”。

“比起单打独斗，编组作战能够迸

发出更强大的力量。”提起实战化训练，

该舰年轻干部霍传凤对“攥指成拳”带

来的变化深有感触。

“青春之舰”，勇闯深蓝。去年，延

安舰随编队执行实战化训练任务。对

抗训练中，在红方指挥所的统一指挥

下，延安舰灵活变换作战样式，与友方

舰船密切配合，出色完成区域防空、反

潜等任务。

前不久，延安舰担任编队指挥舰，

指挥编队完成对海突击、对潜作战等

实战化科目训练，在“背靠背”对抗训

练中多次取胜，有效运用并检验了多

项战法训法。

“检验任务早完成一天，我们就能

更早更好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看着一

项项被提上日程的新任务、一个个从

“0”到“1”的新突破，霍传凤心潮澎湃，

“唯有不懈奋斗，才能对得起肩头的如

山使命，对得起人民的殷切期盼。”

左上图：延安舰（左一）正在进行海

上训练。 周天宇摄

海军延安舰教育引导官兵—

弘扬延安精神 锻造海上利刃
■杨 捷 王 健 本报记者 钱晓虎

根子守不住，就会失魂落魄；传统丢

掉了，就会变质变色。近日，某部大力开

展“学传统、爱传统、讲传统”活动，引导

官兵赓续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作为一种精神

标识，植根于我军奋斗历程和伟大实践，

是我军鲜明党性、人民性和革命性的集

中体现，凝结着我军的“根”和“魂”，蕴含

着为民扛枪之“心”、敢打必胜之“气”、开

拓进取之“道”、纪律严明之“形”，是确保

我军性质宗旨本色的根本所在。丢掉了

人民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就等于自毁

长城。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复杂形势的

挑战考验、练兵备战的使命重托、转型跨

越的时代召唤，我们要深入挖掘、充分用

好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一精神富矿，

从中汲取丰厚的政治养料和不竭奋进动

力，凝聚起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的磅礴力量。

着眼立根固本珍视传统。赓续弘扬

我军的好传统好作风，是奋进建军百年、

建设一流军队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挑战

考验、巩固纯洁光荣的现实需要，是有效

履行使命、永立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

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

递。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能放在荣誉

室里供着、写在报告里喊着，而要薪火相

传、知行合一。这就要求广大官兵自觉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军史，真正搞

清楚传统从哪里来、内涵是什么、作用有

多大，从而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把握精神内核赓续传统。我军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是一代代官兵用鲜血

和生命、忠诚和坚守铸就的宝贵精神财

富，蕴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定的信仰

信念、先进的制胜之道、崇高的革命精神

和优良的作风纪律。这是我军区别于其

他一切军队的本质特征和鲜明标志，是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法宝。

继承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就要注重从传统

中激发“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贞气节，

强化“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

培塑“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优良作风，

砥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融入强军实践光大传统。熔铸光荣

传统、赓续红色基因的过程，不是简单的

“搭积木”“拼图形”，而是传承与超越、守

正与创新相统一的过程。扛起先辈旗

帜，续写新的荣光，既要延续好传统、坚

守好作风，更要立足新时代、把握新要

求、实现新突破。应运用官兵喜闻乐见

的形式载体诠释传统，把握作战方式发

展和技术变革特点用好传统，总结强军

实践经验成果丰富传统，在继承中更好

地发展，在发展中更好地继承，把好传统

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

（作者单位：93558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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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官兵在长江源特大桥附近巡逻。 本报特约记者 杨 浩摄

盛夏戈壁，黄沙漫天。随着一阵急促的哨

音响起，某基地任务分队官兵按照战斗编组快

速奔赴战位，一场目标捕获训练随即展开。

“各号注意，发现疑似目标，开始侦搜！”随

着指令下达，雷达天线飞速旋转、遥测信号快

速传输、光学设备精准跟踪……训练现场瞬间

紧张起来。

据了解，随着使命任务不断拓展，该基地

任务展开的距离要求越来越远、速度越来越

快、转场频率越来越高。为此，他们区分不同

训 练 阶 段 、不 同 能 力 层 次 ，积 极 探 索 训 练 方

法，专门针对地面杂波较多、遮蔽角较大的山

地环境，进行多型装备的搜索、跟踪、打击能

力训练。

“报告，目标飞行过低、杂波较多，无法精

确分辨！”面对屏幕上杂乱的回波，某型雷达操

作手迅速上报有关情况。

“采取压制杂波措施！”面对多个搭载干扰

源的假目标，任务指挥员冷静研判分析后下达

指令。

操作手闻令而动、迅速切换侦搜手段，最

终在杂乱的回波中分辨出目标并将之牢牢锁

定。看到官兵凭借过硬技能捕“天狼”的出色

表现，现场观摩训练的领导露出满意笑容。

“只有把课目设难设险，才能充分挖掘装备

潜能，倒逼官兵提升能力素质。”该基地领导介

绍说，他们常态组织部队开赴陌生地域，针对性

设置多种险难课目，不断推进战训耦合。下一

步，他们将在复盘总结的基础上，结合前期积累

的经验，严格按照实战化标准把训练课目设难、

把训练场景设真、把训练特情设险，进一步深挖

装备潜能、针对难点开展强化补差，推动部队战

斗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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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长，是您吗？”夏日武汉，烈

日似火。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礼堂内，师生根据“人民军队通信兵靠

一部半电台起家”的故事排演的舞台

剧正在上演。剧中，该学院史馆解说

员与学院创办人王诤展开了一场跨越

时空的“对话”。

前期，该学院以“信胜”为主题，组

织师生结合先辈红色战史开展文艺创

演活动。创演活动区分红心向党、红

军传人、红色电波、红炉砺剑等 4 个篇

章展开，通过微课、话剧、访谈、歌舞等

丰富多彩的形式，为官兵奉上红色文

化大餐。

“红色历史是教科书、是营养剂，

官兵在排演中学习先辈英雄事迹、感

悟先辈信仰伟力，内心受到震撼和洗

礼。”该学院政治理论教员刘文娟介绍

说，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呈现先辈战

史故事，他们专门遴选骨干力量组成

小 分 队 ，兵 分 多 路 采 访 老 红 军 、老 战

士、老专家、老领导，找寻线索、搜集史

料、征集文物，努力从多个侧面还原真

实的历史细节。

情景剧《跟着走》，以“学院第一期

毕业学员李建华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

路”“学员九队在 1998 年抗洪抢险中坚

守长江干堤 40 昼夜荣立集体一等功”

等故事为主要素材，讲述一批优秀校

友的奋斗故事。话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再现了先辈李白战斗在隐蔽战线

的感人场景，师生通过扮演其中的角

色品味先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英烈事迹感人肺腑，英烈精神永

垂不朽。我们要把对英烈的深情思念

和崇高敬意，化作强国兴军的强大动

力，努力做新时代的奋进者。”作为这

幕话剧的编导，学员姜博格深有感触

地说。

充满诗意的语言、极具张力的表

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其中，大家跟着剧

情演绎感悟英雄情怀、结合岗位任务

思考责任担当。演出结束后，“季卜枚

教学法”创立者、90 多岁的季卜枚教授

与师生展开面对面交流，精彩发言引

发阵阵掌声。

“这既是一次撬动灵魂的精神洗

礼，也是奔赴战位前的加钢淬火。我将

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昂扬的斗志投身

火热军营、追逐青春梦想。”学员李浩铭

观看演出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

说，毕业走上新的岗位后，自己将把在

校所学知识运用到工作实践，与战友一

起聚焦练兵备战难点问题合力攻坚，为

部队战斗力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国防科技大学某学院师生结合红色战史开展文艺创演—

品味先辈故事 追寻精神之光
■张耀广 杜佳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