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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不 褪 色 的 红 色 旗 帜
——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不忘初心奋进新时代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三秦大地，华山脚下，一个偏僻的
村落旁，驻守着一支英雄的红色连队
——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

在这个连队，曾发生我军历史上
一个重要事件——1927 年 9 月份，江
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率领秋收起
义部队来到这里，开展著名的“三湾改
编”，在“红一连”试行“支部建在连
上”，并亲自发展 6 名党员，建立了我
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

如今，在“红一连”门前，“支部建
连铸军魂”七个大字夺目照人，作为毛
泽东亲自创建的全军第一个党支部，
该连与军队同岁、与军魂同源，在新
时代谱写着强军事业的新篇。91 年
来，“红一连”传承红色基因不变色，用
铁的信仰坚定追随，代代官兵始终坚
持军魂融入灵魂里、战旗永随党旗飘，
永葆“军魂发源”的忠诚本色。近年
来，“红一连”先后 6 次受到全国全军

“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被中央军委
授予“党支部建设模范连”荣誉称号。

真理来领航，前行有方向

在“红一连”连部信息屏上，醒目
的“激励牌”写有 10个大字：理论不过
硬，愧做一连人。连队官兵说，这不是
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项严肃的政
治要求。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党中央的
思想和号召，是党支部带头学、官兵们
照着办的准绳。老红军回到连队，常
常谈起这样的感受：“我们是追求真理
的队伍，学理论不是分外事。学了、用
了，就胜利；不学、不用，就吃亏。”

从入伍前对党的创新理论知之甚
少，到如今条理清晰地为战友解疑释
惑，谈起自身改变，下士张鲁豫可谓感
触良多。“以前每次讨论发言，我都躲
在后面。有一次连里组织读书会，我
只是象征性举了一下手，指导员就点
名让我讲述自己的感悟。结果，我啥
也没有说出来，闹了个’大红脸’……”

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自
那以后，张鲁豫一有空就学习党的创
新理论，积极参加连队组织的“人人上
讲台、个个当教员”等群众性学习活
动，还制订“训练套餐”，军事素质突飞
猛进。渐渐地，他逐渐成为大家公认
的“理论达人”，被评为“优秀士兵”。

2016 年 9 月份，怀着对军营生活
的憧憬，正在读大二的王晨参军入
伍。来到新兵连后，面对整天直线加
方块、训练加教育的枯燥生活，王晨一
度产生了要离开的念头。

一次，连队在野外组织三公里训
练。无数种离开的理由和“策略”在王
晨的脑海中翻腾，驱使着他在中途离
开了队伍，躲进了山林里。逃走的王
晨又冷又饿，有些后悔，后在村民的帮
助下返回了连队。

回到连队后，王晨感到既害怕又
羞愧。连队批评教育一番后，时任新

兵排排长王玉光给王晨“开小灶”，一
有空就拉着王晨来到学习室，给他推
荐书籍，和他共同学习。王玉光安慰
他说，第一步不精彩不要紧，只要学好
理论，一定能打个翻身仗。

“时代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
也属于青年”，听着王玉光的开导，王
晨的心结渐渐打开，“不负韶华，不负
光阴；干出样子，点亮青春。”王晨写下
了这样的话。此后，王晨就像变了一
个人，训练场上，他挥汗如雨、奋勇争
先；理论学习，他熟读背记、认真钻研。

2017 年“军魂杯”大比武中，王晨
取得仰卧起坐课目第二名，今年连队
组织新大纲试训，王晨发挥优势，担任
连队的战场救护组合课目小教员。前
不久，他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并提出申请留队。

用好传家宝，奋进有力量

今年 5 月 11 日这天，“红一连”的
早饭很特别：红米饭、南瓜汤。

“吃在嘴里的是米，咀嚼的是革命
精神，接续的是信仰之魂，加深的是爱
党之情。”连长周光魁和官兵一起重温
那段历史——1935 年 5 月 11 日，毛泽
东来到“红一连”。开饭时，炊事班长
用在井冈山打土豪时缴获的红菜盘给
毛泽东端上一盘煮南瓜，毛泽东说：

“你们要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将革命进
行到底。”

从那以后，“红一连”就把毛泽东
用过的“红菜盘”保存下来，作为听党
指挥、官兵一致、勤俭节约优良传统的

“传家宝”：每次执行重大任务都要带
着“红菜盘”出征；每当重大节日都要
吃传统饭；每次战斗，都要把“红菜盘”
拿出，给官兵们讲传统，激励斗志。

2017年7月份，根据改革命令，连
队要移防至数百公里外的关中地区。

部队刚到位，就面临着转型建设、上级
考核、野外驻训等险难任务的考验
……工作千头万绪，如何在新体制的
大道上迈出新步伐、踏出新征程？动
员会上，指导员王玉光拿出了连队的
传家宝——毛泽东用过的“红菜盘”。

“革命先烈为了信仰历尽万般险
难，作为他们的传人，我们要以实际行
动为连旗增光添彩。”注视着“红菜
盘”，连队官兵仿佛又看到了毛泽东和

“红一连”官兵亲切交谈的场景，听到
了毛泽东那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谆
谆教诲。最终，“红一连”攻坚克难，在
移防后上级组织的首次考核中夺冠。

“用好传家宝，奋进有力量。”教导
员蔡伟告诉记者，在“红一连”，新任职
干部上任前要先过“传统关”，新战士
下连队前先学连史唱连歌，常年开展

“人人进连史、个个当主人”的主题实
践活动，组织官兵铭记辉煌战功、学习
战斗英雄，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2015 年，连队选派人员备战阅
兵。作为保障人员，炊事班战士唐魁
也进了集训队。“作为‘红一连’的
兵，这样的任务也要闯一闯。”每天
看着方队人员训练，唐魁心有不甘，
于是反复跟方队领导申请，要求加入
方队训练。方队领导看他身材胖，随
便说了句：你身材偏胖，体重减下来
再说！从那以后，唐魁开始了严酷的

“减重”行动，腿绑沙袋跑、查找减
肥方案、实施减肥食谱……20 多天
后，唐魁竟“暴瘦”近 10 公斤，达
到标准体重。再次站到方队领导面
前，让领导很吃惊。因有言在先，只
得让唐魁入列训练。

倍加刻苦训练的唐魁，通过了一
批批淘汰，最终通过天安门接受检
阅。他感慨地说：最光荣的事是能为

“红一连”争荣誉，最幸福的事是能在
“红一连”当兵。

稳固压舱石，思想不抛锚

2014 年，时任连长的米秀刚带领
52名“红一连”官兵赴南苏丹执行维和
任务。一次，一位牧师递给下士陈波
一个十字架挂链。下士陈波谢绝了，
指着自己印有五星红旗的臂章告诉
他：“我们信仰共产主义。”牧师并不死
心，对陈波说，他自愿义务为官兵们担
任牧师，提供心理服务。陈波态度坚
定，让翻译告诉他：“我们有自己的‘牧
师’，叫党支部！”

“稳固压舱石，思想不抛锚。”指导
员王玉光说，“红一连”身在异国他乡，
在国外维和期间，官兵们每天坚持唱
革命歌曲、学党章党规，组织生活每周
雷打不动，筑起牢固的思想“堤坝”。

去年底，连队上士李军看到个别
新战士在讨论一则“大家说说看，‘飞
毛腿排’一夜奔袭 80公里怎么可能？”
的链接。了解情况后，李军将情况反
映给指导员王玉光。“意识形态领域斗
争无孔不入，这类文章实属蛊惑人
心。”连务会上，王玉光的意见赢得了
大家一致赞同：“必须果断亮剑、以正
视听，以大道理批驳歪理。”随即，一场
主题为“英雄不容诋毁”的讨论辨析活
动在连队展开。“忘记英雄，何以展望
将来？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正气与信
仰，不能被我们自己毁于无形，先辈传
承下来的英雄之魂，不能在我们这一
代终结。”王玉光的总结让大家坚定了
认识，从那以后，“红一连”官兵对这些
不实言论坚决做到不传、不看。

近年来，“红一连”还开设了“忆英
雄壮举·讲英雄功勋”士兵讲坛，学习
连队英模故事，形成热爱英雄、崇尚英
雄的氛围，开展“小兵话忠诚·十个一
定要”群众性征集活动，让官兵在意识
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淬火锤炼。

“中国好人榜”上榜者、河北涿州立马物流总经理王惠贤——

愿 爱 心 之 树 永 葱 茏
本报记者 胡文鹏

在河北涿州，提起王惠贤，真心为
她点赞的人不少。这不仅因为她是一
位女强人，14年间，她从零起步，白手起
家，以柔弱之肩扛起近200人的河北涿
州立马物流有限公司；更因为她是一位
心有柔情的女强人，14年来，她不以善
小而不为，不计回报，心怀大爱，全身心
致力于社会公益。最近，她又多了一个
头衔——“中国好人榜”上榜者。

2004 年，王惠贤踏足物流业。为
了积累用户信任值，她曾跑步送件以
致双脚打满了水泡，也曾推着爆胎的

摩托车整整走了两个多小时，顶风冒
雨、披星戴月地收件送件更是家常便
饭。民生之困，在她心中刻下了抹不
去的印记。随着事业越做越大，王惠
贤那颗关爱他人、服务社会之心越来
越强烈。

爱心，在身边渐渐发芽、开花。有
朋友去旅游，发现一位 90多岁的老奶
奶生活困难，并与有些智障的 60多岁
女儿相依为命，回来闲聊中向王惠贤
提及此事。王惠贤听完，没有丝毫犹
豫，带上柴米油盐、床单衣服、慰问金

等开上车直奔老奶奶家。待王惠贤要
离开时，老奶奶一下子抱住她，久久不
愿松开。河北易县女孩新月（化名）的
母亲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父亲患严重
哮喘。得知此事的王惠贤，毅然承担
起新月的生活、学习等一切费用，还给
她的父母送去必备药品。这一资助，
就是 13年。2017年 9月份，新月如愿
地考上大学。

爱心，在更大范围传播、扩散。
2014 年，随着业务量越来越大，王惠
贤决定设立一分钱爱心捐款箱。立马
物流宣布，今后快递员每收到一个快
件，公司将拿出一分钱捐给本市需要
救助的白血病患儿。至今，立马物流
已从爱心捐款箱里拿出了 8 万元捐给
白血病患者。前不久，王惠贤得知松
林店房树村一位叫思辰（化名）的 7岁
小姑娘不幸患上了白血病，巨额的医
疗费用使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发
生变故。王惠贤知道后立即和同事一
道，拿着慰问品和爱心款来到小思辰
的家中。当王惠贤把 1 万元爱心款递
到小思辰的奶奶手中，老人已泣不成
声。如今，一分钱爱心捐款箱仍在以
每天 90元的速度增长，时刻准备着向
白血病患儿伸出温暖之手。

“我总想要充分利用我们的行业

特点，集纳更多的社会资源，传递社会
更多的温暖。”王惠贤说。说干就干。
2016年，以“爱心衣架”“爱心书架”为
载体的捐赠活动，在立马物流的物流
点全面推开。活动号召涿州市民将闲
置的衣服、图书，在邮寄快递时，随手
把它们放在衣架或书架上。立马物流
则将衣服清洗消毒、图书分类整理后
上架，供有需要的人自行取走。此项
活动受到了涿州市民的积极响应，截
至 2018 年 6 月底，已募捐到衣物 7 万
余件，书籍 5万多本，三分之二以上的
衣服、书籍已被有需要者无偿领走。

10多年来，王惠贤爱心不减，真心
不变，为员工、为他人、为社会默默奉
献。不仅如此，她还在公司成立了爱
心团队，广募志愿者。目前，公司志愿
者已达 120 人，累计志愿服务总时长
达3万余小时，受助帮扶困难者300多
人次，捐献各类爱心资金60万余元。

“不起眼的快件，盛不下的爱心。
疾驰如风般剔透，上善若水样晶莹，德
信擦亮后的标牌，已然成为思源之地
上流动的风景。”这是一次获奖时，举
办方给王惠贤的颁奖辞。在那次领奖
台上，王惠贤双眼含泪地说：“这一辈
子，我希望尽己所能，让爱这棵常青树
永远葱茏、繁茂。”

王惠贤（中）跟员工一起检查包裹。 胡文鹏摄

7月4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该校“洋
雷锋”志愿服务队成员钱勇兴奋地告诉记者，这个暑假他将
与同校的另外9名志愿者去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开
展暑期支教活动。

去年 9 月份，坦桑尼亚留学生钱勇来到武汉就读华中
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数学专业。“我不仅要教中国学
生英语，还想把我家乡的美食、美景和文化介绍给他们。”钱
勇迫不及待地向记者透露他的“教学计划”。

“雷锋是一个很乐于帮助别人的人。”钱勇说，加入志愿
服务队，自己被人称作“洋雷锋”，这让他十分开心。

华中师范大学“洋雷锋”志愿服务队是超级有爱的志愿
者团队，由学校里来自五湖四海的留学生组成，致力于从事
各类志愿活动。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却秉持着“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的人生信条；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却践行着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代精神。
2010 年，一次机缘巧合，华中师范大学尼日利亚籍硕

士研究生阿达姆结识了武汉市农民工子弟学校春苗小学校
长陈瑛，陈瑛邀请阿达姆来学校教孩子英语。第一次去春
苗小学，阿达姆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一下车，便看见
校长带着全校的老师学生在站牌边等候，“怕我找不着路”。

这一教就是 5 年。开始只是阿达姆一个人，后来跟他
一起到春苗小学支教的留学生越来越多。阿达姆想组织一
个团队，把一个人的力量变为一个集体的力量。

2012 年“洋雷锋”志愿服务队应运而生，阿达姆任队
长。如今，“洋雷锋”志愿服务队由最初来自50多个国家的
50多位留学生成员，渐渐发展成为目前华中师范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的一个常设志愿服务队，固定成员已上百名。

阿达姆回国后，来自刚果（金）的留学生帕特接过了他
的“接力棒”，成为新一任“洋雷锋”志愿队队长。从刚果

（金）来武汉 5年多，帕特深刻地感受到武汉的改变。端午
节期间，这名“洋雷锋”也没闲着，他和数十名志愿队员在武
汉火车站服务旅客，帮着搬行李、指路、介绍候车点……

帕特与志愿者结缘，是2014年6月份前往盲人学校的
一次志愿活动，他和盲人玩游戏，闭上眼睛上下楼梯，亲身
体验盲人的世界，让他感受到了盲人朋友看不见光明的痛
苦。一次偶然观看电影《雷锋》，更是让多帮助他人的想法
在心中发了芽。

帕特最喜欢雷锋的一句话：“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
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在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中去。”“我的梦想是做雷锋，不只是中国的雷
锋，还要做祖国的雷锋，甚至是世界的雷锋。”帕特说。

多年来，每逢假期，如端午节、劳动节、国庆节，尤其是
春节，都是“洋雷锋”们最忙碌的时候。他们忙着在火车站
出口为旅客搬行李、介绍候车点，在各个地铁站帮乘客指
路、买票，在孤儿院陪伴孩子们，在社区教室里为孩子们教
授英语，将异国的爱心播撒在中国。

江城活跃“洋雷锋”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党波涛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无人值守”小卖铺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刘继华

小善聚大义，爱心暖梁山。在山东济宁梁山县，有一家
“无人值守”的小卖铺。自 1993 年开始营业至今，已有 25
年了。

这家小卖铺的主人叫翟士启，是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
人。20 多年前，翟士启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然而，一
次意外事故，让翟士启落下终生残疾。经过两次大手术，翟
士启因为腰神经受损，导致高位截瘫。此时儿子3岁、女儿
才刚刚 8个月。在妻子的安慰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康
复锻炼，翟士启能坐起来了。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缓解生活压力，1993年4月份，翟
士启夫妇在村里办起了便民小卖铺，卖些日常生活用品。
因为村民们时常来帮忙，为表示感谢，翟士启夫妇本着薄利
多销的经营策略，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由于没有劳动能力，翟士启主动承担起看守小卖铺的
工作。因为不能下地，村民来买东西，都是在挑选好后告诉
他，然后在钱箱子里自助放钱、找零，从没出现过少给钱的
情况。一直以来，小卖铺里挂着一幅牌子，上面写着“相信
他人，诚信为本，齐心向善，天下为公”十六个大字，这既是
一种警示，也是翟士启夫妇的感恩之心。25 年过去了，在
村民们的全力支持下，翟士启把小卖铺经营得红红火火。

为解决翟士启家的实际困难，乡里为他家办理了低保、
新农保、新农合等补助，对于政府和乡邻的帮助，夫妻俩充
满感激，多年来坚持免费帮着邻居们收快件、转东西，甚至
谁家有事孩子没人照看也放在他家小卖铺里。20多年来，
翟士启夫妇的故事，带动了村风向善的良好风气。

上图上图 组织刺杀操训练组织刺杀操训练，，培塑官兵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培塑官兵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砥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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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尖兵战尖兵。。 韩韩 理理摄摄

华中师范大学“洋雷锋”志愿服务队。 郑明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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