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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年前，这里曾是一片血与火的战

场。平型关，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关

口，因为八路军同日寇血战后的大捷而

名扬四海。

因为学校的课题任务，我再次来到

晋北这片热土，重访战场旧址。驱车在

蜿蜒的山间公路行驶，两旁是层峦叠嶂

的群山，我的耳边仿佛响起《八路军军

歌》的旋律：“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

上战场。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

发。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改编

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而这一时

间，日军正沿平绥铁路向晋北进逼而来。

为保住山西、挽救华北危局，八路军

不待改编就绪，即由陕西三原、富平等地

出发，在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挥师奔

赴抗日前线。

韩城，是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乡。从

韩奕坡上沧桑的“汉太史司马祠”东望，

滔滔黄河水雾氤氲。司马祠下面的坡

底，就曾是黄河著名渡口——芝川渡的

所在。战国时期，韩信在这里上演过木

罂渡河、声东击西，巧胜魏王豹的好戏。

千年之后，八路军官兵的到来，使古渡口

再次沸腾了。

遗憾的是，如今的芝川渡已被河泥

淤没，不见昔日模样。不过，渡口原址

旁的凤凰台上，那座“八路军东渡黄河

出师抗日纪念碑”，仍旧向人们讲述着

这段难以忘却的历史。全碑由 3 块高大

雄浑的竖向碑体和 8 个船型基座组成，

寓意于此东渡的八路军 3 个主力师，碑

名由当年从这里过河的第 120 师副师长

萧克题写。

日暮时分，独坐碑前，思绪万千，我

不由哼起那首《抗日将士出征歌》：“今番

渡得黄河来，要把敌人消灭净……”对于

这段历史，《朱德传》中这样写道：“朱德、

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搭乘同一条船。

木船在汹涌翻滚的波涛中渡过黄河后，

他们就踏上正燃烧着战火的山西大地，

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就在朱德一行踏上三晋大地前后，

日军攻陷晋北重镇大同，迅速向内长城

一线逼近。敌进我亦进！作为首批渡河

部队，第 115 师迎着日军兵锋，于 9 月下

旬抵进至晋东北繁峙地区。9 月 23 日，

阎锡山电告朱德：22 日夜间，日军忽然

奇袭平型关阵地，发生激战，要求八路军

配合作战。这时，八路军第 115 师正向

平型关附近开进，朱德、彭德怀立刻电令

第 115 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

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

《孙子兵法》曰：“夫地形者，兵之助

也。”第 115 师经现地勘察，于平型关以

东连绵的群山中，寻得一处绝佳伏击地

点——乔沟。

近 90 年过去了，原长 4 公里左右的

乔沟或壅塞或坍塌，惟有平型关大捷纪

念馆前的一段，还保持着战时的原貌。

我下到逼仄的沟底，步行其间，仰视两侧

数 十 米 高 的 沟 壁 。《八 路 军 第 115 师 战

史》对乔沟的评价是“沟深道窄，两侧高

地便于隐蔽部署兵力、发扬火力与展开

突击”。而且，从河北蔚县通往山西代县

的蔚代公路，就由沟中穿过，乔沟是日军

自灵丘向平型关进发的必经之路。这的

确是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

占据了绝佳位置的第 115 师依然不

敢有丝毫大意，一上来就使出了全力：独

立团等部负责扰乱日军后方，牵制援敌；

第 343 旅第 685、第 686 团围歼进入伏击

地域的日军，第 344 旅第 687 团阻敌退路

和打援，第 688 团为师预备队。参加伏

击战的这些八路军官兵，很多人是经历

了万里长征的老兵，战斗经验丰富。

9 月 25 日拂晓，日军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主力和辎重车辆，由灵丘向平型关

进攻，渐渐进入我军伏击地域。一场激

烈的战斗打响了……经过惨烈的白刃

战，至中午时分，乔沟内外日军已被歼

灭，我军开始对东跑池之敌发动第二阶

段进攻。由于国民党友军防守的团城口

阵地被突破，我军可能遭到迂回攻击，第

115 师师部下达了撤出战场的命令。平

型关战斗至此结束。

此战，第 115 师以劣势装备一举歼

灭 日 军 精 锐 第 5 师 团 第 21 旅 团 一 部

1000 余人，击毁汽车 100 余辆、马车 200

余辆，缴获步兵炮 1 门、轻重机枪 20 余

挺、步枪 1000 余支、军马 50 余匹以及其

他大批军用物资，牵制了日军第 5 师团

的进攻，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线

上的国民党军作战。这是全国抗战爆发

以来，中国军队以主动出击的昂扬姿态

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有力打击了侵

华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寇不可战

胜的“神话”，极大振奋了民心士气，提高

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平型关一战，第 115 师居高临下、突

然袭击、精锐尽出，可谓占尽天时、地利、

人和。但是，倘若就此认为这场胜利得

来轻松，那就彻底错了。

回望历史，大捷之下，有处细节易为

人忽视——这场伏击战中，我军毙伤敌

千余，而自身伤亡 600 余。这个代价不

可谓不高。

军旅作家王树增这样记述：“八路军

官兵从未遇到如此凶残顽强的敌人。官

兵们没有击毙躲在汽车底下的日军士

兵，而是俯下身子喊：出来吧。出来的不

是人而是子弹。遇到负重伤的日本士

兵，八路军本能地要为其裹伤，却被伸过

来的刺刀猛戳进胸口……”

“（日军）利用地形地物很注意……

不管前进或退守，对地形的利用很适当，

同时穿戴的装具与地色相同，采用的队

形也很疏散，每次前进二三人不等，至多

一个班……”从八路军第 685 团《平型关

战斗详报》记载中，日军较强的作战素养

可见一斑。

如何战胜这样装备精良、又训练有

素的敌人？我想起了经典影片《太行山

上》的一个片段。为争夺关键的老爷庙

制高点，敌我两军拼死搏杀。我军伤亡

惨重，情势危急，素以勇猛著称的第 686

团团长李天佑也不得不向师部紧急求

援：敌人第 11 次冲锋，部队没有子弹了，

我们贴身肉搏了……而他得到的回复，

只有区区 6 个字：“不惜代价守住！”

也许，这就是我们能取得一个又一

个胜利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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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大捷（油画，中国美术馆藏） 孙 浩作

舞台上，乌云压顶，血雨腥风。一

队红军官兵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奋勇

冲锋。中弹、倒地，咬着牙向前爬行，

顽强的他们搭成人梯，终于把战旗插

上高地……这是“八一”前夕，新疆军

区某红军师官兵演出大型情景剧《忠

诚》中的一幕场景。

该师干部姚晨说，《忠诚》这部剧上

演了多次，很受大家喜欢，是该师官兵

开展党史军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这个师的前身，是由刘志丹、谢子

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于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90 多年

风雨征程，一茬茬红军师官兵不懈奋

斗，凝结出以“对党忠诚、信念坚定；长

攻善守、勇猛顽强；艰苦奋斗、开拓进

取；热爱人民、甘于奉献”为主要内涵

的红军师精神。岁月更迭，精神的炉

火越燃越旺。

2014 年，习主席视察该红军师时

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开展的“红色基因

代代传”工程建设，把“红色基因”融入

官兵血脉，这个做法很好。要发扬光

荣传统，永葆老红军政治本色。

“10 年来，我们牢记习主席嘱托，

坚持用红色基因涵养官兵灵魂血脉，

持之以恒抓好‘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

建设。”该师领导说。

青年官兵思想活跃、思维敏捷、兴

趣广泛。如何更新传承理念、创新传

播方式、营造浓厚氛围，让更多年轻官

兵在红色基因传承中汲取力量，是他

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他们结合青年官兵特点，

不断探索更多红色基因传承的方式方

法，通过编排主题晚会、情景剧，使用

全息投影、AI 对话等技术手段，让红色

故事更加鲜活地走到官兵身边。紧扣

红军师发展壮大历程，编排 17 部《忠

诚》分剧，便是他们作出的探索之一。

此外，他们还深挖红军师部队红

色资源，广泛开展“红色呼号喊起来、

红色歌曲唱起来、红色史实学起来、红

色标识亮起来、红色氛围浓起来、红色

故事讲起来、红色家风严起来、红色资

源用起来”活动，大力推进“红色基因

代代传”工程建设。同时，他们线上线

下联动发力，持续在基层部队开办红

色故事小课堂、录制战斗故事小广播、

演讲英模人物小故事、组织经典战例

知识小竞赛、举行个人学习情况小点

评、排演红色故事小节目、组织讨论交

流小辨析……

某营营院内，印有“英勇善战英雄

营”“插入敌腹英雄连”“羊马河战斗硬

骨头八连”的荣誉牌匾，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现场参加荣誉牌匾揭牌仪式的

官兵，各个神情自豪。

“荣誉牌匾背后，承载着革命先烈

的英雄故事。我们后来人要牢记红色

历史、砥砺强军壮志。”该营教导员介

绍，他们通过打造红色标识，强化官兵

对红军营连光辉战史的认同，不断激

发官兵练兵动力。

去年年底，该师在指导该营所在

某团进行工作规范示范时，进一步梳

理团队发展历史，重新布置营区政治

文化环境，建设了以 18 面荣誉战旗为

呈现重点的战旗广场，增添了 12 处营

连 户 外 荣 誉 牌 匾 勋 章 ，新 设 置 了“ 红

军 师 精 神 ”雕 塑 群 ，为 该 团 营 区 增 加

了一张张鲜亮的“红色名片”。如今，

该师各团营区都结合自身光荣历史，

进一步精心布置营区政治文化环境，

营造“学红色历史，当红军传人”的浓

厚氛围。

随着“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

不断深入，一茬茬红军师官兵牢记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红色基因转

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近几年，

该师部队多次参加上级组织的军事训

练考核，均取得较好成绩。在红色文

化的熏染下，红军传人的胜战底色更

加鲜亮。

上图：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在师史

馆组织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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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杨 勇 周永昊）

红色血脉映天山
■杨 鑫 本报特约记者 李 康

红色，是党旗、国旗、军旗的颜色，

也是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人生底色、

精神本色。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

方 能 奔 涌 。 红 色 基 因 是 我 党 我 军 性

质宗旨本色的集中体现，凝结着老一

辈革命家的艰辛探索和智慧韬略，承

继 着 无 数 革 命 先 烈 的 赤 胆 忠 诚 与 奋

斗 牺 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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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 良 的 作 风 纪 律 ，是

人 民 军 队 从 胜 利 走 向 胜 利 的 传 家 法

宝。回望走过的非凡征程，红色基因

激 荡 红 色 力 量 ，打 造 出 一 支“ 战 胜 一

切 敌 人 ，征 服 一 切 困 难 ”的 人 民 军

队。正因有了红色基因，我军才始终

具备着冲锋陷阵的勇气、改天换地的

志气和决胜未来的底气。

“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

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

火相传、血脉永续”“光荣传统不能丢，

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

就变了质”“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

色 传 统 发 扬 好 、把 红 色 基 因 传 承

好”……如何赓续红色血脉、争当红色

传人，习主席念兹在兹，反复强调。广

大官兵牢记习主席嘱托，赓续光荣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发动起强军兴军的

“红色引擎”，助推强军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当前，随着时代发展和环境变化，

传承红色基因面临着各种冲击影响和

考验。越是迷雾重重，越需要目光如

炬；越是众声喧哗，越需要头脑清醒。

广大官兵只有把红色基因作为心灵基

石、灵魂灯塔，像革命前辈那样，永葆

至真至纯的忠诚之“魂”、敢打必胜的

血性之“气”、纪律严明的作风之“形”、

水乳交融的爱民之“心”，才能让红色

基因永不褪色，确保我军血脉永续、根

基永固、优势永存。

人民军队在淬炼红色基因中不断

成长壮大，也必将在赓续红色基因中

永葆蓬勃生机。传承红色基因，既是

一场穿越时空的心灵守望，更是一场

关于初心的行动接力。只有紧跟时代

发展、紧贴强军实践、紧扣官兵脉搏，

不断赋予红色基因新的时代内涵、新

的表达形式，续写红色基因谱系，激发

干事创业动力，信仰之火才能熊熊不

熄，红色精神不断焕发出时代光芒。

红色基因流淌于血脉、作用于精

神 、体 现 在 行 动 ，永 远 是 强 军 兴 军 的

强大动力。传承红色基因，我们要进

一 步 强 化 政 治 责 任 ，加 强 组 织 领 导 ，

统 筹 规 划 部 署 ；要 综 合 施 策 ，注 重 实

效 ，在“ 学 思 悟 ”中 固 初 心 ，在“ 除 积

弊”中砺血性，在“真践行”中强担当，

在“转作风”中促深化，推动形成全方

位 的 红 色 基 因 传 承 格 局 ；要 从 兵 之

初、官之初抓起，把握青年官兵特点，

创新理念方法手段，更好地培塑崇高

信仰，强固精神支柱，砥砺意志品格，

努 力 为 推 进 新 时 代 强 军 事 业 提 供 政

治滋养和强大动力。

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袁安伟

实 践

解 读

定 格

要把理想信念的火要把理想信念的火
种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红色传统的基因一
代代传下去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让革命事
业薪火相传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血脉永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策划之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策划之五

把 红 色 资 源 利 用把 红 色 资 源 利 用
好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2014 年 12 月，习主席到原南

京 军 区 机 关 视 察 时 叮 嘱 军 区 领

导，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

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教育官兵学传统、爱传统、讲传

统，始终保持老红军本色。

光荣传统不能丢光荣传统不能丢，，
丢了就丢了魂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红色基因
不能变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变了就变了质

2016 年 10 月 27 日 ，习 主 席

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传承红色

基因作出强调。

2014 年 10月 31日，习主席在

出席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

提出此重要论述。

丰富丰富““红色基因代红色基因代
代传代传””工程内涵工程内涵，，加强党加强党
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
育育，，确保官兵永远听党确保官兵永远听党
话话、、跟党走跟党走

2016 年 1 月 5 日 ，习 主 席 在

视察原第 13 集团军时，对“半截

皮带”的故事感触很深，强调要

发 掘 好 、运 用 好 部 队 中 的 红 色

资源。

2021 年 6 月 25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

色血脉进行集体学习。习主席在

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

红色血脉是中国共红色血脉是中国共
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
现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力量源泉人的精神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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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20 日，习主席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

着 力 讲 好 党 的 故着 力 讲 好 党 的 故
事事、、革命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英雄的
故事故事，，厚植爱党厚植爱党、、爱国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情感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让
红色基因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革命薪火代
代传承代传承

2023 年 10 月 27 日 ，中 共 中

央政治局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进行集体学习。习主席在主

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实施红色基

因传承工程。

（袁丽萍辑）

深入实施红色基因深入实施红色基因
传承工程传承工程，，大力弘扬以大力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不断增
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和自豪感，，振奋各族人振奋各族人
民奋进新征程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建功新
时代的精气神时代的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