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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崇山峻岭之间，有一个闻名遐

迩的“红军长征第一村”——松毛岭下

的长汀县中复村。10 月中旬，记者跟

随武警龙岩支队长汀中队官兵踏访中

复村，感悟这片红色热土上军民生死与

共、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

中复村村口有一座客家廊桥，前

桥 的 4 根 桥 柱 上 ，离 地 约 1.5 米 处 刻

有 一 道 深 深 的 线 条 。“ 这 座 廊 桥 被 当

地群众称为‘红军桥’，是当年红军在

中 复 村 设 立 的 征 兵 处 。”长 汀 中 队 指

导 员 温 添 荣 告 诉 记 者 ，“ 当 时 征 兵 有

一条规定：‘人比枪高当红军’。因为

红 军 使 用 的‘ 汉 阳 造 ’步 枪 带 枪 刺 刚

好 1.5 米长，行军时要背着步枪跑，所

以 要 求 报 名 参 军 的 人 身 高 至 少 达 到

1.5 米。”

温添荣说，刻线的背后还有一段鲜

为人知的故事。一开始，征兵线只是临

时用笔画一道，一些身高不够又想参军

的年轻人就半夜爬起来，偷偷把征兵线

“降低”。红军知道后，就用刀刻了这条

线，但身高差一点的年轻人依然昂着

头、踮起脚，争先恐后当红军。这些踊

跃报名参军的年轻人，大部分牺牲在战

场上，再也没有回来，这道线后来也被

称作“生命等高线”。

2004 年出生的新兵黄安然，听完

“生命等高线”的故事，轻轻抚摸着那

道刻线，感慨地说：“那些先辈参加红

军 时 的 年 龄 ，比 我 还 小 。 我 真 想 知

道 ，他 们 是 抱 着 怎 样 的 信 念 ，义 无 反

顾走上战场的。”

过了“红军桥”，就是红军老街。街

边斑驳的墙面上，依然能清晰看到“支

援前线”“节省粮食供给红军”“为保卫

长汀苏区而战”等标语。街道两旁，保

留至今的一些老屋已无人居住。温添

荣指着不少群众家门口长短不一的门

板告诉记者，当年在松毛岭战役中，村

民纷纷卸下门板为红军修工事、做担

架，战斗结束后没人能分清哪块门板是

自家的，便有了家家户户门板参差不齐

的独特景象。

沿着鹅卵石铺就的红军老街走过，

记者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那是中央红军第九军团长征前的最后

一役，远处的松毛岭上不时传来隆隆炮

声，中复村户户无门板、家家无闲人，齐

心协力帮助红军修工事、挖战壕、运弹

药、抬伤员……

红军老街的尽头，有一座古色古

香的祠堂，那是松毛岭战役的红军指

挥部，也是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

观寿公祠。松毛岭血战七天七夜后，

红 九 军 团 接 到 战 略 转 移 的 命 令 。

1934 年 9 月 30 日，红九军团将士在此

召 开 誓 师 大 会 。 喝 完 村 民 准 备 的 客

家米酒、接过村民送来的尚有余温的

红 鸡 蛋 ，来 不 及 抖 落 身 上 的 硝 烟 ，红

军 将 士 便 义 无 反 顾 地 踏 上 了 漫 漫 长

征路。

“我曾在书上读到刘伯承元帅说

过的一句话，‘只要你是为人民大众的

切身利益而战，战争夺去你一只眼睛，

群众会给你千万只眼睛；夺去你一只

手，群众会还你千万只手’。看着眼前

的红色旧址，重温红军长征那段波澜

壮阔的历史，我真正理解了这句话。”

二级上士童欣感慨地说，来一次中复

村，他对“军民鱼水”4 个字的理解又加

深了一分。

观寿公祠左前方，立着一块石碑，

上面横着刻了一行小字——“红九军团

二万五千里”，竖着刻了 4 个大字——

“零公里处”。“每年新兵下队后，我们都

要组织大家到中复村瞻仰红色旧址，到

这座石碑前举行宣誓仪式，就是希望新

战友铭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牢记我

们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温添荣告

诉记者。

“松毛岭上红旗飘，红军战士逞英

豪。岭下人民齐支持，军民合作阵地

牢 ……”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陈列馆

墙壁上的这段歌词，是中复村附近的乡

亲们耳熟能详的山歌，描绘的正是当年

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情景。

细细品读这段歌词，一级上士姜

长远感慨地说：“当年，红军将士与群

众结下鱼水情谊，是一个以心换心、心

心相印的过程。今天，作为新时代红

军传人，我们更要赓续革命传统，始终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见证

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二万五千里长

征，书写了军民一心、众志成城、患难

与共的光辉篇章。瞻仰一处处红色旧

址，该中队官兵有一个共同感受：没有

哪一种根基，比扎根人民更坚实；没有

哪一种力量，比军民团结更强大。坚

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永远是我们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重要法宝。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客

观的见证人。弹指一挥间，90 年岁月

流转，战火硝烟早已远去，红军与长汀

人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依然在传颂，军民

同心的传统依旧在延续。

多年来，无论是支援地方经济社

会建设，还是担负急难险重任务、奋战

抗洪抢险一线，处处都有该中队官兵

的 身 影 。 他 们 常 年 开 展 军 民 共 建 活

动，竭尽全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结对帮扶驻地村镇，援建 2 所小学，把

子弟兵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厚爱写在闽

西大地。

“ 实 现 中 国 梦 强 军 梦 ，是 我 们 这

一代人的长征。”参观完中复村红色

旧址，新兵黄安然畅谈心得体会，“新

征 程 是 充 满 光 荣 与 梦 想 的 一 场 远

征 。 始 终 相 信 人 民 ，紧 紧 依 靠 人 民 ，

我 们 就 能 汇 聚 起 无 坚 不 摧 的 磅 礴 之

力 ，在 军 民 一 心 、团 结 奋 斗 中 开 创 更

加美好的未来。”

左上图：该中队官兵参观红九军团

长征出发地陈列馆。

张 祺摄

位于闽赣交界的长汀，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中央红军第九军团长征出发前的最后一战
就发生在这里。本报记者来到长汀探访——

“ 红 军 桥 ”畔 鱼 水 情
■刘华勋 本报记者 陈晓杰

日前，海军某大队组织一场实战化雷弹保障

训练。面对燃料加注工“牺牲”的突发特情，总体

转运员胡丰“替补”上阵，圆满完成燃料加注任务，

为后续雷弹应急装载赢得宝贵时间。

胡丰能在紧要关头跨岗救急，是该大队打破

岗位界限锤炼官兵专业技能，深入开展“一专多

能”训练取得扎实成效的一个缩影。得益于大队

量身定制的一专多能“成长路线图”，胡丰不仅精

通本职专业，还取得了火工、检测、吊装等多个专

业的上岗资格。

该大队领导介绍，随着新型舰艇和装备陆续

列装，部队保障任务日益繁重，急需培养一批“一

专多能”型保障人才。与此同时，部分官兵跨专业

学习缺乏清晰路径，导致专业学不精、技能练不

强，难以满足岗位需求。

为此，他们探索创新“跨弹型、跨专业、跨战

位”的“三跨”组训模式，在狠抓本弹型、本专业精

训基础上，常态开展多弹型交叉轮训、多专业强

化普训、多战位实战实训，确保专业号手紧缺情

况下有替补、有“备份”；针对人员能力素质参差

不齐的情况，按照“简单科目切入—重点科目强

化—难点科目拔高”的顺序，逐人逐岗明确训练

内容，循序渐进开展“本专业全号位—相近装备

同专业—相近专业同装备”递进训练。

他们通过定人、定岗、定标准，区分人员类型和

层次，为每名战士精准绘制“成长路线图”：义务兵、

初级军士在完成本弹型、本专业训练基础上，逐渐

拓展至不同弹型开展训练；中级军士在精通本职岗

位专业技能前提下，通过多岗通用培训，力争掌握

多个专业技能；高级军士着重开展从雷弹技术准备

到完成雷弹装载的全流程专业训练，掌握雷弹总

装、测试、出入库、转运、码头吊装全流程保障技能。

为检验“一专多能”训练实效，他们还研究制

订《雷弹保障能力认证考评细则》，每季度组织一

次阶段考核和模拟训练，逐人建立资质档案，严

格组织岗位资格认证，确保“一人掌握多型弹、一

组保障多型舰”的训练目标落地落实。

在“一专多能”训练模式的推动下，该大队一批雷弹保障“全能选手”拔节成长。

前不久，该大队组织一场夜间训练，官兵面对指挥所临机设置的车队遇伏、人员伤

亡、雷弹受损等多种特情，灵活搭配操作号手，在模拟减员 15%的情况下圆满完成应

急雷弹保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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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灵魂，也是一

支军队发展进步的灵魂。近日，习主席在福建

考察时强调，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

拓创新精神，锐意进取、善作善成。对我军来

说，就是要把创新摆在建设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全面推进军事理论、技术、组织、管理、文化

各方面创新，带动官兵把创新驱动发展的引擎

发动起来。

军事领域是最具创新活力、最需创新精神

的领域。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 。 创 新 能 力 是 生 成 和 提 高 战 斗 力 的 加 速

器。创新能力上去了，就能加快形成战斗力发

展的新动源，最大限度激发战斗力各要素的活

力，推动战斗力实现几何级增长。环顾当今世

界，创新驱动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竞争优势的核

心战略。赢得军事竞争主动，最需要的是创

新，根本出路在创新。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

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

遇。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创新能力是一支军

队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提高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

我军靠创新走到现在，也要靠创新赢得未

来。人民军队的成长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

史，每一次体制编制的调整，每一个战法训法的创

造，每一条治军规律的探索，每一项彪炳史册的成

就，都彰显着锐意创新的力量。新时代新征程，世

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我国

安全和发展需求深刻变化，实现强军目标任务更

加紧迫，也对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

者胜。人民军队只有紧跟时代不断变革创新，才

能在军事实力的较量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没有创新思维，就难以有创新的行动和实

践。习主席强调：“要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

思维，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

蓬勃向上的朝气。”我们应坚决破除守旧观念、

守常思维和守成思想，切实摆脱惯性思维、路径依赖、习惯做法的束缚，善于学

习新知识、接纳新事物，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善于用创新思维谋划和推进工

作。大力弘扬创新文化，激励官兵争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使谋划创新、推

动创新、落实创新成为全军的自觉行动。

军事创新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创新驱动涉及方方面面，

选准主攻方向和突破口至关重要。我们应坚持把创新摆在我军建设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下大气力抓理论创新、科技创新、科学管理、人才集聚、实践创新。抓住

这五个方面，就抓住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要矛盾，就能以重点突破带动和推

进全面创新，攻克制约我军建设和改革的突出问题，推动我军建设发展质量变革、

效能变革、动力变革，真正跑出加速度、建出高质量，加快先进战斗力有效供给。

（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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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谭阳林、曹一庆报道：深秋

时节，某机场引擎轰鸣。随着一声令下，

第 75 集团军某旅一架架直升机依次升

空，编队飞往训练空域。

“突击地域信息已发送！”训练现场，

无人机完成临空侦察，判明“敌”整体防

御部署后，将侦察信息实时回传，同时将

目标位置信息发送给空中火力单元，引

导直升机展开火力打击。很快，空中火

力单元就为先遣部队机降开辟出一条直

达“敌”阵地前沿的“安全走廊”。

“以往训练，目标信息需要侦察席进

行搜集和分析，然后上报指挥链路，再分

配到各火力模块。如遇无线干扰、通信

中断等突发情况，很容易贻误战机。”现

场指挥员介绍，空地信息高度交互融合

后，各火力单元可第一时间共享信息，空

中火力模块能根据战场态势和作战任

务，及时对“敌”关键部位实施火力压制。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先遣地面突

击分队迅速实施机降。结合无人机和

无人侦察车实时评估的火力毁伤效果，

官兵迅速计算射击诸元，引导空地火力

单元展开第二轮打击，精准摧毁“敌”目

标。突击小队机降渗透至“敌”重点目

标附近，通过指挥信息网络，采取多种

手 段 将 指 令 传 达 至 各 空 地 攻 击 模 块 。

随后，直升机再次发动空中火力打击，

圆满完成清剿夺控任务，全歼“敌”有生

力量。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探索创新空地

火力信息融合打击模式，综合运用全维

侦察感知、高强度信息对抗、多维一体协

同打击等手段，提升空地单元立体夺控、

协同作战能力。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

化作战体系、力量编组、行动样式、组训

方法等方面研究，进一步提升空地协同

作战效能。

第75集团军某旅组织空地协同演练

信火融合 立体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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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 71集团军某旅组织

实战化训练。图为战车编队

机动途中。

黄振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