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2025年年 66月月 1616日 星期一日 星期一 3视 点 责任编辑 / 孙晨姌Tel：010-66720063

图①：抗美援朝老兵路明（左）讲

述战斗故事。 粟 毅摄

图②：仙桃市陈场镇民兵江满馨

为学生讲解英烈事迹。 曾锦浩摄

图③：湖北省军区休干系统开展

岗位练兵比武。 白宗强摄

图④：贺英女子民兵连创演红色

音乐剧《那一抹红》。 粟 毅摄

图⑤：革命老区湖北省大悟县宣

化店镇。 梁 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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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军区组织的“当那一天来临”

特色音乐党课上，《当那一天来临》战歌的旋

律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历史与现实的共鸣

之门。百余名中校以上军官屏息聆听，在跳

动的音符中触摸荆楚大地的红色脉络。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当《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的旋律响起，授课人讲述起这

首经典歌曲的创作背景。从鄂豫皖根据地

出发的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革命先辈将

纪律条例编成歌词，填入根据地流行的《土

地革命歌》的曲调中，孕育出传唱至今的红

色旋律。屏幕上，泛黄的《红军纪律歌》手稿

与新时代官兵的纪律教育场景交叠，印证着

“守纪如铁”的传承密码。

“省军区工作点多面广，纪律就是战斗力

的‘压舱石’。”一位人武部主官说道。从革命

年代“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到新时代

征兵、动员工作中的清风正气，歌声传递的不

仅是激昂旋律，更是人民军队的初心本色。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舞台

光影变幻，《洪湖赤卫队》经典场景重现，“贺

英女子民兵连”“南水北调守井连”等 10 面

连旗在旗手护卫下依次入场。旗手们步伐

铿锵，呐喊声响彻会场，与历史影像中的枪

炮声形成奇妙呼应。

2020 年洪湖防汛画面切入，30 多名民兵

组成的突击队，在“三八湖堤”扛着 40 多公斤

重的沙袋奔跑，泥浆沾满裤腿，汗水浸透迷

彩。“当年赤卫队用梭镖保卫苏区，今天我们

用肩膀守护人民！”民兵连长张国凯掷地有

声，台下掌声如潮。这是跨越百年的赤子情

怀，也是“平时服务、急时应急”的使命担当。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响起，98 岁的

老兵胡克祥在搀扶下走上讲台。胡老身着

旧式军装，胸前的勋章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上甘岭战役时，我在指挥所负责制订作战

方案。”他的声音沙哑却坚定，“敌人的炮弹

不断在周围爆炸，每次外出勘察地形都是生

死考验，但我们必须争分夺秒摸清敌情，多

一份准确情报，前线战友就少一分危险。”胡

老的讲述让许多官兵眼眶湿润，也让大家读

懂了“后方也是战场”的深刻内涵。

党课结束前，官兵全体起立，齐声唱响

《强军战歌》。这嘹亮的歌声，既是对峥嵘历

史的深情致敬，更化作新时代国防动员使命

的坚定回响。

旋
律
中
的
使
命
传
承

—

﹃
当
那
一
天
来
临
﹄
特
色
音
乐
党
课
侧
记

■
何
武
涛

陈
一
琛

荆楚大地，烽火记忆励斗志
—湖北省军区多维强化应急应战使命担当纪实

■何武涛 陈一琛

仲夏的江汉平原，石榴花似火绽放。近日，湖
北省军区组织“当那一天来临”特色音乐党课。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活动现场，百余名中校以上军官的合唱声如洪
钟般响亮，激昂旋律与荆楚大地抗日烽火的记
忆共鸣。

荆楚大地，红色血脉奔涌不息。这里孕育了
敢为人先的“首义精神”，见证了黄麻起义的烽火、
中原突围的智勇。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 98

抗洪的人墙筑堤，再到抗疫时期的逆行冲锋，无数
奋斗篇章在此书写，铸就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近年来，湖北省军区立足地域特色，深挖红
色资源富矿，汲取老干部精神养分，创新打造沉
浸式、互动式、共享式教育课堂。回溯历史、聆
听故事，让精神火种在新时代焕发活力，为官兵
强化应急应战、服务人民的使命担当注入澎湃
动能。

——编 者

“1946年盛夏，30万国民党军铁壁合围，6万

解放军官兵在中原大地陷入重围……”鄂豫

交界的大悟县宣化店镇，中原突围纪念馆内，

红旗猎猎映照着雕塑群的刚毅面容。在场军

官屏息凝神，听讲解员还原那场生死突围的

惊心动魄。这是湖北省军区依托红色资源打

造的“聆听战斗故事、汲取精神力量”品牌课

堂现场。

荆楚大地堪称“革命文物大省”，全省现

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1772 处，约占全国总量

的二十分之一；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 15 万件

（套），约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如何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教育优势，一直是湖北省军区

高度关注的课题。为此，该省军区将辛亥革

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

纪念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等百余个

红色地标，全部纳入精神培育基地，并创新组

建民兵宣讲团，让“家门口的烽火传奇”成为

生动教材。

“子弹穿透吴焕先政委胸膛，他按住伤口

继续指挥战斗，生命永远定格在 28 岁……”在

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基干

民兵、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程星讲述《黄麻英

烈——吴焕先》时，台下民兵眼眶湿润。加入

黄冈民兵宣讲团一年来，程星累计完成 20 多

场讲解，让千余名官兵、民兵在英烈事迹中触

摸历史温度。

在鹤峰县红岩坪村红三军军部旧址，一

支以“贺英”命名的女子民兵连，正用青春续

写着这片红色土地的传奇。贺龙元帅的大

姐、新中国“双百人物”贺英，曾在此率部坚

持 游 击 战 直 至 牺 牲 。 贺 英 女 子 民 兵 连 自

2020 年组建以来，持续采取集中授课辅导、

理论串讲、辨析讨论等方式，常态向村民和

游客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整理并出版《贺龙

在鹤峰》故事集、编创反映当地军民英勇事

迹的情景音乐剧《那一抹红》，遴选骨干力量

开设“娘子军微课堂”，同时组建“红色文艺

轻骑兵”宣传小分队，以实际行动肩负起英

雄精神“播火者”的使命。连长向鑫说：“取

名‘贺英’，就是要让红色基因永不褪色！”

贺英女子民兵连将红色传承融入行动，

近 5 年累计参与抢险救灾、安全巡逻 100 余

次 ，清 理 排 洪 沟 土 石 方 300 余 方 、疏 通 河 沟

2000 余米、助农抗旱 300 余亩。这群被群众

称为“山梁上的红色娘子军”，在乡村振兴、基

层治理一线践行使命，连队荣膺“全国巾帼文

明岗”。

从红色地标汲取精神力量

在湖北省军区组织的“故事分享会”上，

来自不同岗位的官兵分享着自己的亲历故

事，这些带着体温的讲述成为强化使命担当

的鲜活教材。

面对急难险重任务，省军区官兵始终冲

锋在前。“防护服里闷得喘不过气，可看着一

箱箱物资，就想着再快一点！”红安县人武部

政委兰明明站在讲台上，回忆起 2020 年 2 月

10日的那个夜晚。当时，病毒肆虐，100吨防护

物资运抵武汉火神山医院，面对无人搬运的

难题，他主动请缨，带着 50 名党员组成的突

击队，在重症患者转运车往来的通道旁，用肩

扛手推的方式，3 小时完成物资卸运。“那些箱

子里装的不是简单的物资，是前线医护人员

的‘盔甲’，是患者的希望。”他声音沙哑地说，

“卸到一半的时候，大家的防护面罩里都结了

冰，但没有一个人喊停，因为我们知道，早一

分钟送达，就能多挽救一条生命。”

“洪水漫过冲锋舟的瞬间，我攥紧了老乡

的手。”襄州区人武部部长段纪成的分享，将

听众带回 2024 年 7 月的洪涝灾害现场。当

时，伙牌镇五龙村受灾，900 多名村民被困。

他带领民兵应急分队冲进湍流，连续 12 小时

泡在齐腰深的积水中。“5 天 5 夜，我们出动民

兵 1200 多人次，转移群众 2200 余人，封堵决

口 178 米。”段纪成语气坚定地说，“这身迷彩，

就是守护群众的最后一道防线。”

省军区虽然不是一线作战部队，但每年

都会接收不少来自军兵种单位的交流干部，

他们的经历同样触动人心。随州军分区参

谋范奇就是其中一员。在马里维和期间，他

执行过 2 次武装巡逻任务、3 次紧急支援任

务。“马里当地时间晚上 8 点，营区突然遭遇

汽车炸弹袭击。巨响过后，玻璃碎片划破我

的脸颊，而战友申亮亮再也没能回来。”回忆

起那段经历，范奇眼眶湿润。胸前的“和平

荣誉勋章”，记录着他在异国他乡直面生死

的勇气。

从抗疫前线到抗洪一线，从国内任务到

国际维和，一个个真实故事让官兵们深刻认

识到，和平年代仍需保持冲锋姿态。该省军

区政治工作局领导介绍，下一步还将系统挖

掘整理这些故事，创新分享形式，让教育更

具 感 染 力 ，为 国 防 动 员 事 业 注 入 强 大 精 神

动能。

以亲历分享体悟使命担当

“当年美军的防弹衣，几米内手枪都打不

穿！”91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路明站在讲台上，

手里举着战场上缴获的美军防弹衣碎片。他

朗声笑道，“可咱们靠‘小米加步枪’，照样把

他们打败！”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90 后

文 职 人 员 吴 枫 攥 紧 手 中 的 笔 ，眼 睛 里 燃 着

光。这是湖北省军区“90 后对话九十后”主题

活动现场的一幕。请打过仗的人讲过往，听

奋斗者说担当。湖北省军区挖掘运用老干部

资源，开展“90 后对话九十后”主题活动，邀请

老干部忆峥嵘岁月、讲铁血忠诚、与青年对

话，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在孝感离职干部休养所荣誉室，一把铜

质军号静立展柜中。这是伴随 98 岁老兵胡克

祥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的“生死搭档”。

1946 年中原突围中，胡克祥所在的司号

排担负着传递命令的重任。当得知 359 旅正

朝 9 公里外的荆紫关敌军包围圈行进时，他

抓起军号拔腿狂奔。“呼啸的子弹擦着耳边飞

过，也顾不上害怕。”老人攥紧拳头，仿佛又回

到那片硝烟弥漫的山岗，“我咬着牙爬上山

头，腮帮子吹得渗血，肺里像塞了团火，硬是

让号声穿透了枪炮声！”那跨越生死线的军号

声，最终让行进中的部队紧急止步。胡克祥

突然挺身仰头，模拟起当年的吹号姿势，“只

要军号还在响，战士的脊梁就不会弯！”

刚入职时总喊“压力大”的文职人员齐恋

恋，听完故事后沉默良久。她在笔记中写道：

“ 胡 老 的 军 号 不 是 乐 器 ，是 战 场 上 的‘ 生 死

符’。对比当年的血与火，我们眼前的这点儿

困难算什么？我要做好老干部的守护者，绝

不退缩。”

近年来，该省军区先后组织 30 余场次类

似的对话活动。其中，抗美援朝老兵弥生泉

的讲述，给十堰市茅箭区人武部政委汪精灵

带来深刻触动。

1953 年 2 月，军校毕业不久的弥生泉入

朝参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曾 3 次与死

神擦肩而过。面对枪林弹雨，他从未退缩。

“每次执行任务前，我都把最体面的衣服穿

上。”弥老的语气平静却震撼，“不是爱美，是

准备‘光荣’的时候能干净些。”这番话让汪精

灵红了眼眶。上任初期，面对单位建设滞后

的困境，汪精灵曾一度焦虑迷茫。如今，他将

老兵故事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干动

力，带领官兵迎难而上，两年间推动人武部从

“中下游”跃升至“双先进”。

一场场与老兵的近距离对话，在省军区

各单位持续开展。这些从战火中走来的长

者，用亲身经历为官兵推开历史的窗，窗的

这一侧是和平年代的岁月静好，另一侧是永

不褪色的铁血荣光。当 90 后官兵握着 90 岁

老兵布满老茧的手，那些关于忠诚、勇气与

牺 牲 的 故 事 ，化 作 新 时 代 国 动 人 的 精 神 动

力，激励官兵们在 平 凡 的 岗 位 上 书 写 动 人

的篇章。

用老兵故事激励实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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