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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曦 微 露 ，山 东 省 济 南 市 莱 芜 区

牛泉镇三官庙村一个农家小院里，主

人朱永军早早起了床，与家人一起把

珍藏多年的烈士证明书和历史照片擦

拭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

特殊客人。

上午 9 时许，第 74 集团军某旅“大

渡河连”派出的“寻根小分队”官兵，怀

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走进这座农家小

院的大门。

“这是一次‘寻根之旅’。”该连吴指

导员告诉记者，90 年前那场惊心动魄

的强渡大渡河战斗，连队官兵人人皆

知；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的名字，大家

耳熟能详。90 年来，革命先辈有我无

敌、舍生忘死的血性胆气，敢于压倒一

切敌人而不被敌人压倒的英雄气概，滋

养了这支英雄连队的一代代官兵。

然而，除了名字和那场战斗，连队

官兵对这十七名勇士的其他情况却知

之甚少。成立至今，连队历经多次整

编，不少史料有待完善。

“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不能遗忘。”

吴指导员告诉记者，为更好地完善连史

资料、赓续红色血脉，他们持续开展“寻

根”活动，与军地相关部门和多家烈士

陵园工作人员一起，走遍江西、四川、重

庆等多个省市。

去 年 ，该 连 官 兵 从 一 则 报 道 中 得

知，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朱祥云，

1960 年因病在山东省立第二医院（今齐

鲁医院）去世。在上级机关支持下，该

连立即与相关单位取得联系。经多方

寻找核实，最终确认，朱祥云的孙子朱

永军如今生活在济南市。

“我们是‘大渡河连’官兵，我代表

全连官兵向您问好！”站在烈士亲属面

前，吴指导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曾

参过军的朱永军十分激动，举起右手向

官兵回敬了一个军礼。

屋 内 桌 子 上 ，朱 祥 云 的 烈 士 证 明

书和生前照片，无声地讲述着他的英

雄事迹。

“听我父亲说，爷爷一直保持着参

军后养成的习惯，出门总喜欢穿一身

军装，背一个行军包，包里放一张中国

地图。”朱永军告诉官兵，一次，爷爷为

孩子们表演武术，脱掉上衣后，露出了

身上的累累伤痕。父亲说，那是爷爷

的特殊“军功章”，是他为革命出生入

死的见证。

谈及强渡大渡河那场惊心动魄的

战斗，朱永军说：“战斗中，爷爷负了伤，

但他简单处理完伤口就继续冲锋。后

来跟着大部队爬雪山、过草地，直至到

达陕北。”

听着朱永军的动情讲述，历史的碎

片渐渐拼接成形，将老英雄的人生轨迹

清晰呈现在官兵眼前。上等兵魏端阳

感慨地说：“作为英雄连队的一员，我的

内心充满自豪。我们一定传承英雄精

神，续写勇者必胜的新篇章。”

“请老英雄放心，我们一定把‘大渡

河精神’发扬光大，把连队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告别时，吴指导员面对老英

雄的遗像，道出了官兵共同的心声。

一路寻访，一路感动。离开朱永军

家的小院，“寻根小分队”官兵继续前往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祭奠十七勇士

之一的熊尚林烈士。

崇礼区烈士陵园里，松柏苍翠，绿

树成荫。革命烈士纪念塔后面，一座烈

士墓静静矗立。陵园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就是熊尚林烈士的陵墓。

“熊尚林是我们崇礼人民心中的英

雄。”崇礼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向记

者介绍，1942 年 6 月 18 日，熊尚林在崇

礼石嘴子村草场沟附近一场战斗中不

幸牺牲。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当地早

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便将他的遗骨迁葬

于崇礼区烈士陵园，供后人瞻仰。

如 今 ，整 修 后 的 烈 士 陵 园 焕 然 一

新。每年 6 月 18 日，当地都会组织党政

机关和学生代表，到烈士陵园开展缅怀

大渡河十七勇士专题纪念活动，大力营

造学习英雄、致敬英雄、争当英雄的社

会氛围。

斯人已逝，英名永存。告别前，崇

礼区西湾子小学“熊尚林中队”学生代

表向该连官兵赠送了他们亲手制作的

手抄报和绘画作品。其中一幅色彩斑

斓的作品上，孩子们写下留言：“解放军

叔叔，我们要以熊尚林英雄为榜样，努

力学习，报效祖国。”

“我们开展‘寻根’活动，既是为了

铭记，更是为了传承。革命先辈的英

雄事迹和光辉精神，是激励我们一往

无前、奋勇冲锋的力量之源。”吴指导

员告诉记者，通过寻访活动一点点追

寻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全连官

兵深刻体会到“寻根”的意义和价值，

更加坚定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英雄

精神的决心意志。

“一个名字就是一段历史，而历史

正是最好的教科书。”该旅领导介绍，他

们把在“寻根”活动中收集到的资料整

理成册、制作成视频，作为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的鲜活素材搬进课堂，取得扎实

成效。

今天，战火硝烟虽已散去，但革命

先辈勇当先锋、一往无前的血性担当

代代传承，成为该连官兵攻坚克难、战

无不胜的力量源泉。训练场上，干部

带头参加险难课目训练、战士在连贯

考核中奋勇冲锋……官兵纷纷表示，

一定要把革命先辈的精神发扬光大，

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书写新时代强

军答卷。

一支英雄连队的“寻根之旅”
■杨佳林 吴俊杰 本报记者 陈典宏

奖励导向引领科研导向，奖励风气

引领科研风气。习主席日前签署命令，

发布《军事科研奖励条例》，这是我军首

部全军性科研奖励法规。《条例》作为开

展军事科研奖励工作的基本法规依据，

其出台和施行必将有效增强军事科研创

新活力，加快军事理论和国防科技创新，

以高质量科技供给助推新时代强军事业

发展。

科研奖励制度是我党我军为激励自

主创新、激发人才活力、营造良好创新环

境采取的重要举措，能有效激励在科研

活动中取得创新成果、作出突出贡献的

个人或单位。军事科研工作为打仗而

生，具有极强的向战属性。“奖为战”是我

军科研奖励工作的根本指向，在科研工

作中始终坚持为战、务战、励战鲜明导

向，有利于调动广大军事科研工作者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科研创新“供给

侧”与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

战场需要什么，科研“准星”就应瞄

准什么；战斗力建设瓶颈在哪里，科研力

量就要攻关到哪里。《条例》适应军事科

研工作创新发展、向战为战的形势任务

需要，将战斗力标准贯穿到奖励全链路

各环节，把促进战斗力生成提升的贡献

度作为衡量科研成果的首要指标、赋予

最大权重，使科研奖励聚焦打仗。

人才是创新活动中最活跃、最积极

的因素，我军科研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

潜能，关键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机制把

这些潜能有效释放出来。《条例》落实全

面实施科技强军战略要求，深刻总结军

事科研奖励制度改革成果，针对理论研

究、科技进步、技术发明等不同领域分设

奖种，设立不同奖励等级，对新形势下军

事科研奖励工作进行系统规范，有利于

引导军事科研工作者紧盯实战需求搞创

新，聚焦能打胜仗出成果。

战场容不得弄虚作假，科研工作掺

不得半点水分。军队各级应严格按照

《条例》要求，坚决抵制不正之风，维护公

平正义，坚决维护军队奖励工作的公正

性、严肃性、权威性和荣誉性，自觉纠治

科研工作中的“自转”现象，敢于向“战味

不浓”的科研项目开刀。引导军队科研

工作者恪守科研诚信、遵守军事科研奖

励工作纪律，在潜心研战、创新创造、勇

攀高峰中多出成果、早日成才、收获荣

誉，坚决不搞那些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

东西，努力让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战斗力，为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提

供坚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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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下旬，陆军某旅防空分队组织

实弹射击考核。 林龙叁摄

“照片中这个破旧的水壶，是一名

志 愿 军 战 士 在 战 场 上 浴 血 奋 战 的 见

证。”6 月中旬，在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

础教育学院组织的一堂教育课上，学

员朱玉婷手持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为

大家深情讲述志愿军“炒面充饥、雪水

解渴”的感人故事。

“战争年代，革命先辈在物资极度

匮乏的情况下打赢了强敌对手，为我

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如今，物质

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勤俭

建军的优良传统不能丢、艰苦奋斗的

光荣本色不能变。”该学院领导介绍，

为引导学员牢固树立勤俭建军意识，

他们通过开展集中教育的方式，鼓励

学员登台讲述党史军史中关于勤俭节

约的鲜活故事，让勤俭建军更好地内

化为大家的共同价值追求。

为进一步增强教育实效，课后，他

们组织学员集体参观校史馆。一张张

泛黄的照片，一件件老旧的物件……

让学员们在重温历史中感悟艰苦奋斗

的优良传统。观看“两弹一星”科研人

员用算盘计算弹道轨迹的视频后，学

员江昊倩感慨地说：“无论时代如何变

化，勤俭建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永

不过时。”

动手拍摄“节约金点子”短视频、开

展“书本漂流”共享阅读活动、利用废旧

材料制作战术装备收纳盒……连日来，

学员们将勤俭建军理念转化为实际行

动，掀起一场“勤俭建军，从我做起”的

热潮。

“过去，我们依靠艰苦奋斗、勤俭

节 约 不 断 成 就 伟 业 。 今 天 我 们 仍 要

用这种思想指导工作。”该学院领导表

示，勤俭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持

续的教育培养。他们将勤俭建军融入

学院文化建设，贯穿于教育、训练和日

常管理中，帮助学员深刻认识勤俭节

约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实现思想

认知与习惯养成的有机统一。

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引导学员践行勤俭建军要求—

“ 优 良 传 统 永 不 过 时 ”
■王睿思 刘 烽

“计时起飞！”

日前，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组织一场

实弹投射训练，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数架战机接续起飞，组成战术编队奔赴

预定空域。该团领导介绍，此次训练旨

在全面检验飞行学员实际使用武器能

力，参训学员将投射火箭弹、航空炸弹

等多种弹药。

抵达目标空域，编队随即散开，准

备发起攻击。当战机进入攻击航线，飞

行学员发现，前方海雾弥漫，能见度极

低 ，靶 标 被 隐 藏 于 海 雾 之 下 。 见 此 情

形，他们立即驾驶战机穿云复飞，寻找

最佳攻击角度。

不 一 会 儿 ，海 雾 逐 渐 飘 散 。 飞 行

学 员 抓 住 有 利 时 机 ，操 纵 战 机 迅 速 完

成 俯 冲、瞄 准、锁 定、击 发 …… 一 连 串

动 作 行 云 流 水 ，数 枚 火 箭 弹 喷 着 尾 焰

直扑靶标。

随着爆炸声响起，火箭弹精准命中

靶心。紧接着，飞行学员依次使用航炮

和航空炸弹打击目标。

“实弹投射对飞行学员的态势感知

能力，以及攻击时机的把握能力要求很

高，是他们必须掌握的关键技能。”该团

领导介绍，此次训练，参训战机数量多、

使用武器类型多，加之正值海雾多发时

节，靶标观察难度大，容易导致飞行学

员发挥失常。

为此，该团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科

学 制 订 飞 行 和 保 障 计 划 ，提 高 任 务 安

全 系 数 。 在 此 基 础 上 ，他 们 要 求 参 训

飞 行 学 员 加 强 理 论 学 习 和 模 拟 器 训

练 ，熟 记 靶 场 安 全 规 定 和 特 殊 情 况 处

置 方 法 ，扎 实 做 好 各 项 飞 行 训 练 准 备

工作。

首 轮 训 练 任 务 结 束 ，战 机 依 次 返

航。走下战机，飞行学员立即来到讲评

室，通过训练评估系统和靶场视频，分

析查找自身问题不足，研究改进方法，

为后续训练做好准备。

“ 训 练 实 打 实 ，未 来 战 场 上 才 敢

硬 碰 硬 。”该 团 领 导 介 绍 ，他 们 秉 持

“院校先于部队”的育人理念，坚持战

教 一 体 、理 训 融 合 ，不 断 推 动 舰 载 机

飞 行 人 才 培 养 由“ 能 飞 、能 上 舰 ”向

“ 能 战 、能 联 合 ”转 型 升 级 ，取 得 可 喜

成效。

夕阳西下，完成总结讲评的飞行学

员 们 再 次 穿 戴 装 具 ，登 上 战 机 。 不 多

时，新一轮实弹投射训练紧张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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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4集团军某旅“大渡河连”官兵代表及崇礼区西湾子小学“熊尚林中队”少先队员在崇礼区烈士陵园缅怀英烈。

刘伟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