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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第 82 集团军某旅“飞夺泸定桥

红二连”荣誉室，记者被一张放置在显眼

位置的老照片吸引。照片上红军战士的

包袱布字迹已经模糊，一旁的说明上写

着“六项注意”。

“这是‘红二连’的‘传家宝’。”该连

连长告诉记者，1927 年秋，毛泽东同志

站在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雷打石上宣布

三条纪律，后来又在桂东县沙田村颁布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立下我军的“第

一军规”。当时，受命试点的“红二连”官

兵，把这些规定写在包袱布上，反复默

写、背诵，作为行动指南。

自此，严守纪律便融入连队的基因

和血脉，成为克敌制胜的“传家宝”。突

破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

桥、奇袭腊子口、激战平型关、会战辽西、

解放海南……一路走来，连队历经大小

战斗 876 次，靠铁的纪律取得赫赫战功。

在强军兴军的新征途上，“红二连”

官兵擎起先辈的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用铁的纪律锻造“铁一般的队伍”，圆

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连队先后被评为

“基层建设标兵连”“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等，荣立集体二等功，连队党支部被评为

“先进基层党组织”。

面对改革调整，一声令下
便出发——

平时把铁的纪律刻进
心底，关键时刻才能毫不
迟疑

“新时代严守纪律的故事中，哪一个

大家印象最深？”记者的这个问题，引起

“红二连”官兵热烈讨论。

很快，大家便达成共识：2017 年的

千里移防。说起那段经历，不少人都能

讲出几个感人故事。

“移防的命令来得突然，执行起来不

容易。”干部路鹏飞回忆，驻地变了、任务

变了，好不容易形成的能力需要重新聚

合，向“新战场”冲锋面临全新挑战与考

验；部分装备和岗位有了调整和更新，有

些干了十几年的老兵必须从零开始，艰

难转型；有的官兵家属刚刚随军安置工

作，还有的官兵子女好不容易进入优质

学校……

疾风知劲草。当移防的这一天到来

时，“红二连”没有一名官兵向组织讲条

件、提要求，全部自觉拥护改革、服从改

革、投身改革，组织一声令下，打起背包

就出发，坚决彻底地完成了移防任务，通

过了这场特殊的大考。

没有人讨价还价，没有人叫苦抱怨，

并不是官兵们没有困难。说起妻子的付

出与支持，连队干部贾昊一脸歉意。此

前，妻子是一名教师。为了支持贾昊工

作，她辞去工作随丈夫到新驻地生活，如

今在一家商场里打工。

“部队有明确的纪律规定，不能说没

有困难才遵守，遇到困难就打折扣，你说

是不？”贾昊坦言，“第一军规”的首条就

是“行动听指挥”。作为“第一军规”试点

单位的传人，更不能破坏一代代“红二

连”官兵传承下来的规矩。

铁的纪律，让“红二连”官兵“受命之

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亲、击鼓之

时则忘其身”。在该连荣誉室里，听着

“22 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故事，我们

仿佛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长征途中，“红二连”奉命抢占泸定桥，

保障红军主力渡河，此时河上只剩下 13根

铁索。接到这个九死一生的任务，连队 22

名突击队员心无杂念、视死如归，把铁的纪

律转化成完成任务的强大执行力和战斗

力，“飞夺泸定桥红二连”由此得名。

平时把铁的纪律刻进心底，关键时

刻才能毫不迟疑。新时代新征程，“红二

连”官兵以“第一军规”试点连队的荣誉

教育和激励官兵，系统学习条令条例和

各项规章制度，在实战化训练、抢险救灾

等任务和日常管理中增强官兵的遵规守

纪意识，把铁的纪律挺在前面。

那年冬天，辽东大地突然下了一夜

暴雪。

清早起床，看着被皑皑大雪覆盖的

山村，休假在家的该连班长李圣洁有些

犯愁。休假结束要归队，今天是他赶火

车的日子，大雪打乱了计划。

“儿啊，你打个电话给连队反映一下

实际情况吧！”母亲劝李圣洁。李圣洁却

说，有困难先克服，没有必要因为一点困

难就坏了连队的规矩！

在父母关切的目光中，李圣洁毫不犹

豫地背上背包，踏上了返程的路。大雪覆

盖了山村，也隐藏了道路，李圣洁一路上穿

山林、越沟坎，跌跌撞撞地走出了雪野。当

他坐上火车时，才感到身上一阵阵刺痛。

归队时脱下衣服一看，全身多处瘀青。

听“红二连”官兵讲遵规守纪的故

事，记者忽然明白，为什么这支连队有底

气喊响：“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没有克服

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一场演训见证“纪律中有
无穷的战斗力”——

没有铁的纪律，就夺取
不了战场的新胜利

在“红二连”采访时，官兵屡屡提及

改革调整后的第一次演习。

2018 年，连队参加一场跨区演训。

战斗进入白热化，多个连队同时受命执

行穿插渗透任务，夺占关键阵地。

对于各参训连队来说，这是一场无

声的较量。大家摩拳擦掌，谁都想第一

个将红旗插上山顶。等到这一阶段演训

结束时，“红二连”是唯一成功穿过对手

防线并顺利夺占阵地的连队。

总结复盘时，大家才发现“红二连”

的不一样——

有的连队急于求成，没有科学规划路

线，也没有及时做好疏散和隐蔽，被对手

察觉，遭到精确打击；有的连队在战斗中

越打越“冲动”，强行通过火力拦阻区，结

果损失大半，后续无力再战……只有“红

二连”官兵，时而分散成小组悄然渗透、独

立作战，时而全连聚拢突击，收放自如。

“每一步都收放自如、严丝合缝的背

后，是不容置疑的铁纪严规。”结合一个

个具体行动进行分析，介绍经验的“红二

连”官兵表示，在摸清战场条件和环境基

础上，必须靠令行禁止保证部队“聚散合

拍、行动一致”，否则很容易“散则收不

拢，聚则易暴露”。

凭着铁的纪律，“红二连”这些年一

次次在重大演训中圆满完成任务，多次

受到上级肯定和表彰。

得知记者在“红二连”采访，旅机关

一名参谋主动找过来，要跟记者聊聊。

2021年，驻地附近突发山火，这名参

谋随救灾部队前出遂行任务，目睹“红二

连”第一个到达灾区、第一个进入火场救

火，由衷感叹“纪律中有无穷的战斗力”。

快速反应，源于连队官兵平时认真

落实战备规范不打折扣。这名参谋下基

层检查战备工作时发现，“红二连”官兵

始终严格按战备规范把各项工作做得严

而又严、实而又实，装备物资细化到单

装、单车、单兵，任务区域的桥、隧、涵、道

数据定期更新。

翻看“红二连”的战备文件，记者不禁

为之惊叹。官兵每天检查单兵行动卡、急

救包、携行装具等个人战备物资；连队每

周检查方案预案、行动训练、车辆装备、枪

械附件等战备事项，确保一有任务便能

“自动弹起”，一声令下便可迅疾出动。

几天前，连队组织了一场军情研究，

分析现代战争的制胜规律。官兵们综合

开源信息，仔细研究了一场现代空战失

利的教训后发现，根源之一是没有严格

执行用频纪律，导致雷达信号暴露己方

目标，结果被对手猎杀。

一场场实战化演训、一次次军情研

究、一堂堂形势战备教育，让“红二连”官

兵更加强化一个观念：没有铁的纪律，就

夺取不了战场的新胜利。

从“不拿一个红薯”到“不
收一筐板栗”——

无论时空如何变迁，
铁的纪律都不会褪色半分

那年秋天，中原的板栗熟了。

正在豫南某山区参加演训的“红二

连”官兵，集结地域在山间的一片板栗林

中。按照计划，全连官兵各就各位、分工

合作，很快在林下展开各种构工作业。

入夜，秋风骤起，吹落一地板栗。第

二天早晨起床，看着满地的板栗，官兵们

不禁犯了愁。不处理，影响行动；处理，

担心影响军民关系。两位连队主官一合

计，利用训练间隙组织全连官兵将掉落

的板栗收集起来堆放在树下。

几天后，老乡带着筐上山采摘板栗，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看着正在收拾行

装，准备开拔去“战斗”的官兵，他们说什

么也要送一筐板栗给大家。但官兵遵守

纪律要求，坚决不收。如今，回忆这段

经历，不少官兵的脸上仍然泛起微笑。

这一筐板栗，让官兵们想起了 90 多

年前的那经典一幕——

1927 年秋，罗霄山脉的红薯到了收

获的季节。一支队伍经过一片红薯地，

饥肠辘辘的士兵本能地挖出红薯，狼吞

虎咽吃下充饥。

这一幕，老百姓早已司空见惯。害

怕“兵匪”的村民，早早躲进山里。

目 睹 这 一 切 ，这 支 队 伍 的 指 挥 员

毛泽东同志陷入深思：秋收起义后的队

伍，旧的习气还未清除，新的纪律还未建

立，必须严明军纪。第二天一早，队伍即

将出发，他站在一块雷打石上高声宣布

三条纪律——

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

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

这就是“第一军规”的雏形，也是连

队记忆里的“第一个纪律故事”。

无论时空如何变迁，铁的纪律都不

会褪色半分。从“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到“不收群众一筐板栗”，成为“红二连”

传人遵守群众纪律的时代注脚。

近年来，部队演训活动十分频繁，每

年都有半数时间在外奔忙。连队结合职

能任务组织群众纪律辅导授课，利用红

色资源融洽军民关系，剖析反面典型搞

好案例警示，引导官兵增强守纪如铁的

思想自觉。

一次机动训练，上级要求夜间行驶过

程中必须闭灯驾驶。途经一个学校门口

时，驾驶员薛程感觉到步战车颠簸了一

下。“估计是轧到什么东西了。”薛程下意

识地想，但任务不允许他下车检查。

第二天任务结束，薛程向连队报告

后返回“事发地”，发现前一晚不小心将

门口的花坛轧坏了一角，便主动找到学

校领导提出赔偿。

“几块砖的事，我们改天补一下就是

了。”学校领导检查受损情况后，认为损

坏不严重，不打算让官兵们赔偿。薛程

认真地说：“损坏东西一定要赔，这是我

们连队一直以来的规定。”在他的坚持

下，赔偿了相应的钱款。

记者了解到，这所学校依据这个故事

排演舞台剧，成为学生国防教育的生动教

材。不少孩子在听故事、看节目中，潜移

默化地打下了爱国拥军的思想烙印。

夕阳西下，打靶归来的“红二连”官

兵列队从记者身边经过，嘹亮的歌声在

林间回荡：“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

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探访“第一军规”试点连队“飞夺泸定桥红二连”—

铁的纪律锻造“铁一般的队伍”
■卢家辉 本报记者 张科进 付 语

夏夜，第 82 集团军某旅“飞夺泸定

桥红二连”官兵悄无声息地到达指定地

域，潜伏下来。很快，四周的虫鸣再次响

起，仿佛从来没有人来过。如果不是事

先知晓此行的计划，记者完全不会察觉

到这片区域潜伏了一队精兵。

记者的采访，便是从这次夜训任务

开始的。一连几个小时，官兵们仿佛消

失在这片区域。当记者也像官兵们那样

趴 在 草 丛 中 时 ，发 现 每 一 秒 都 是“ 煎

熬”——不知名的虫子，不时爬上脸颊叮

咬，夜风中的草叶摩挲着皮肤，难以名状

的痒意袭上心头……

训练间隙，官兵们告诉记者，为了锤

炼过硬的打仗本领，这样的潜伏训练很

寻常。几位老兵讲起了 3 年前在异国他

乡的那次潜伏——

2022年，南苏丹，联合国维和部队营

地发生一次严重盗窃事件。及时抓捕窃

贼、找回被窃物资的任务，落在了执行维

和任务的“飞夺泸定桥红二连”官兵肩上。

连队干部路鹏飞回忆，当时，维和

部队营地的当地守卫力量薄弱，治安环

境也十分紧张。如何完成任务？连队

仔细分析案情、认真进行调研、周密拟

制计划，决定采取潜伏蹲守的方式“守

株待兔”。

每天晚上，任务小组官兵潜伏在窃

贼必经之处的草丛中。时值盛夏，南苏

丹地区天气炎热、蚊虫肆虐，虽然采取了

各种防护措施，但每天都有官兵出现皮

肤疾病症状。

一天又一天过去，窃贼仿佛消失了

一般，不见踪影。

潜伏在茂密的草丛中纹丝不动，官

兵们夜夜都要承受更甚于记者亲身体验

的“煎熬”。即便如此，大家始终坚守战

位、恪尽职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最

终，以为部队已经放松警惕的窃贼，前来

二度作案。官兵当场抓获窃贼，并顺利

找回被窃物资。任务完成后，联合国驻

南苏丹特派团对中国军人的过硬作风和

一流执行力给予高度赞扬。

在南苏丹维和的日日夜夜，连队官

兵零适应快速转换、多任务同时展开、近

距离面对风险，以高度的纪律性完成警

戒执勤、武装巡逻等联合国授权任务，充

分展现了中国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

“令行禁止，雷打不动，是我们连的

光荣传统，也是我们战胜敌人、完成任务

的底气。”官兵们的话发自肺腑，让记者

不禁想起了这个连队的先辈们——90

多年前，站在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雷打

石旁，听毛泽东同志宣布纪律的那群衣

衫褴褛的红军战士。

跟着“红二连”官兵一起夜训
■本报记者 张科进 付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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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多年前，毛泽东同志立下了人

民军队的“第一军规”。作为当年的试

点单位，“飞夺泸定桥红二连”官兵始终

把这些纪律和规定铭记于心、践行于

行，升华为“党指挥枪”的政治自觉，转

化为令行禁止的行动自觉。在一个连

队的示范下，铁的纪律从此刻进人民军

队的基因。

毛泽东同志曾说，这个军队之所以

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

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立下“第一军

规”，始终把铁的纪律挺在前面，让人民

军队成为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先进力

量，成为一支无坚不摧、攻无不克的雄

师劲旅——

因为有“自觉的纪律”，人民子弟

兵的形象立了起来。长征途中，红军

宁 可 嚼 草 根 、吃 皮 带 ，也 不 拿 群 众 一

粒 青 稞 ；解 放 战 争 中 ，上 海 街 头 的 解

放军战士在寒风中露宿街头，也不扰

民。

因为有“自觉的纪律”，人民军队

创 造 出 一 个 个 战 争 史 上 的 奇 迹 。 黄

崖洞保卫战中，八路军战士面对日军

的 疯 狂 进 攻 ，严 格 执 行 作 战 纪 律 ，没

有一人擅自撤离战位；冰天雪地的抗

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将士即便被冻

成冰雕也纹丝不动，以铁的纪律坚决

执行阻击任务。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纪律是人民

军队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我们必须

更加重视和加强纪律建设，把铁的纪律

烙印在心底，在听党指挥中铸牢军魂；

把铁的纪律化作坚定的行动，在遵规守

纪中锤炼作风。

只有让铁的纪律成为“自觉的纪

律”，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确

保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向前进，

才能锻造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的胜利之师。

让铁的纪律成为“自觉的纪律”
■雷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