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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

胜！”79 年前的 9 月，中国人民经过长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的 完 全 胜 利 。 近 段 时

间，广大军民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一伟

大胜利，表达了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

共同心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

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

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

续时间最长。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

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中国人民以血

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

严的钢铁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

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

胜利来之不易，历史需要铭记。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

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

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

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

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

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

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

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争是一

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

贵。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

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人民

军队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我们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胜利，谴责侵略者的残暴，目的

是牢记历史经验和教训，教育引导官

兵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用实

际行动捍卫胜利成果，决不让历史的

悲剧重演。

用实际行动捍卫胜利成果，需要

大力弘扬家国情怀。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的伟大胜利。面对民族生死存亡，

海内外中华儿女以强烈的家国情怀，

空前团结起来，争先投入保家卫国的

伟大斗争之中，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

洋大海，谱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

主义篇章。军人生来为报国，更要永

葆家国情怀。作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

忠实捍卫者，广大官兵只有把祖国放

在心中、将使命扛在肩上，把人生追求

真 正 与 国 家 安 危 兴 亡 紧 密 联 系 在 一

起，才能激发报效国家、服务人民，建

功 立 业 、无 私 奉 献 的 精 神 动 力 ，做 到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捍卫胜利成果，需要勇于发扬斗

争精神。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斗争精

神的胜利。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中国

人民抱定必胜信念，前仆后继、顽强抗

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奏响了气壮

山河的英雄凯歌。斗争创造历史，斗

争赢得未来。今天，仍有少数敌对势

力妄图美化侵略历史，否认侵略战争

性质，刻意逃避历史责任。对此，我们

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毫不退

缩，直至取得胜利。

和平是军人的勋章，实力则是和

平的保障。对军人而言，捍卫胜利成

果 ，最 重 要 的 是 提 高 新 时 代 打 赢 能

力。历史告诫我们，没有实力作支撑，

和 平 成 果 也 很 难 巩 固 。 要 想 捍 卫 和

平 ，必 须 精 武 强 能 ，以 强 大 实 力 为 后

盾。正所谓，“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

才 可 能 不 必 打 ，越 不 能 打 越 可 能 挨

打”。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

广大官兵只有时刻保持箭在弦上、引

而待发的戒备状态，具备能打仗、打胜

仗的过硬本领，能够随时上得去、打得

赢，才能换来真正的和平。

能 战 方 能 止 战
■陈启强

本报讯 李健、毛英椿报道：“我要

为孙思远点个赞，他总是利用个人休息

时间帮战友理发”“备战比武期间，炊事

班的战友还为大家精心制作营养餐，我

要为他们点赞”……8 月下旬，第 73 集团

军某旅组织“点赞你我他”教育活动，官

兵将身边的暖心事搬上讲台，引起大家

共鸣。这是该旅引导官兵在良性互动中

加深了解、增进情谊的缩影。

“每名官兵身上都有闪光点，组织大

家开展互赞活动，不但能营造良好内部

氛围、增强集体归属感，而且利于激发大

家扎根岗位、建功军营的热情。”该旅领

导介绍说，他们针对新时代官兵思想特

点，广泛开展“点赞你我他”教育活动，引

导大家讲述身边暖心事、点赞战友闪光

点，在互动中强化信任尊重、欣赏激励、

理解宽容意识，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

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装步连训练器材室管理员郭树军性

格有些内向，成绩不太出彩，但在训练中

不怕苦累，还经常自我加压，各项成绩进

步明显。连长徐斗环发现他的这一亮点

后，在一次活动中专门进行讲评：“郭树

军同志性格沉稳、言语不多，但总是默默

无闻‘干大事’，有望成为季度训练的‘进

步之星’。”短短几句话，让郭树军感到意

外又激动。那以后，他工作积极性更高

了，还主动向战友请教训练技巧。在最

近的体能测试中，个人成绩又有提高。

在引导官兵开展良性互动的同时，

该旅有关部门还围绕密切官兵关系组织

讨论分享、开展“我和战友的故事”主题

征文等活动；在强军网开设“我的战友兄

弟”专栏，宣传发生在官兵身边的典型故

事；发挥兴趣小组作用，用镜头记录有温

度的基层故事，制作成微视频、微电影，

并在营连电子屏滚动展播，进一步浓厚

“官兵一致、亲如兄弟”的良好氛围。

第73集团军某旅广泛开展“点赞你我他”教育活动

良性互动增进战友情谊
这是念念不忘的走访。第 74 集团

军 某 旅 接 续 抽 调 官 兵 组 成“ 寻 根 小

组”，奔赴多地重走先辈“来时路”，搜

集整理红色战史和战斗英雄故事，并

将相关资料作为鲜活素材搬上教育课

堂，于潜移默化中浇灌滋养官兵理想

信念之花。

这 是 令 人 动 容 的 回 响 。 当 下 营

盘 里 ，先 辈 事 迹 、英 雄 故 事 、红 色 战

史 ，早 已 成 为 年 轻 官 兵 孜 孜 以 求 的

精 神 食 粮 。 一 场 场 鲜 活 生 动 的 故 事

会 、一 处 处 机 动 灵 活 的 微 课 堂 ，像 透

镜 般 聚 焦 红 色 基 因 ，用 先 辈 精 神 燃

旺 年 轻 官 兵 青 春 之 火 ，激 励 他 们 果

敢 勇 毅 、坚 定 地 担 当 起 肩 头 的 家 国

使命。

英 雄 的 精 神 ，拥 有 无 穷 的 感 召

力。透过一段段文字、一张张老照片，

我们至今仍能深刻感受到先辈们质朴

的初心和滚烫的情怀。在那个风雨如

晦的时代，革命先辈们引燃的精神之

火终成燎原之势，他们用生命凝聚成

的精神伟力，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强军路上回望，先辈精神永放光

芒，照亮充满艰辛的奋斗征程。作为

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要“做一朵小小

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

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们要做

尽力尽责的建设者，以主人翁的责任

感跑好手中这一棒、脚下这一程；我们

要 从 革 命 先 辈 的 红 色 战 史 中 汲 取 力

量，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在

新征程上书写精彩军旅人生。

先辈精神永放光芒
■王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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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中旬，西藏军区某旅开展远程机动训练。图为部队

机动途中。 胡其武摄

本报讯 李双英、张伟报道：8 月下旬，黄海

之滨。经过一夜航行，海军拉萨舰缓缓停靠在某

军港码头。至此，海军装备部某大队组织的首批

装备保障骨干随舰跟训任务结束。

“组织装备保障骨干随舰跟训，旨在帮助其

熟悉了解新型装备和部队用装情况，掌握作业

中遇到问题时的处置程序、方法、路径等，在实

践中逐步提升业务水平。”该大队领导介绍说，

在前期任务筹划中，他们要求各业务室区分专

业遴选推荐随舰跟训人员，确保水面舰艇所有

主干专业都有人员参与；邀请有舰艇部队工作

经历的同志开展专题授课，重点围绕作业规程

要求、战勤布设等方面需注意的问题，进行授课

分享。

在参训人员随舰跟训期间，该大队还组织舰

艇多个专业岗位骨干、装备操作人员等开展座谈

交流，通过现场提问、互动答疑等方式，聚焦装备

保障难点问题帮大家理思路、教方法；结合专业

特长，将参训人员分派到相应战位全时跟训，通

过现场察看装备状态和保障环境、参与实操作

业，了解器材备品备件情况。在此基础上，他们

还组织研讨交流，针对跟训中发现的问题、查摆

的不足、产生的疑惑等，由帮带老师进行“点穴

式”指导。

“我到机电部门多个舱室跟训学习，加深了

对动力系统操作与运行规律的了解，增强了干好

岗位工作的底气。”谈起随舰跟训的体会，参训人

员付尧如是说。据了解，该大队将在梳理总结的

基础上，组织参训人员就存在的不足研究完善强

训方案，并与拉萨舰建立常态联系机制，通过带

教培养提升装备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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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清晨，云雾氤氲。河北省沧

州市肃宁县一座红砖青瓦小院内，一

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精神矍铄，与家人

一起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宝贝”，认真

地逐一摆在桌子上。然后，准备迎接

客人到来。

老人名叫边福祥，是第 74 集团军

某旅“硬骨头六连”第 8 任连长。上午 9

时许，由“硬骨头六连”官兵代表组成的

“寻根小组”，千里迢迢前来拜访英雄、

寻根溯源。

“老连长您好，我代表全连官兵向

您致敬！”笔直地站在老连长面前，“硬

骨头六连”第 44 任连长赵松敬了一个

标准的军礼。

此情此景，让边福祥有些激动。他

颤巍巍地举起右手，向年轻的官兵回敬

军礼。

旁边的桌子上，一张张斑驳的奖

状，一枚枚略带锈迹的纪念章，无声诉

说着边福祥经历的烽火岁月。

1948 年冬天，天降大雪，为抵御进

犯宜川的敌军，边福祥与战友奉命执行

“扎口袋”任务。那一夜，冰天雪地，他

们同敌人展开残酷的拉锯战，时任连长

赵贵荣、指导员郭志三壮烈牺牲，排长

陈子元倒在了冲锋路上，班长刘四虎端

着刺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连续刺杀 7

名敌人，自己身中数刀，昏迷 10 多天才

醒来……

边福祥一边翻阅文史资料，一边用

手指着地图，深情回忆当年的战斗经

历。老人年纪大，语言表达不是很流

畅，官兵只能在其家人的“翻译”下，弄

清他所讲述的内容。但从老人面部表

情和肢体动作中，大家依然能感受到那

份热血与赤诚。

“激烈的鏖战后，全连官兵仅剩 13

人。”老人的儿子边庆丰告诉大家，那场

战斗结束后，父亲由副连长接任连长，

白天与官兵一起勘察地形、练刺杀对

抗，晚上组织大家一起学习，共同努力

让连队重新壮大起来。

作为“寻根小组”成员之一，中士廖

飞负责寻根采访的摄影摄像工作。尽

管之前从连队荣誉室的资料里就了解

到连队的光荣历史，但当他亲耳聆听老

连长讲述先辈们英勇战斗的故事后，心

中仍久久不能平静。

“ 六 连 的 硬 气 ，是 靠 真 刀 真 枪 打

出 来 、杀 出 来 、拼 出 来 的 ；六 连 的 战

旗，是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染红的。”

廖飞说，老连长回忆往事时的坚毅脸

庞 、展 望 未 来 时 的 炯 炯 目 光 ，让 他 深

切 体 会 到 什 么 是 赤 胆 忠 诚 、牺 牲 奉

献。作为连队的一员，自己要传承红

色 基 因 、苦 练 打 赢 本 领 ，用 实 际 行 动

为连队争光。

一阵风吹过，小院变得凉爽起来。

“老连长请放心，我和战友们一定

沿着您和先辈走过的路，铆定战位精武

强能，把‘硬骨头精神’发扬光大，把连

队建设得更加坚强！”与边福祥道别时，

赵松紧紧握着老连长的手，铿锵的话语

道出连队官兵的心声。

一路寻根，一路感悟。“硬骨头精

神”薪火相传，激励着新时代官兵勇毅

前行。据了解，近段时间，该旅多个“寻

根小组”辗转千里，追寻先辈足迹、搜集

战斗故事，用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

件件朴素的旧物件、一段段珍贵的影像

资料，再现先辈们艰苦奋斗、牺牲奉献

的感人故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先辈们

的故事是鲜活的育人素材，我们开展

‘寻根’活动，旨在引导官兵从先辈战

史中汲取奋斗力量，在履责尽责中坚

定奋斗方向。”该旅领导介绍说，他们

在组织“寻根”活动的同时，把收集整

理的系列资料汇编成册、制成光盘，作

为开展教育的鲜活素材搬上课堂，激

励官兵继承先辈光荣传统，在新征程

上继续冲锋。

英雄无言，历史有痕。副指导员刘

泉深血战四方台，老英雄仇福林白台山

阻击顽敌，干部谢关友留下遗书后奔赴

一线、以身报国……寻根路上，一个个

英雄的身影从史料中来到官兵身边。

教育课堂上，官兵回顾峥嵘岁月，那些

在艰苦年代、恶劣环境中始终信念坚

定、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一次次触动

心灵，成为他们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继

续前行的力量源泉。

如 今 ，战 火 硝 烟 虽 已 散 去 ，但 革

命先辈刺刀见红、有我无敌的血性代

代 传 承 ，成 为 官 兵 攻 坚 克 难 、战 无 不

胜 的 精 神 密 码 。 战 士 训 练 考 核 轻 伤

不下考场，干部参加实兵实弹训练带

病 连 续 奋 战 …… 压 倒 一 切 敌 人 的 狠

劲 、百 折 不 挠 的 韧 劲 、坚 持 到 底 的 后

劲，先辈们从革命战争年代赓续下来

的这“三股劲”，已成为年轻官兵的信

仰 烈 火 、精 神 高 地 。 近 年 来 ，该 旅 瞄

准 强 敌 抓 战 备 ，紧 贴 实 战 抓 训 练 ，走

开 一 专 多 能 、多 专 多 能 的 训 练 路 子 ，

在转型路上勇毅前行，履行使命任务

能力不断增强。

前不久，该旅官兵在驻训期间，克

服不利环境条件等因素影响，驾战车蹈

海踏浪，跨昼夜进行多项险难课目试训

和战法研究，形成的成果在实践中得到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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