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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兴 李 康 于 童

新 疆 军 区 某 红 军 师 是 1932 年 3 月 刘 志

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创建和领导的、目前全军仅存的一支整建制

师的陕北红军部队 。2014 年 4 月 29 日，习主

席亲临红军师视察，叮嘱部队领导，要把红色

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90 载风雨路，红军师官兵转战西部九省

区 ，在 硝 烟 战火中逐渐壮大，铸就了“走遍新

（疆）西（藏）兰（州）、听从党召唤”的厚重师魂，凝

结形成了“对党忠诚、信念坚定；长攻善守、勇猛

顽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热爱人民、甘于奉

献”的红军师精神，激励着新时代红军传人在

这片辽阔的边疆热土上续写新的光荣篇章。

一

3 月的喀喇昆仑高原依旧冰封雪裹，新

疆军区某红军团“猛虎三连”的刺杀训练在凛

冽的北风中如火如荼地展开。组织训练的连

长刘威，已在团里服役 10 多年。

刘威军校毕业时成绩排名靠前，原本他

可以选择去南方条件好的大城市，却毅然决

定回到红军师。他说：“红军师是我的根，我要

回到培养我的地方。”

与刘威有着相似经历的官兵还有很多。

该师政治工作部副主任亚合甫，已经在红军

师服役 28 年。亚合甫说：“从一名没有学过汉

语的少数民族战士，到一名上校军官，我的成

长源于党的培养，也是红军师哺育的结果。”

官兵们对红军师的感情，映照出一代代

红军师官兵“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心路历

程。去年年初，刚与妻子马晶领完结婚证的该

师某团上士、技师井祥元，得知部队要奔赴高

原驻训，休假在家的他待不住了。连队干部劝

他办完婚礼再上山，可井祥元觉得，这次驻训

时间长，部队机动距离远，保障任务重。他耐

心说服妻子，提前赶回连队，带领战友对所有

车辆和装备进行检修。

那次任务，部队远程机动 3000 多公里，

连队无一台车辆和装备抛锚。

去年年初，红军师接到上级命令，奔赴海

拔 4500 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驻训。恶劣的自

然环境无法阻挡红军师官兵前进的脚步，万

人千车克服高原缺氧，全师官兵风雨兼程，全

员全装按时间节点到达指定位置。

“一心听党话、铁心跟党走。”90 年来，全

师官兵在“红军师精神”的激励下，牢记使命、

枕戈待旦，在一次次任务中淬炼出敢打硬仗

的军人血性，练就了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

二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中，红军

师“长攻善守英雄团”“勇猛顽强英雄团”两面

战旗，被选入战旗方队，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

检阅。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

它。”多年征战中，红军师奋战西北、卫戍西

南，先后参加大小战役战斗 3420 余次，歼敌

13 万余人，涌现出 190 名英雄模范、69 个功臣

集体。

延安保卫战，红军师前身各部血战青化

砭，激战瓦子街，横扫罗局镇，七战七捷。

1949 年 8 月 25 日，西北战场最残酷的兰

州战役打响。七千勇士与曾经残忍杀害我西

路军的刽子手马家军，在沈家岭展开殊死鏖

战。奋战中，刺刀与马刀的拼杀声响彻云霄。

经过 33 次反复争夺，14 小时浴血奋战，

终于打通了兰州城的锁钥。那一场战斗中，某

红军团政委李锡贵、某红军团团长王学礼等

660 多名官兵壮烈牺牲。

当 年 参 战 的 老 兵 李 振 朝 忘 不 了 那 场 战

斗：“那个地方很小，那条隘口很窄，往前进一

米都相当困难。沈家岭那个山那个时候都是

秃山，战斗之后，整个山都矮了两米。”

红色基因孕育红军传人，红军传人赓续

红色故事。

2017 年、2019 年 ，红 军 师 先 后 两 次 参 加

国际军事比赛，与多国参赛队同台竞技。

8 月的库尔勒，热浪袭人。在 40 摄氏度的

高温环境中，红军师官兵在大漠戈壁上演“速

度与激情”。两次参赛，包揽“晴空”便携式防

空导弹班组和“安全环境”核生化侦察组两个

比赛项目的所有金牌。

比赛中，外国参赛队员有的上过战场，有

的则是拥有多年参赛经验的老队员，而红军师

的官兵则是第一次参赛。对于赛场上的超常发

挥，获得“晴空”便携式防空导弹班组比赛项目

冠军的时任排长丁维昌说：“作为红军师的一

员，就要传承红军师长攻善守、勇猛顽强的精

神，无论面对怎样强大的对手，我们都要放手一搏。”

在改革的赶考浪潮中，红军师的装备全

面更新。新装备跨代列装，在一无训练经验可

循，二无训练骨干的情况下，某团装甲步兵二

连连长金季业向全营立下战书，在最短的时

间内，让新装备形成战斗力。

金季业迅速组成攻关小组，逐件装备分析

研究，很快便带领小组吃透了教材与说明书，拟

制好训练计划。不到 3 个月，他和全连官兵就熟

练掌握新装备，攻克高原、高寒条件下的多种射

击难题，他们归纳总结的射击方法在全团推广。

金季业是红军师官兵的代表。据介绍，该师

列装的新型装备从工厂到演训场，所有装备均

实现当年列装，当年形成战斗力。

三

入春的喀喇昆仑高原上寒风凛冽、滴水成

冰，而红军师座座营区板房内却暖意融融。训练

归来的官兵们惬意地呼吸着与平原地区同等含

氧量的空气，他们的宿舍门口整齐摆放着弥散

式制氧机，只需 30 分钟即可将室内氧气浓度提

高至与平原地区一样。

自开赴高原驻训以来，该师党委立足现实

环境和现有条件，组织官兵动手搭建阳光板房、

挖保鲜菜窖、钻淡水水井、装弥散氧机，解决了

高原官兵取暖、吃菜、用水、吸氧等诸多难题。

有苦不言苦，奋斗来解苦。90 年来，黄土高

坡、雪域高原、大漠戈壁⋯⋯红军师官兵们用脚

步丈量祖国大地，忠诚守护大好河山。

上个世纪，红军师由世界屋脊移防到新疆

吐鲁番，在房无一间、瓦无一片的情况下，红军

师官兵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师史馆内，2930 块

银元在展窗中整齐码放，这是师历届党委在一次

次移防中积攒下来的。这些年，部队各方面条件

越来越好，但官兵们没有丢掉艰苦奋斗的底色，

他们精打细算，坚持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

红军师某团财务助理周兵说：“作为新时代

革命军人，无论生活条件如何改善，守着‘厚家

底’、甘过‘苦日子’的优良传统不能丢，奢侈浪

费的习气不能沾，必须永葆艰苦奋斗的初心本

色和优良作风。”

这些年，师里拿出专项经费修建信息化作战

中心、建设智慧军营，智能化图库、智能化沙

盘、智能化作战系统等一大批信息化“产物”全

新亮相。

近百个科创工作室发挥“酵母效应”，官兵

在战备、训练、管理、教育、保障等领域触碰最前

沿科技的脉动；立足指通装备实际，组织“一网

四链”常态训练和运行，指挥链路直达班排。

自奔赴高原以来，全师官兵枕戈待旦、全时

备战。全师上下紧盯作战需求，研练训法战法，

创新作战模式，按照将弹种打全、将引信打全、

将天候打全、将地形打全的要求，组织各类装备

在高原高寒条件下进行火力效能毁伤评估。

90年间，一代代官兵继承和发扬红军师艰苦

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缺氧不缺精神，艰苦更要

刻苦，在雪域高原上书写了爱国奉献的辉煌篇章。

四

不久前的一天，西藏阿里日土村村委会大

院里人声鼎沸，该师某红军团官兵在村民们惊

喜的目光中，将一箱箱学习资料、日常用药、生

活用品从车上抬下来。

这 一 天 ， 是 该 团 组 织 官 兵 赴 日 土 村 开 展

“乡村振兴”活动的日子，官兵们的到来让海拔

4500多米的小村落热闹起来。在村民广场上，

官兵们开展免费体检和送医送药等服务。针对

高原严寒缺氧、紫外线强等特点，官兵们专门

来到当地学校，为孩子们送上防治冻伤的药物

和高原护肤霜。

这些年来，红军师驻训到哪里，军民共建和

乡村振兴的活动就开展到哪里。支部帮带、产业

帮扶、文化帮教，一项项务实举措压茬推进，青

格达湖村、丽阳村等 10 多个村庄在红军师官兵

的帮扶下，村民日子越过越好。

一代代红军传人把“热爱人民、甘于奉献”

的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近年来，红军师先后 16
次参与南北疆光缆施工、3 次在“死亡之海”罗

布泊“西气东输”，部队驻地周边荒山披绿衣，官

兵遵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留下了“宁肯不睡觉

不进喇嘛庙、宁肯饿断肠不吃百姓一只羊”，“哈

密瓜地不纳履，葡萄架下不整冠”的佳话。

阳春三月，海拔 5100 多米的某雪山之巅白

雪皑皑，该师某红军团 95后战士陈代权和战友们

手握钢枪，冒着低温趴在雪地中进行潜伏训练。

这里被称为“生命禁区中的禁区”，稀薄的

氧气令官兵们嘴唇紫黑，强烈的紫外线灼晒着

他们的脸庞，而陈代权和战友们已经在这里训

练了 500 多天。

高原驻训展开后，该师某红军团从负海拔

的吐鲁番盆地，机动至海拔 4500 多米的雪域高

原。部队刚到驻训地就接到新任务，抽选 20 名

同志，赴海拔 5000 多米的雪域开展训练。得知

这一消息，官兵们纷纷递上请战书。

“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

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如今，新时代

的红军传人正鏖战在雪域高原上，官兵们把使

命举过头顶、把责任扛在肩上，以“决不辜负血

洒疆场的前人、决不愧对继往开来的后人、当好

红军精神的传人”的精神，把青春和热血融入雪

域高原，不断续写强军兴军的新篇章。

红 军 师

向向““敌敌””前沿发起冲击前沿发起冲击。。 张张 立立//摄摄

□ 张鹏飞 祁武辉

地处大别山南麓的红安县，是鄂豫皖苏区

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诞生地。在这片红色

土 地 上 ，走 出 了 223 位 将 军 ，因 此 红 安 被 誉 为

“中国第一将军县”。

驻守在这里的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红安

中队官兵，自觉传承红色精神，忠实履行职责使

命，近年来，中队连续 11 年被总队表彰为“基层

建设标兵中队”，1 次荣立集体一等功、4 次荣立

集体二等功、15 次荣立集体三等功。

“驻守在革命先辈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唯

有发挥驻地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才能不

断厚实部队建设发展底蕴。”红安中队指导员曹

琰介绍，长期以来，中队利用主题教育、重大任

务、特殊纪念日等时机，组织官兵参观黄麻起义

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让官兵在“将军故里”寻军

魂、在战斗遗址上话忠诚、在红军墓前谈体会。

“开掘红色资源不仅是丰富教育方式和手

段的需要，也是传承红色基因，激励官兵更好

履行职责使命的需要。”武警黄冈支队政委刘

豫平说。

中队还常态开展讲红色故事、读红色书籍、

唱红色歌曲、看红色电影、征红色格言、走红色

足迹为主题的“六红”教育。战士钟隆威刚入伍

时对革命传统教育不以为然，甚至一度后悔来

当兵。一次党团日活动中，当他站在烈士纪念碑

前，听到讲解员介绍的红安革命故事后，内心深

受触动。

从那以后，钟隆威开始系统学习黄麻起义

革命斗争史，经常利用节假日到纪念园向游客

义务宣讲革命历史，如今他已成为纪念园内小

有名气的“红肩章”讲解员。

翻开红安中队的队史可以看到，近年来，中

队先后有 2 人被表彰为“武警部队优秀基层干

部”，10 人被总队表彰为“优秀基层干部”“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教练员”等荣誉，先后 150 人次立功受奖。

现任中队长罗光辉连续被武警部队、总队表彰为“优秀教练员”“精武

胜战标兵”和“优秀基层干部”，他主持创作的军职微课《双杠立臂上之“鲤

鱼打挺”》被总队评为“十佳微课”。

中队上一任指导员盛明星潜心研究基层政治工作，率先在中队提出

“三个叫得响”“五个一流”奋斗目标，中队被武警部队评为“基层建设标兵

中队”，他也因此荣立个人二等功。

“标兵干部”带出了一个“标兵群体”。上士班长程成入伍以来先后担

任文书、新闻报道员、给养员、军械员、班长，他把岗位当平台，勤勤恳恳学

习、兢兢业业工作，担任军械员期间被总队表彰为“优秀军械器材员”，荣

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是中队的环境改变了我。”下士吴龙腾家庭条件优越，由于怕吃苦，

入伍没几天就闹着要退伍回家。分到红安中队后，受到中队力争上游氛围

的熏陶，他也开始奋发图强。经过不懈努力，吴龙腾先后荣获支队勤训轮

换总评第一、军体运动会射击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后来又主动申请要求转

改士官。

要问中队官兵争创先进热情为何这么高？大学生士兵赵文鹏的话说

出了大家的心声：“站在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战场上，守在革命先辈流血

牺牲的旧址上，我们作为后来者，不把工作干好、职责尽好，在红安这片土

地上，就是走路也走得不光彩，睡觉也睡得不安稳。”

近年来，虽然中队党支部班子换了一届又一届，官兵走了一茬又一

茬，但大家“为荣誉而战”的声音从没断过，“见红旗就扛、有第一就争”的

信念从没丢过。

中队干部经常告诫官兵：“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光有一腔热血

还不够，还得练就一双铁拳！”为此，他们刻苦训练、严格要求，把强化训练

常态化，每天开展高强度体能训练。中队还根据战士体质基础，合理编组

分层施训，并定时举行比武会操，以考促训。

平时的严格训练，为官兵增添了打赢制胜的底气。今年年初的一天，

中队监墙哨兵发现监区上方出现无人机，接到通报后，中队作战勤务值班

员立即判明情况，启动处置方案。

中队长罗光辉带领应急小组紧急出动，同步指挥侦察员利用望远镜

在楼顶严密监控无人机。在各方力量的密切配合下，官兵们第一时间赶到

无人机落点位置，及时控制操控人员、核实身份、搜索设备、删除涉密影

像，而后将有关人员交由公安机关处理。全程高效快捷的处置，赢得公安

民警和目标单位的高度认可。

去年 12 月的一个下午，中队执勤安全监控员发现营区外一处荒草地

着火，中队官兵紧急出动，面对冲天火势和滚滚浓烟，官兵奋战 40 多分

钟，将现场残留的明火、暗火全部清理完毕，及时处置了突发险情。

官兵们也忘不了，2016 年 7 月，红安县部分村镇遭受洪水侵袭，时任

中队长閤文韬第一时间带队前往处置。官兵们经过近 7 个小时的奋战，

转移受灾群众 70 余人，转运出大量牲畜和受灾物资。一位老人感动地

说：“这些兵伢和当年的红军一样。”

近年来，中队官兵先后参加抗洪抢险、扑灭山火等各种救援行动

10 多 次 ， 处 置 各 类 突 发 事 件 20 多 起 ， 协 助 抓 捕 各 类 犯 罪 分 子 100 多

人，实现执勤目标连续 41 年安全无事故。

为荣誉而战

—
—

记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红安中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