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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前进路上不怕任何艰难险阻
——长征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一件满是破洞的棉衣、一双无法

覆盖双脚的布草鞋，静静陈放在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80 多年前，一支衣着褴褛、装备

简陋的队伍，像地球的红飘带一样穿

越了中国大地的险山恶水，冲破了敌

人的围追堵截，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

的伟大远征——长征。

双脚丈量大地，鲜血铸就河山。

600 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

攀越 40 余座高山险峰，穿越茫茫草

地……这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

峨丰碑。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

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是

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6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指

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

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

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

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

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

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

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坚定理想信念
党岭山，高 5000 多米，红军长征

翻越的雪山之一。

茫茫雪地之中，一只胳膊直直伸

着，胳膊的主人却早已冻僵。掰开这

名战士紧攥的拳头，一本党员证和一

块银圆赫然出现在眼前。

“中共党员刘志海，1933 年 2 月

入党。”党员证宣示着他的身份，一块

银圆成了他最后一次交的党费。

这是一段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

名红军牺牲的征途。湘江战役、强渡

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

地……鲜血铺就二万五千里，留下了

“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等无数感

人至深的故事。

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是崇高的

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

军一路向前。他们不怕艰难险阻甚至

流血牺牲，捍卫着全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根本利益。

80 多年来，伟大的长征精神从未

湮灭。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抗美

援朝到抗震救灾，从脱贫攻坚到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共产党人每每挺

身而出，以大无畏的精神，谱写气壮

山河的精神凯歌。

2019年，因为一次山洪，扶贫干部

黄文秀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0岁。去

世前3个月，她曾发布一条朋友圈，纪

念自己驻村满一年：“我心中的长征！”

在广西乐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的一年多时间里，黄文秀步

履不停为乡亲们奔走，带领 88 户共

418 人脱贫。山路太远，为了提高工作

效率，她将私家车开到村里当工作车

用。驻村满一年那天，汽车的里程数

正好增加了两万五千公里。

像黄文秀一样信念坚定、无怨无

悔的奉献者不胜枚举。在脱贫攻坚征

程上，有 1800 多人牺牲；近代以来，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

命的烈士，约有 2000 万——他们大

多数是共产党员。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一代

又一代共产党人怀揣坚定的理想信

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一

心、艰苦奋斗，彰显出不畏艰险、排除

万难争取胜利的宝贵品格。

一切从实际出发
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

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

且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

道路的过程。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

江鱼。”从出发时的 8.6 万多人锐减

到 3 万多人，湘江战役给红军带来了

惨重的损失。残酷的现实说明，博古、

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无法领导党和

红军完成历史使命。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事

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

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

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在 这 之 后，“ 四 渡 赤 水 出 奇

兵”“调虎离山袭金沙”……同样一

支红军，从被动挨打，到取得一个接

一个的胜利，并夺取战略转移的主动

权，离不开共产党无所畏惧的伟大实

践精神与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

党在血与火中蹚出了一条走向新生、

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百年来，在多少个路口，中国共

产党用理论联系实际，开辟出新的

伟大道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 100 多年中国积

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

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

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迈入新时代……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 7 月 6 日在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历

史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条

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

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我们将坚定

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既发

展自身又造福世界。”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
“为什么我们家没有门？”

“门板被你爷爷拆下来给红军搭

桥了。”

这是红军后人刘光沛幼年时与

母亲的对话。红军长征出发时，江西

省于都县百姓主动送来门板、床板，

甚至寿材，几乎家中所有可用的木料

都用来搭设了浮桥。通过 8 个主要渡

口、5 座浮桥，红军渡过于都河，踏上

了漫漫征途。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人民

群众为什么靠得住？

“红军来了，肚子能吃饱。”瑞金

市云石山乡的老百姓说，红军“打土

豪、分田地”，还帮忙解决生活困难；

毛泽东带领红军战士挖了一口

井，解决了沙洲坝老百姓喝水问题，老

百姓给这口井起了个名字——“红井”；

3名女红军借宿湖南汝城县徐解

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

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

以真心对待人民，人民也会还以

真心。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

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

义桅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

利益，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

也必然能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

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一

部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历史。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小康

社会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 3900

多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疫一线，

近 400 名党员、干部为保卫人民生命

健康献出宝贵生命……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百年来，我们党一

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

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的精

神品格从未改变。一路走来，党也依

靠人民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

众多人间奇迹。

以史鉴今，砥砺前行。站在历史

的交汇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前路光明，共产

党人必将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

念，传承长征精神，中华民族必将以

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 ：

新时代军人的杰出代表
琚振华  王天益

加勒万河谷，这条位于西部边境

喀喇昆仑山脉褶皱深处的细长峡谷，

激流滔滔，乱石嶙峋。

这里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

守卫和平的一线——来自天南海北

的一茬茬官兵，扎进茫茫群山，挺立

冰峰雪谷，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

界碑。

在那场回击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

国协定协议、蓄意挑起事端的斗争中，

我边防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

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大胜

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3 岁的营长陈红军，奉命带队前

往一线紧急支援，在同外军战斗中，英

勇作战、誓死不屈，为捍卫祖国领土主

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卫国戍边

英雄”陈红军和他的战友们展现出来的

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彰显了新

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昂扬风貌。

把背影留给战友的“冲锋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

这一身】
恢复了平静的加勒万河谷，河水

缓缓流淌，群山沉静肃穆。

然而，每当望见“大好河山，寸土

不让”8 个大字时，中士何生盼还是

忍不住会想起营长陈红军，想起那个

冲锋在前的背影。

“很长一段时间，战友们聚在一

起聊天时，总会不自觉地翻出他的照

片来看。”何生盼红着眼眶说。

照片里的陈红军脸膛黑黑，近一

米八的个子穿上单兵防护装具，英气

十足 ；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

镜，笑意盈盈中透着几分儒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

这一身。”何生盼记得，那天傍晚，陈

红军从指挥所匆匆跑回来，边跑边

喊 ：“所有人备勤，准备登车！”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
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那段路，感觉车都快飞起来

了！”中士何俊发现，营长从来没有

这么着急过，“后来，道路不通，他就

带头蹚河，不顾近 5000 米的海拔跑

着往前冲。”

“保护团长！”中士陈伟听见一

声高喊，只见陈红军带着两名盾牌

手，迎着“石头雨”“棍棒阵”冲上前

去，用身体和盾牌隔开外军，掩护战

友将团长救出。

陈红军指挥部队向有利地形有

序转移时，看到几名战士被对方围

攻，毫不犹豫地转身，带领官兵再次

冲锋，只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

在很多官兵的记忆里，那个背影

是营长留给他们的最后印象。

我方增援队伍及时赶到后，一举

将来犯者击溃驱离，取得重大胜利。

排长曲元钧清楚记得，出发时陈红军

打着手电，站在风雪中郑重承诺：“我

要把你们安全地带上去，也要把你们

一个不少地带下来！”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

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祖国山河终无恙，守边护边志更

坚。那场战斗之后，“宁将鲜血流尽，不

失国土一寸”被很多官兵自发写在了头

盔里、衣服上，刻印在青春的胸膛里。捍

卫着英雄誓死捍卫的国土，肩负着英雄

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股“学英雄、当英

雄”的热潮涌动在喀喇昆仑高原。

没什么爱好的“拼命三郎”
【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2009 年，陈红军从地方大学毕

业，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

一听说征兵的消息就临时“变卦”，最

终走进火热军营。

走上高原是因为理想，留在高

原则考验信念。无法摆脱的高寒缺

氧，满目的荒漠冰川，漫长的冬季封

山……胸怀“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赤

胆忠诚，肩负“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

心”的勇敢担当，陈红军坚守着无数

边防军人用生命筑起的精神高地，扎

根奉献奋战在边防斗争一线。

2020年，他成长为全团最年轻的营

长，在祖国的西部边境线上洒尽热血，将

自己的军旅生涯永远定格在了第11年。

11 年的军旅生涯，赤胆忠诚皆

为祖国。

团政委王利军说，这些年来，陈

红军先后任排长、参谋、连长、协理

员、股长、营长，岗位多次变换，每个

岗位拼尽全力、表现出色。

“红军本是学心理学的，军事方

面可谓零基础。可担任二连连长后，

他很快就掌握了装甲专业知识。”曾

任二连指导员的王伟，说起老搭档的

钻劲儿，慨叹不已。

“当作训股股长时，他的办公室

在三楼，宿舍在一楼，遇到重大任务，

干脆在办公室支了张行军床……”聊

到老股长，连长陈鸿宇直言，“他干起

工作来，就是个拼命三郎！”

母亲丁念毕回忆道，陈红军从小

就崇拜军人保家卫国，经常“偷”他三

叔的军帽戴。后来，有高中同学参军，

他又借来军装拍照，并告诉母亲：“有

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
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在陈红军宿舍书柜里的一本书

中，一段画线重点标注的话折射出他

对职责使命的理解 ：“党把自己放在

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

立业……”

机步营是边情紧急时支援一线的

力量。陈红军任营长时，正好赶上全营

从装甲步兵营向机械化步兵营转型。

起初他充满了本领恐慌，但使命

感促使他不断激励自我，奋发进取。

整理陈红军遗物时，何生盼看

到，营长没有个人日记，有的只是厚

厚的几本工作笔记，其中，单就一个

站哨就列出了好几点问题。

陈红军牺牲后，机步营官兵发

现，大家谁也说不出营长有什么业余

爱好，“印象中，他最喜欢的似乎除了

工作还是工作”。

在陈红军的带领下，机步营改制

不到 2 年便形成作战能力，先后被表

彰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装备管理先

进单位、后勤管理先进单位……

有情有爱的“普通人”
【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

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红军是一个让人感觉很温暖的

人。”肖嵌文聊起和丈夫相识相恋以

来的日子，几度哽咽，“平时虽然相隔

几千公里，可每逢节日，我都会收到

他寄的礼物。”

结婚 4 年，夫妻俩聚少离多，一

直没有孩子。陈红军最后一次休假是

2020 年春节，只有短短 17 天。

回忆起匆匆相聚的日子，肖嵌文

说 ：“每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候，

他会提前去超市买好菜，然后我再给

他做一日三餐。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

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相聚留下了

爱情的结晶 ；令人痛心的是，孩子还

没出生便永远失去了父亲。

肖嵌文清楚记得，自己最后一次

和陈红军联系是 2020 年 6 月 5 日，

那时怀孕已有 5 个多月，“他特别喜

欢丫头”。肖嵌文曾开玩笑问陈红军：

“如果是个男孩，你还不爱了吗？”

“爱呢，爱呢，爱呢！”电话那头，

传来陈红军忙不迭的回答——这也

成了肖嵌文对陈红军最后的记忆。

【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
务兵往后靠】

边境一线，陈红军始终是官兵眼

中的标杆。

“构筑工事，几十斤重的大石头，

我们抱一块，他肯定也抱一块。”下士

王钰说，“战士衣服脏了，营长身上也

绝不会干净”。

在战斗最激烈时刻，上等兵杨旭

东亲眼看到——面对外军人多势众、

咄咄逼人的态势，陈红军一边冲锋一

边大声喊 ：“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

面，义务兵往后靠……”

平时甘苦与共，战时生死与共。

那场战斗中，团长顶在最前面阻挡外

军，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长

救战士……我官兵上下同欲、生死相

依，是以少胜多的关键所在。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王钰在陈红

军等人牺牲现场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

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

这名战士是陈祥榕——陈红军

平时关爱最多的“娃娃兵”之一。

（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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