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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军魂，听到这两个词，你们

会想到什么？”

九一八事变爆发 93 周年之际，北

部战区陆军某旅某连组织了一堂党史

军史教育课，连长李泉增开门见山，抛

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脑海里浮现的是长津湖战役中

的‘冰雕连’”“我想到的是新时代卫国

戍边英雄挺立在冰峰雪谷”……台下，

官兵踊跃发言。

“而我想到的是，90多年前，在我们

脚下这片土地英勇战斗的革命者——

东北抗日联军。”大家发言结束，李泉增

接过话头，“他们在白山黑水间进行了

长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时，李泉增身后的电子屏幕上出

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一棵大树巍然

耸立，树上刻着一行大字：抗联从此过，

子孙不断头。

“这是东北抗联官兵留下的战斗

标语。”李泉增继续讲道，“九一八事变

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的

侵略，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东北

抗日联军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

武装……”

其实，这堂看似寻常的党史军史

课，蕴含着连队带兵人深深的考量。

今 年 8 月 底 ，在 筹 划 下 个 月 教 育

时，连队指导员找到了李泉增，请他给

大家讲讲东北抗联的故事。时间临近

9 月 18 日，连队驻地就在东北，指导员

希望通过这次教育，让官兵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感怀先烈、吾辈自强，汲取奋

进力量。

没想到，李泉增也正有此意。前段

时间，连队结束野外驻训返回营区，他

发现个别官兵有了“喘口气、歇歇脚”的

想法，连队出现战斗作风弱化、训练成

绩下滑的苗头。不久后，连队将参加上

级组织的考核，官兵们急需来一次思想

上的“充电蓄能”。

“东北抗联将士活动的地区，每年

有几个月的冰雪期。天寒地冻，有的战

士没有棉鞋，就在脚上包着马皮……环

境条件如此艰苦恶劣，他们始终坚持同

敌人战斗。”教育课上，李泉增围绕“忠

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

大 义 ”“ 血 战 到 底 的 英 雄 气 概 ”3 个 主

题，用具体生动的英雄故事，展现东北

抗联将士的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

杨靖宇将军在弹尽粮绝情况下，孤

身一人与敌人周旋战斗，最后壮烈牺

牲；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被俘，饱受

酷刑信仰如磐，给幼子留下一封遗书后

英勇就义……听着连长的讲述，战士郭

昊洋深受震撼。

此前，郭昊洋对学习历史不感兴

趣，虽然感佩于先辈的革命精神，但觉

得 过 去 的 那 些 人 那 些 事 离 自 己 很 遥

远。了解得知，不少年轻官兵也有类似

想法。

一次谈心，战士陈家康提到了东北

烈士纪念馆。交流过程中，李泉增发

现，自己平时喜欢研读党史军史，但对

东北抗联知之不多。

面向全连官兵，李泉增组织了一次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官兵只知道

“东北抗联”，有的能说出英雄的名字，

但东北抗联做了哪些事、发挥了什么作

用，很少有人说得上来。尤其在回答

“如何理解东北抗联精神”的问题时，内

容空泛、认识肤浅，无法联系实际。

如何让官兵真正读懂历史，产生情

感上的共鸣？筹划这堂课时，李泉增和

指导员达成共识：一定要把连队建设与

我军发展、个人成长与民族复兴、铭记

历史与发扬传统结合起来，让官兵找到

自己与革命前辈的联结点，这样才能更

好地学习领悟、赓续传承。

“前辈们的革命精神令人景仰。你

们认为，在我们身上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吗？”讲完抗联英烈们的故事，李泉增紧

接着提问。见台下无人回答，他没有急

着给出答案，而是播放了一段连队去年

在外执行任务的影像——

刚抵达任务地域时，宿营地一片荒

芜，赶上连日降雨，路面泥泞不堪。全

连官兵没有向困难屈服，不等不靠、攻

坚 克 难 ，比 原 计 划 提 前 完 成“ 安 营 扎

寨”。而且，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大

家斗酷暑、战严寒，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受到上级表扬。

郭昊洋在视频中看到了自己的身

影。当时，他正在搭建帐篷，尽管雨水

湿透全身，但干劲丝毫未减。眼前的一

幕，让郭昊洋感到惊讶：原来拼搏的样

子如此有魅力！

看完视频，李泉增趁热打铁，带领

官兵回顾连队这些年的奋斗历程——

3 年两立集体三等功、圆满完成各项演

训任务、攻克多项训练难题……总结

时，他充满深情地说：“东北抗联精神，

如同那棵刻有战斗标语的大树，早已深

深扎根在白山黑水间……”

“原来，坚定的意志信念、顽强的战

斗精神、革命先辈的红色基因，一直流

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那一刻，郭昊洋与

很多战友一样，对“曾经觉得遥远的历

史”有了强烈的认同感。

英雄浩气，长存白山黑水。在教育

课的最后，李泉增再次向官兵提问：我

们与前辈同守一片热土，大家想对自己

说些什么？

“我们要传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

在强国复兴的接力中，跑好自己的这

一棒。”

“守卫在先烈们曾经战斗过的黑土

地上，传承东北抗联精神、矢志奋斗强

军，我们责无旁贷。”

……

官兵们或现场发言，或写成教育体

会，纷纷给出回应。

课后，郭昊洋主动申请参加旅里组

织的军史解说员培训。他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让红色历史感染更多的战

友。

虽然这堂教育课讲完才短短几天，

但后续效应已开始显现——该连官兵

全身心投入训练，全力以赴备战即将到

来的考核。

左上图：李泉增（左一）与官兵进行

课堂互动。 王同洋摄

九一八事变爆发 93周年之际，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某连组织学习东北抗联精神—

“我们与前辈同守一片热土”
■戴晓梦 陈玉博

一线直播间

这是我今年第 7 次给全连官兵上

教育课。

也许有人会问：搞教育不是指导员的

本职工作吗？你一个连长为何如此积极？

提起这个话题，不得不从今年初的

一个周末说起。

那天，我正在宿舍里观看“四渡赤

水”战例讲解视频，引起了指导员的注

意。经过交流，指导员建议我围绕“四渡

赤水”给官兵上一堂教育课，我欣然同意。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规定》明确，军

事主官对本单位思想政治教育负有重

要领导责任，应当重视和善于抓思想政

治教育。由此看来，上课搞教育，也是

连长的分内事。那么，该怎样把这件分

内事做好呢？

正是这次指导员的建议，让我明确

了方向。我决定每个月为官兵讲一堂

教育课，把重点放在党史军史上。

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我个人喜欢研

读历史外，还源自内心的忧虑。此前，

在短视频平台上，我看到不少街头随机

采访，当被问到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些

重要事件，很多人竟然回答不上来。当

然，这类视频可能有故意夸大的成分，

但不可否认，现在一些年轻人确实存在

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引起警惕。

历 史 需 要 铭 记 ，历 史 不 容 遗 忘 。

习主席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

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

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

移朝着目标前进。”这也是我为什么会

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给全连官兵

讲述东北抗联精神的原因。试想，一个

驻守在白山黑水的连队，与革命前辈奋

斗在同一片土地上，如果官兵不知道这

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

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抗日武装力

量”进行了怎样艰苦卓绝的斗争，算不

算一种失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清醒剂。铭记党史军史，绝不仅仅是知

道英雄的名字、了解重大事件发生的时

间地点，更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收获启

迪、汲取力量、继往开来。如今，我国综

合国力越来越强，人们生活越来越好，

有些人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现在拥

有 的 一 切 都 是 自 然 演 进 的“ 水 到 渠

成”。殊不知，这些“幸福红利”，源于前

辈们的血火青春，来自无数先烈的牺牲

奉献，是一代人、几代人用自己的坚定

脚步、血肉之躯，驱动国家前进的车轮，

改变民族命运的走向。

听了我的想法，指导员当即表示大

力支持，还建议我将历史与现实相结

合，适时开展战斗精神培育、苦累观教

育等。这与我的想法再次不谋而合。

平日与年轻官兵交流，我发现他们

对学习历史兴趣不太高，原因是他们觉得

历史有距离感，难以与自身发生联系，进

而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能感同身受。

历史需要常讲常新。想用昨天的

故事打动今天的战士，必须结合“网生

代”官兵的特点，在价值认同、情感共鸣

处用劲发力。这几年，在重要时间节

点，我们连都会自发组织纪念或教育活

动，为的是通过耳濡目染、润物无声，在

年轻官兵心中种下红色种子，引导他们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用今天

的奋斗创造明天的历史。

今后，我会把这件事坚持做下去。

我为啥坚持给官兵讲党史军史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某连连长 李泉增

当事人说

今年是我担任旅史讲解员的第三

年。每逢新兵下连或者重要时间节点，

我都会伫立在杨靖宇将军雕像前，为战

友们讲述东北抗联的故事，引导他们了

解旅队的光荣历史。

我们旅前身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一军独立师，杨靖宇曾任师长兼政委，

后来编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来到英雄部队，讲述英雄故事，当

好英雄传人。”如果概述我这两年多的

军旅生活，这 3 句话最为贴切。

2022 年盛夏，抱着当两年兵、履行

国防义务的想法，我选择了参军，来到

现在的部队。当时的我，身体素质偏

差，经常跟不上训练节奏。然而两年

后，我不仅顺利留队了，训练成绩也经

常让战友竖起大拇指。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我认

为改变就在我与旅史的一次次“亲密接

触”中。

“同志们，这是我旅的英魂墙，上

面镌刻着不同历史时期 2496 名英烈的

姓名……”新兵下连第一课，是参观旅

史广场，学习旅队历史。聆听先烈的

故事，我第一次对这支部队产生了敬

仰之情。

回到宿舍，我在日记中写道：“那密

密麻麻的名字背后，是数千次感天动地

的慷慨赴死，令人肃然起敬。”

不久后，旅里通知选拔旅史讲解

员。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便毫不犹

豫报了名。其实，我当时心里藏了“小

九九”：因为受不了训练强度、跟不上训

练节奏，想借机“偷个懒”。当时，我并

不知道，这个决定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

影响。

“杨靖宇将军牺牲后被敌人剖腹，

他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还没消

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讲解员集

训期间，老兵讲解员带着我们展开现

地教学。

粗糙的草鞋、锈迹斑驳的大刀、子

弹穿破的战旗……透过眼前的文物，我

似乎看到了先烈们战斗的身影，也第一

次真切感受到斗争的艰苦卓绝。

从此，“成为一名合格的旅史讲解

员”的想法在我心里扎了根。于是，我

更加认真地背记解说词，仔细搜集梳理

历史资料，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虚心请

教。指导员和班长都说我变了，“眼中

有光了”。

由于表现出色，我很快在集训队崭

露头角，旅宣传科让我作为官兵代表赴

东北“寻根”。在当地，我听到了很多东

北抗联浴血奋战的故事。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以

前在课本上学过，此时在我心里变得

更加具体起来。回到连队，我和战友

分享此行的收获。听完后，一名曾和

我一起训练“溜号”的同年兵，表情严

肃地对我说：“我觉得，咱不能只为自

己而活。”

在那之后，他训练更加积极刻苦。

他的话也深深触动了我：“就算只当两

年兵，也要对得起这身军装。”我一改散

漫的态度，努力追赶训练进度，课余时

间请训练尖子帮带加练。

一名战士有了奋进目标并为之努

力付出，就会拔节生长。这一年参加海

训，我夺得了武装泅渡课目全营第一

名；同年底，因为战备训练成绩突出，我

被评为“四有”优秀士兵。

指导员问我下一步的打算，我早已

下定决心：“我想选晋军士，成为一名优

秀战士，做一名合格的英雄传人！”

去年 12 月，驻地骤降暴雪，上级命

令我们连迅速赶往受灾地区救援。我

利用专业优势，第一时间录制了安全提

示，随后拿起铁锹，和战友们一起冲进

风雪中。

今年初，我顺利留队，按照相关规

定选取中士，成为旅里某专业集训教

员。我仍然担任旅史讲解员，我将继续

讲好旅队历史和英雄故事，感染更多战

友，把革命先辈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李鹏飞、石良玉整理）

先烈们的故事改变了我
■第 83 集团军某旅战士 崔宸铭

这天战术训练间隙，连队组织小比

武，下士阳春主动请缨，代表新晋军士

出战。他神情专注，一套动作干净利

落。看着阳春的表现，我想起此前发生

的一个小插曲。

两个多月前，我突然发现：阳春像

变了一个人，工作积极肯干，训练不喊

苦喊累，出公差也无二话，而且主动帮

助身边战友。这与他此前给我的印象

很不一样。

每年 9 月退伍季到来前，团里都会

针对面临退役人员组织一次评功评奖，

今年阳春刚好服役满两年。想到这里，

我 内 心 断 定 ，他 一 定 是 在“ 临 时 抱 佛

脚”，抓紧时间表现，想在评功评奖时榜

上有名。

之所以如此肯定，源于我当连队主

官的观察和发现。现在，受到社会上一

些错误价值观的影响，有些战士对待工

作训练的态度，时常取决于是否对自己

有利。他们心中似乎有这样一把“尺

子”，遇事总要先衡量一下个人得失，再

决定做或不做。

“小阳，你最近表现很不错，是不是

有啥想法？”这天，我把阳春叫到宿舍，

委婉地问道。

“没啥想法啊。”刚开始，阳春有点

摸不着头脑。或许是突然听懂了我的

言外之意，语气骤变：“我知道自己以前

表现不好，但我就不能改变吗？请不要

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说罢，他谎称班里

还有事，扭头走了出去。

我尴尬地愣在原地，看着他离开的

背影，内心仍不免“打鼓”：“他说的是实

情吗？”

为了验证真假，我找到阳春的班

长马亮了解情况。马亮告诉我，阳春

确实对立功受奖没啥想法。因为，在

组织班内推荐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

“迹象”。

听我提到阳春的改变，马亮似有所

悟地说：“下连后，阳春确实表现不好，

与他谈心交心很多次，收效甚微。作为

他的班长，我也很着急，直到 20 公里战

斗拉练……”

顺着马亮的话头，我了解到，在那

次 战 斗 拉 练 最 后 5 公 里 急 行 军 时 ，阳

春 出 现 体 力 不 支 。 为 了 不 让 阳 春 掉

队，马亮和战友主动替他分担负重，一

路上不断为他加油打气。最终，大家

携手冲过了终点。“拉练结束后，我明

显感到，阳春对待工作训练跟以前不

一样了。”

听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误解

阳春了。第二天，我再次找他谈心。刚

一开始，阳春还是支支吾吾的，但聊起

战斗拉练，他打开了话匣子：“当时，我

真的想放弃，但看到班长和战友那么

累，还竭尽全力帮助我，我心里既感动

又惭愧。从那一刻开始，我决心作出改

变……”

那天，我与阳春进行了一番促膝长

谈，彼此敞开心扉说了很多心里话。最

后，我主动向阳春道歉。

这天晚上，阳春在微信朋友圈里写

了一句话：“愿所有人都被真诚以待。”

短短 10 个字，我咂摸了很久，得出一条

体会：“知事识人不能‘先入为主’。”

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们总说要用欣

赏、信任、发展的眼光看待战士，但在实

际工作中，却会经常“预设立场”，将自

己的臆想和揣测强加在他们身上；或者

因为一事一时的印象，就把某个人“看

扁”了。这些都是带兵育人的“大忌”，

必须及时纠正。

（贺平、方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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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甘肃总队举行群众性练兵比武。图为战士经过奔袭后，立即

展开射击。 侯崇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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