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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军 路 上 钢 铁 堡 垒
——记陆军第 39集团军某部“红八连”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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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军 路 上 钢 铁 堡 垒
——记陆军第 39集团军某部“红八连”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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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 10 年的 36 次上级比武中，沈阳军区陆军第 39
集团军某机械化师“红八连”夺得过 96 项第一、29 次刷
新军师纪录，成绩不可谓不骄人。然而，八连党支部却从
中还是看出了不足：能够创造佳绩的数来数去就是那么
几名官兵，这能代表连队整体水平吗？

让每个人都成为制胜的“子弹”

“要让每个人都成为制胜的子弹”，这是八连的传
统。它缘起于当年朝鲜战场上气壮山河的那场战斗：八
连二排坚守 784.6高地之战，排长牺牲了，战士们一个个
倒下了，副排长孙广禄把剩下的战士聚拢在身边吼道：

“我们每个人都是制胜的子弹，天大的压力也要顶得

住！”坚守三天三夜后，他们胜利完成任务。
如何让每个人都成为制胜的“子弹”？该连决定，以

后参加比武随机抽选选手。消息一出，八连官兵人人摩
拳擦掌。

近年来，面对战斗力标准这个“硬杠杠”，该连取消
了 30 多个中看不中用的“把式”“金牌”项目，让 20 多项
反侦、抗扰等克敌制胜新招法走向演兵场；11 项心理
战、舆论战新课目得到推广。

三九严寒，呼气成霜，八连党支部把一连串高难险
课目搬上演兵场，总结出防侦察、抗冲击、信息攻防等多
项新战训法。党支部在漫天飞雪中召开军事民主会，冒
着“冷汗”进行复盘，研究论证拿出 11 项新举措。集团军
军长张旭东赞叹：“聚焦强军目标，聚集铁血赤胆，不愧
是强军路上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全团近 5年 13次紧急拉动中，八连出动速度和人
员装备出动率保持全团第一。今年 4 月中旬沈阳军区组
织精细化战备综合整治检验，连队 8 分钟完成全员全装
紧急出动。“八连为战斗力标准这把尺子标上精确度。”

连队党支部紧跟时代脚步，带领连队率先实现单兵
数据终端、连与上级信息指挥平台的互联互通；应用卫
星导航定位系统与车载红外夜视系统解决了夜间精确
驾驶、编队和装卸载等诸多难题，射击时间缩短 1/3、命
中率提高 1/5以上。

支部像团火 党员个顶个

翻看八连党支部会议记录，10 多年来每名书记、支
委，都多次受到猛烈“炮轰”。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张硕，
是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上任 1 个月，就被
批“训练成绩拖连队后腿”。张硕知耻后勇，半年之后，他
以军区“四会”政治教员比武第一的成绩，当选全军优秀

“四会”教员标兵。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过八连锤炼党性的“五件

宝”：记录成长历程的“党员日记”；强化身份意识的“党
员荣耻录”；扫除思想灰尘的“党员入党纪念日活动实
录”；镌刻忠诚的“党旗下宣誓签名登记本”；有模范党员
资格证之称的“党员签字党旗”。它们记录着八连党支部
的建设足迹，也鞭策着每名党员。

士官党员安海龙退伍时，因为测评不过关，被“拒之
旗外”。返乡后，他抱着“一定要把丢失的荣誉找回来”的
信念，按照八连党支部对党员要求的思想、本领、纪律、
意志、作风、成绩“六个过硬”标准，勤奋工作，不断进步。
去年初，他带着一摞荣誉证书重回连队，在党旗上签下
自己的名字。

红八连，“支部像团火，党员个顶个。”2012 年 8 月，
驻地发生百年不遇洪灾，几家养殖场大量家禽溺死腐
烂，如不及时处理很可能爆发疫情，连队奉命前往清理。
20 多名党员组成突击队，冲进淤泥没膝的区域清理。当
地群众说：“这种活给多少钱都没人干，关键时刻还得靠
解放军。”

“战士歌星”康巴棋斯曾是八连一名士官。拉萨“3·
14 事件”发生后，他连夜给亲友打电话，嘱咐他们不要
听信谣言，不得参加非法行动。他加班加点创作了《我
心中的旗帜》《和谐中华》等歌曲，制作 500 多张光盘寄
回家乡四川康巴藏区，用歌声宣扬党的民族政策。如
今，已经退伍回乡的康巴棋斯，是单位信得过的优秀党
员。他说，八连培养的政治信念，到什么时候都会起
作用。

在事关战士切身利益的方方面面，党支部行公道，
战士们走正道。5 年来，连队 31 人入党、69 人选晋士官、
30 人选送技术学兵，班排推荐各抒己见，民主测评人手
一票，军事考核当场亮分，支部研究按综合素质排名，所
有人都能挺直腰杆说：“我是选出来的！”

多次到八连蹲点的集团军政委张书国深有感触地
说，八连官兵的思想特别纯正，没有半点乌七八糟的东
西，内心像清泉一样洁净。

“尽管我家中连遭不
幸，但我没有被压垮，是老
首长给了我战胜困难的信
念和勇气。”武警中队指导
员康海波说的老首长是武
警广东总队原总队长张炳
生将军。去年下半年，康
海波一家 5 口人相继罹患
重病住进了医院。在张炳
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舞
下，康海波走出了困境并
在当年底带领中队夺得标
兵中队荣誉。

时光追溯到 1995 年
春节，在广东韶关大瑶山
隧道，张炳生同战士们度
过了第 33 个春节。正月
初三，他回家看到日渐憔
悴的妻子，动情地说：“等
我退休了，一定好好陪你
去旅游，咱们走遍全国。”
然而谁能想到，他退休后
搀扶妻子走的却是一条艰
辛的寻医之路。

妻子从 1994 年起就
感到双腿无力，两年后确
诊患上了肌肉萎缩侧索硬
化症。这是医学界的疑难
杂 症 ，全 世 界 都 没 办 法
治。晴天霹雳没有击垮身
材魁梧的张炳生，他对妻
子说：“夫妻本是同林鸟，
祸到临头一起飞，上半生
我欠你太多，下半辈子我
来照顾你。”这一诺，便是
4900多个日日夜夜。

1996 年 4 月，退休第
二 天 ，他 带 着 妻 子 出 发
了。北京、上海、石家庄
⋯⋯尽管走了不少地方、
遍访不少名医，妻子的病仍不断恶化。2000年 1月 27日
凌晨，被病魔折磨了近 5 年的妻子陷入深度昏迷，只有依
靠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这样做，妻子的后半生只能像

“植物人”一样瘫痪在床上，意味着张炳生将要寸步不离
地守在医院照顾妻子。

妻子浑身上下插着气管、胃管、导尿管，一刻不能离
人陪护，他就寸步不离，给她读报、讲故事。白天一小时
翻一次身，晚上两小时擦一次身；冬天防皮肤干燥涂上护
肤霜，夏天搽粉保持清爽。气管切开病人只能靠胃管进
流食，为增加营养，他专门制定了食谱，亲自买菜煲汤，两
小时喂一次饭。为做好这一切，他每晚要定 10 多次闹
钟。

日子在病榻前流淌，他和妻子达成了默契，妻子眨眼
睛代表同不同意，皱眉头代表身体是否舒服，咬牙代表是
否饥饿，连妻子头下垫的毛巾是薄是厚，他都能感觉出
来。

护士长陈凤钦佩地说：“将军创造了国内同类病人生
存时间最长的医学纪录，这是真爱的力量。”

在医院里，张炳生注意到肿瘤科患者常常悲观绝望、
脾气暴躁，他就经常去找他们聊天。在张炳生的影响下，
这个科成立了“晓珊爱心之家”。如今，它已经成为患者
病理交流、心灵沟通、释放压力的爱心平台，还培养了一
批社会志愿者。

从“晓珊爱心之家”走出的志愿者杨芳，带着 10 箱文
具用品走进了大凉山，成为彝族山区学校一名汉语老
师。她动情地说：“我要做一个张爷爷那样的人，把爱送
给更多的人。”

湖南郴州一个患者给张炳生打电话询问护理经验，
并派家人到医院了解和索取有关资料，张炳生都一一做
了解答。其实，这样的回复张炳生写了多少，自己都记不
得了。他先后搜集整理 10 多本治疗肌肉萎缩方面的医
疗信息，每当有了新疗法，他都通过医院的 QQ 群、飞信
等网络平台，发给更多的患者。他让家人打印成《参考治
疗良方》，无偿发放给需要的人。

经历了家庭打击，康海波对爱有了更深理解。因为
钦佩张炳生将军，康海波在中队建立起“一元爱心基
金”。目前，基金存款达 3000 余元，先后资助了广东清
远市太平镇集华小学的 3名贫困学生。

张炳生的事迹在网上受到网民追捧。网友“感动”这
样留言：“他让我们看到了道德的力量，品读到人性的光
芒，向老将军致敬！”

夕阳如火霞满天

—
—记武警广东总队原总队长张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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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是古老的兵种。革命战争年代，
人民军队的骑兵先辈们创造了无数战争
奇迹。新世纪新时期，随着新军事革命蓬
勃发展，成建制的师团骑兵部队已完成
了历史使命。但是，骑兵分队在特定任务
区域仍担负着重要职责。

面对多样化任务要求，骑兵训练内
容因时而变。在连长丰淑福带领下，他们
根据连队执行任务特点重新修订了训练
教材。有针对性的训练让该连遂行维稳
处突、抢险救灾等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显著增强。

甘南州玛曲县经济支柱企业格萨尔
金矿，曾是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县里请
求骑兵连守卫金矿。在执行任务的 25 天
内，官兵们保持高度警惕，不放过任何可
疑人员，不法分子的阴谋没有得逞。任务
结束时，当地群众给官兵们献上一条条
洁白的哈达。

有段时间，驻地社会治安较差，经常
发生牛羊被盗的情况。一天晚上，骑兵连
官兵接到治安联防通报，5 名不法分子在
桑科草原公路抢劫一辆卡车和车上装载
的 42 头牛羊。连长丰淑福立即带领 13 名
战士，巡逻 20 多公里，在科才乡公路交
叉处设伏。凌晨 2 点，不法分子经过路
口，官兵大声勒令停车，卡车却加大油门
冲了过去。官兵们快马加鞭奋力追赶了 2
公里路，最终将不法分子人赃俱获。

处突维稳是坚强堡垒，抢险救灾是

开路先锋。
2012 年 2 月，玛曲县发生历史罕见

的雪灾，积雪深达 1 米，5200 多名群众受
灾。接到救灾命令，骑兵连在怒吼的暴风
雪中驰援灾区。

前往受灾最严重的齐哈玛乡，要翻
越海拔 4200 多米的高山。山路被大雪盖
得严严实实，分不清哪里是崖、哪里是
路，官兵们顺着电线杆，在齐腰深的雪中
跋涉，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到达齐哈
玛乡。绝望中的牧民群众激动地说，“这
是共产党的菩萨兵从天而降”。

今年连队新兵主要来自广东和安徽
等南方地区。“从岭南到甘南来当兵，感
觉咋样？”广东籍新兵罗田养对记者说，

“刚上高原那阵子，也曾‘憋气’，但巡逻
途中接到藏族同胞送上的哈达，我就真
切地感到，尽管我们吃了不少苦，但维护
了社会安宁，受到了藏族群众的尊敬，是
非常有意义的。”

甘南军分区政委夏杨林告诉记者，
近 5 年来，骑兵连官兵先后妥善处理草
山纠纷 10 余起，配合公安机关抓获不法
分子 30 多人，劝返聚众事件多起，执行
当地重大活动安保任务 40 多次。参加舟
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 13 次抢险救灾，抢
救藏族同胞 2800 余名，挽回经济损失
6000多万元。

当地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都说，骑兵
连“像雄鹰一样时刻守护草原和谐安宁”。

排长忠格才让就出生在甘南。听老人
说，解放前，家里祖辈都是农奴，是共产党
和解放军让他们过上了幸福生活。2012
年，忠格才让大学毕业，投笔从戎来到骑
兵连，发挥精通藏汉语言的优势，成为连
队党的政策宣讲小组骨干。一年多来，他
几乎跑遍了驻地每一个村社和寺院，从以
前滥砍滥伐到今天退牧还草，从以前住地
窝子到今天农牧民安居工程，用身边发生
的事，引导群众理解和感恩党的政策，增
强民族团结。

指导员谢青云告诉记者，党的十八大
召开后，连队组织官兵深入乡镇、学校、村
社、牧点，把党的声音送到千家万户。官兵
们坚持做到最偏远的牧区必去，最艰苦的
牧点必去，问题最多的村社必去，僧侣最多
的寺院必去，让党的政策阳光普照牧区各
个角落。

“一股歪风吹不散民族团结，一场
冰雹毁不掉整个草原⋯⋯”在连队官兵
的感召下，合作市 4 所大中专院校许多
藏族学生纷纷争做民族团结政策的宣
传员。藏族学生扎西撰写的《党的阳光
照耀我成长》，抒发了藏族青年一代感
谢党、感谢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恩
的心”。

10 多年前，阿木去乎昂村是出了名
的贫困村。这里山多草少，主要是因为牧
民不会科学治理和使用草山，造成生态
恶化。于是，连队官兵主动帮助村里对

3000 多亩草山实施灭鼠育草，栽种了 20
余万株沙棘树、松树，扶助牧民大力发展
养殖业。

牧民扎西顿珠养殖小尾寒羊发了
家。那年夏天，他在骑兵连官兵帮助下引
进 30 多只小尾寒羊，还请来技术人员帮
他总结养殖经验。后来，在政府惠民政策
扶持下，他逐步扩大了养殖规模，收益一
年比一年好。

10 多年来，连队接力培养扶持了 23
名创业致富带头人，辐射带动近千户牧
民。盖新房，买汽车，家家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

2011 年初，甘南军分区在玛曲县齐
哈玛乡、夏河县吉仓乡、舟曲县大峪乡修
建 3 个人畜饮水工程。吉仓乡海拔 4200
米，有 40 多户牧民分散居住，干旱季节
人畜饮水困难。骑兵连官兵苦战两个月，
终于将清泉引进了吉仓乡和塘塞尔寺。

近年来，连队先后参加“兰西拉”光
缆、牧民暖水、“兰郎”公路建设和“保护母
亲河行动”解放军示范林、基础设施建设
等25项重点工程，惠及甘南广大群众。

来给官兵上藏语课的桑科乡岗叉村
女民兵才让草告诉记者，过几天就是甘
南藏族传统节日“香浪节”，她代表乡亲
们邀请骑兵连官兵去吃烤羊，跳锅庄共
度佳节。这个美丽的藏族姑娘率真地说，
她的梦想是当模特，到更大的舞台去展
现藏族的时尚风采。

7 月 5 日上午，甘南桑科草
原，草山叠翠格桑花盛开。雨后
云布沟谷，天空蓝得耀眼，但见
一团棕色旋风从白云绿草间席卷
而来，甘肃省军区甘南独立骑兵
连训练科目正依次展开。组建65
年来，这支骑兵连队转战甘、
青、新、川4省区，参加剿匪平叛
战斗200余次，涌现出一大批战斗
英模，一茬茬官兵扎根高原藏
区，出色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
把党的温暖送到藏族同胞心坎
上，多次被中宣部、总政治部和
上级军区表彰为“民族团结先进
集体”、“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先进单位”，在高原上铸起一
座民族团结的时代丰碑。

训练中的甘肃省军区甘南独立骑兵连。 郭干干摄

本报讯 记者曹红艳、通讯员谢析搏报道：空中，直
升机悬停索降营救；地面，无人推土机清障抢通；水上，冲
锋舟直抵“孤岛”⋯⋯7月 14日，武警部队、四川省人民政
府在成都联合组织警地抢险救援联训联演。这是武警部
队与地方政府首次在抢险救援领域进行的综合性训演活
动，首次组织武警各警种进行实战性协同救援训练，首次
动用武警直升机进行水陆空立体救援。

这次演练共设置地震灾害救援、洪涝灾害救援、森林
灭火行动 3 个课题。武警驻川部队、四川省有关部门共
18 个单位、2300 余人、500 余台（套）装备参加。联演在
成都设主会（现）场，武警各内卫总队、机动师、警种指挥
部、院校设分会场组织观摩。其中，地震灾害救援行动演
练，分为联合决策部署、打通生命通道、废墟救援和江河
堤坝抢险四个阶段。四悬翼无人机、蛇眼生命探测仪、三
维激光扫描仪、武警直九直升机等一批新型救援装备“亮
剑”抢险现场。据介绍，这次演练展示了抢险救援的新理
念、新装备、新手段，达到了完善联合指挥机制、融合警地
救援力量、提升联合救援能力的目的。

武警参训部队与四川省有关部门参演力量自觉转变
训风演风。记者在现场看到：演练现场不插彩旗、不贴标
语，所有解说员都由现场指挥员担任，参训人员不背台
词、不念稿子，救援行动不搞假把式和一厢情愿，都是实
景、实救、实爆、实传、实评，并形成了《警地抢险救援联合
指挥规则》等制度性成果。

警地首次开展抢险救援联合演练

像雄鹰一样守护草原像雄鹰一样守护草原 让党的阳光洒遍藏乡

“红八连”战士训练中如出水蛟龙，勇往直前。

翟大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