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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新疆军区某师

官兵结合历史讨论剧本。

纵 恒摄

图②：情景教育课彩

排现场。 纵 恒摄

图③：情景教育课剧

照。

纵 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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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连队的传人，更
需要走近英雄的先辈

返程路上，新疆军区某师某团宣传

保卫股贺股长陷入沉思。这次寻根之

旅，贺股长在深受触动的同时，也找到了

红色传统教育突破的方向。

去年 6 月，这个团围绕红色传统教

育展开了调研。在贺股长看来，对于红

色传统教育，他们团本应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但从调查结果来看，事实并非如

此。调研中，只有一部分官兵对教育内

容比较认可。

“ 这 样 的 结 果 在 意 料 之 中 。”一 名

指 导 员 坦 言 。 这 些 年 ，为 了 抓 好 红 色

传统教育，他们做了很多努力，强军故

事 会 、历 史 纪 录 片 等 多 种 形 式 轮 番 上

阵。教育课结束后，谈及“这堂课怎么

样”，不少官兵的反应没有达到预期效

果……

“形式看似丰富多彩，效果很难深

入 人 心 。”不 少 官 兵 反 映 ：每 次 教 育 课

上 ，总 是 绕 不 开 那 几 个 典 型 的 例 子 。

新 兵 听 后 还 有 触 动 ，但 一 个 故 事 翻 来

覆 去 讲 给 同 一 群 人 听 ，教 育 自 然 就 没

了吸引力。

去年初的一次经历，让“进藏先遣英

雄连”连史解说员田雷恒记忆犹新。

那 次 ，“ 进 藏 先 遣 英 雄 连 ”原 副 连

长 、特 级 战 斗 英 雄 彭 青 云 的 后 人 彭 巍

来 到 连 队 参 观 ，田 雷 恒 按 照 惯 例 为 其

解说。

“能讲一下‘棒撬双眼射梅花’的故

事吗？”说到先遣连官兵在藏北高原坚持

刻苦训练的历史时，彭巍老人的一句提

问让田雷恒有些尴尬。

一 直 以 来 ，很 多 历 史 故 事 讲 解 都

是一带而过，虽然解说声情并茂，但面

对 这 从 未 留 意 的 历 史 细 节 ，田 雷 恒 有

些语塞。

原来，在藏北高原的那个冬天，先遣

连锡伯族战士西阿林因病全身浮肿，甚

至双眼都难以睁开。他申请继续参加射

击训练的请示被彭青云驳回后，西阿林

说：“如果不让我参加训练，我就绝食，省

得连累大家。”

第二天，战友们把西阿林架到了射

击场。他双眼肿成一条缝，难以睁开。

他坚持用火柴棒将眼睛强行撑开练习射

击，最终五发五中，靶子中央被打出了

“一朵梅花”。就在留下“棒撬双眼射梅

花”壮举的那天夜里，西阿林永远地离开

了大家。

老 人 讲 得 动 情 ，官 兵 们 也 听 得 认

真。

“英雄后人的讲述道出了许多我们

未曾了解的细节。”贺股长说，作为英雄

连队的传人，他们总以为自己是最了解

历史的人，可那次交流后，他们对先遣连

历史开始有了新的认知。

“深入探寻历史，才能传承好历史。

官兵被历史的细节触动，才能真真切切

感受到光荣传统的力量。”结束寻根之

旅，贺股长和其余 12 名理论骨干笃定了

决心——把原汁原味的历史搬上讲台，

让更多官兵知道那些尘封在岁月里的闪

光细节。

一个故事就是一份
精神食粮，一次创排就是
一次红色洗礼

“打开所有灯光，人员集合，准备再

来一遍！”时间已是凌晨 2 点，某团礼堂

里，排长尹跃的声音略带疲惫。

这是“进藏先遣英雄连”情景教育课

的创排地。为了这堂课，包括尹跃在内

的 13 名政治教员几乎每天都加班加点。

“这是我第一次登上舞台，现在每一

天都很焦虑。”二级上士李斌坦言，没有

经验可借鉴，他并不确定自己能将这段

耳熟能详的历史搞出什么“花样”来。

但他始终忘不了来到藏北高原先遣

连旧址的第一天——

5 米见方、黑暗无光的地窝子，连续

300 多米的战壕，还有一处重金属超标

的水源……

结束寻根之旅，李斌又看了一遍连

史展陈。他心中有些惭愧。近些年，高

原保障条件越来越好，但李斌感觉自己

变娇气了。连队驻地海拔高、气温低，受

领训练任务时，包括李斌在内的不少官

兵产生了畏难情绪。

“历史与现实的碰撞，让我有了更多

的思考和感悟。”情景教育课脚本撰写之

初，李斌从主题设置到内容创设，在原汁

原味呈现历史故事的同时，也融合了不

少身边战友的事例。

“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历 史 照 映 现 实 。

我希望每名战友都能从故事中找到让

自 己 有 所 感 触 的 细 节 ，在 看 清 自 己 与

先 辈 的 差 距 后 ，能 更 多 地 汲 取 精 神 能

量 。”情 景 教 育 课 初 具 雏 形 那 天 ，李 斌

感慨万千。

“李斌的思路是对的。以前要我说

什么是忠诚，我可能只讲出一些大道理

来，而现在我们就是要用故事、用鲜活的

英雄形象将‘忠诚’二字具象化。”一次创

排交流会上，尹跃激动地说。

“第一个带着侦察分队开路的副连长

彭青云是党员，牺牲在雪域高原的蒙古族

战士巴利祥子是党员……”深入了解先遣

连历史，尹跃用自己的思考理出了一条脉

络。一遍遍细数先遣连党员的事迹，尹跃

对“忠诚于党”有了更加形象的认知。

“这些故事看似停留在历史的坐标

之中，但我们身边其实并不缺乏类似的

例子。”尹跃回顾这几年部队执行高原任

务经历时发现，每次重大任务都是党员

带头冲锋。

一次高原演训，全连行进至一条冰

河前。指挥员命令快速渡河，党员骨干

率先跳入冰河中。水面逐渐升高，冰水

不断翻涌，为帮助其他战友渡河，党员骨

干手拉手挺立在河中央。

“在那种情况下，作为党员干部，必

须往前冲。”回想那次经历，尹跃说心中

依然有热血沸腾的感觉。

70 多年前，先遣连翻越海拔 5000 多

米的界山达坂。在人病马亡的危急关

头 ，连 队 20 余 名 党 员 一 人 负 责 一 个 病

号，硬是把全连拖过了达坂。每次读到

这段历史，尹跃都能感受到使命感的不

断叩击，“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既然接过

了英雄先辈的接力棒，那么跟随他们一

同前进就是责无旁贷的义务”。

“故事挖掘越丰富，课堂设计越深

入。我们在挖掘英雄故事中不断收获，

不断进步。”为了让这堂情景教育课更能

打动人心，结束寻根之旅后，汪宣召几乎

读遍了关于这段历史的资料。

在藏北高原，人员不断牺牲、后勤补

给中断的时候，先遣连党支部书记李狄

三带领干部挨个地窝子做动员，为官兵

们树立信心，战胜困难。

“一个故事就是一份精神食粮，一次

创排就是一次红色洗礼。”贺股长介绍

说，随着情景教育课创排不断深入，13

名政治教员纷纷站上台讲述不同的故

事，在感动自己的同时，也一步步实现着

感动他人的初衷。

台上演英雄，台下勇
争先，让情感共鸣激发奋
进力量

“过程很辛苦，但看见今天的教育效

果，我感觉一切都值得。”情景教育课首

次登台那天，尹跃在礼堂外坐了很久。

“这一次，官兵究竟会不会买账？”演

出前，和尹跃的想法一样，其余 12 名政

治教员的心中也打了个问号。

台下座无虚席，官兵的一阵阵掌声抵

消了台上的紧张情绪。情景表演轮番上

场，掌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都热情高涨。

“看着先遣连先辈倒下的场景，听着

耳边响彻的高原风声，我的心头像压着

一块石头。”回忆起第一次观看情景教育

课的感受，某连二级上士陈广林说。

台上的演员倒下了，后排不少观众

起身朝着台上张望，伫立在那里，长久地

沉默着。

“想想我那牺牲的战友，还有什么荣

耀说得出口……”随着歌曲的音乐声响

起，许多官兵的眼圈逐渐泛红。

“以前知道我们单位有这段光荣历

史 ，今 天 我 更 加 明 白 了 这 段 历 史 的 意

义！”随着情景教育课走向尾声，台下官

兵们神情越来越凝重。

“打动心灵，才能真正教育官兵。在

与官兵的眼神交流中，我知道这堂课产

生了效果。”情景教育课落下帷幕，尹跃

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某连王指导员感慨地说：“传承英

雄精神，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工作

干到极致，把本领练到最好，时刻准备

战斗……”

“这只是我们深入开展红色传统教

育的一个突破口。”该师政治工作部一

名领导在会上交流时说，抓好红色历史

教育，关键在于潜移默化，在于持久发

力。这些红色资源如果像过去那样放

在封闭的展馆里、存于厚重的档案中，

就很难让年轻官兵掌握学习。深度挖

掘红色资源，让遥远的历史与年轻官兵

形成情感共鸣，才能让年轻官兵体悟历

史带来的力量。

如今，红色历史的熏陶、优良传统的

滋养遍布该师各个驻训营区。从文化长

廊到英烈墙，从一张张展板、一个个展柜

到一块块电子荧屏，这些教育物料都以

完全开放的形式呈现。

“人人自学一个故事，就能迸发更多

创作灵感。”在某团，他们采取“读书会+

故事会”的形式，引导官兵寻找故事线

索、激发创作灵感，并由文艺骨干进行加

工，最终以舞台剧的表演形式呈现在大

家面前，强烈的“代入感”让官兵在触摸

历史中心明眼亮。

“讲好英雄故事，我们还要激励官兵

传承好英雄精神。”不久前，结合连队开展

的冬季练兵活动，某连指导员柳栋受情景

教育课的影响，准备了一个教育计划。

前段时间的实兵训练中，三班班长

白庆带领攻坚班组拔除“敌”前沿火力

点，为连队开辟进攻通路。面对进攻通

路上突然出现的“暗堡”，白庆仔细观察

后，冒着弹雨低姿匍匐前往爆破。随着

一声巨响，通路开辟完成。

以此为例，柳栋结合先遣连历史，以

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主题创作的

《我是党员不怕难》情景短剧出炉了。

台上演英雄，台下勇争先。官兵们

实现了从学习英雄到扮演英雄再到争当

英雄的跨越。

包括贺股长在内的 13 名基层政治

教员又开始了新的研究方向——他们对

加强动散条件下历史情景课堂的运用以

及如何跟进重大任务开展教育进行了专

题研究，提出了具体落实方案。新的教

育“炉火”正在点燃。

追 踪 一 堂 情 景 教 育 课
■梁五一 本报特约通讯员 冯 毅 纵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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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清多久的历史，就能看到多远

的未来。

2024 年 5 月，新疆军区某师组织 13

名基层政治教员从驻训地出发，前往位

于藏北羌塘高原的先遣乡，探寻一段 70

多年前的红色记忆。

1950 年 8 月，按照党中央进军西藏

的指示，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以一团一

连为基础，组成进藏先遣连，从新疆于

田出发徒步跋涉千里，横跨昆仑山、冈

底斯山，进军藏北高原。在挺进和驻守

藏 北 的 一 年 间 ，该 连 共 有 63 名 官 兵 牺

牲。为表彰先遣连的功绩，西北军区授

予该连“进藏先遣英雄连”荣誉称号，并

给 全 连 136 名 官 兵 各 记 大 功 一 次 。 一

次为 136 人记大功，这在我军历史上还

是第一次。

对于连队先辈的这段光荣历史，二

级上士李斌早已耳熟能详。但走上藏

北羌塘高原，置身先辈坚守、战斗过的

恶劣环境中，他的内心还是深受震撼。

“这里海拔 4500 多米，快走两步就

要大口喘气。这个连呼吸都费劲的地

方，我们坐车颠簸了 7 个小时才到达，很

难想象当年先辈是怎么靠着两条腿走到

这里的。”李斌感慨颇深，“耳朵听百遍，

不如亲自走一遍，听了这么多年先遣连

的故事，直到身处其中，才真正感受到先

辈的艰辛。”

这 次 寻 根 之 旅 的 目 的 地 叫 做“ 扎

麻 芒 堡 ”，先 遣 连 曾 在 这 里 坚 守 9 个

月 。 先 辈 们 在 亘 古 冰 原 上 挖 地 窝 、开

战壕、筑掩体，建立了人民军队在藏北

的第一个常备据点。同时，他们联系、

发 动 群 众 ，为 和 平 解 放 阿 里 奠 定 了 坚

实基础。

“ 近 年 来 ，军 地 各 方 不 断 挖 掘 ，这

段 历 史 越 来 越 完 整 ，但 仍 有 很 多 细 节

需要完善。”“进藏先遣英雄连”现任指

导员汪宣召说，“先遣连的伟大不仅在

于 创 造 了 令 后 人 敬 仰 的 历 史 功 勋 ，更

在于先辈们在阿里这片遥远土地上的

无私付出。”

瞒着病情坚持打猎补充连队给养

直 至 牺 牲 的 蒙 古 族 战 士 巴 利 祥 子 ，管

理 药 品 却 宁 死 不 用 药 的 卫 生 员 徐 金

全 ，临 终 恳 求 组 织 原 谅 自 己 误 哨 问 题

的 起 义 战 士 刘 好 志 …… 随 着 寻 访 深

入，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人物跃然眼前，

13 名 基 层 政 治 教 员 从 一 开 始 的 激 动 ，

逐渐转为沉思。

“高原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承

载着革命先辈的精神印记，都在不断向

后人讲述那段历史。”二级上士柴林是

单位小有名气的文艺骨干，当半个多世

纪前的一个个地窝子、一条条战壕、一

座座掩体的画面从脑中闪过，他冒出了

一个大胆想法——采撷这些散落在雪

线 上 的 红 色 记 忆 ，把 这 些 故 事 搬 上 舞

台，以情景教育课的形式展现给师里战

友们。

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支

持。13 名基层政治教员在“扎麻芒堡”

收集了大量史料，挖掘到许多故事。“这

些故事，甚至不用经过任何艺术加工，便

足以感动大家。”柴林眼中涌动着难以掩

盖的热切。

车继续在高原公路上颠簸，“扎麻芒

堡”早已掩隐在山的那边，13 名基层政

治教员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要把这些故事宣扬出去，让身边战友们

了解并感悟那些厚重的历史。他们坚

信，当鲜活的历史穿越时空，一定能够点

燃新时代官兵心中那团火焰。

13名基层政治教员的寻根之旅
■本报特约通讯员 冯 毅 纵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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