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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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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军”：永远的开路先锋

新华社记者樊永强

这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之师：从北伐战
争中走来，沐浴着抗日战争的烽火，穿过解放战争的硝
烟，历经 3000 余场战斗无一败绩。

这是一支信仰如磐、铁心向党的忠诚之师：“三湾改
编”在这里起源，我军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建立，无论世
事如何变迁，信党跟党的忠诚之心从未改变。

这是一支不畏艰难、血性十足的正义之师：长征路上
为红军杀出一条血路，98 抗洪誓与大堤共存亡，每遇急
难险重任务，“铁军来了”的大旗就高高飘扬。

从 90 年前北伐战场获赠“铁军”美誉到今天改革
强军新征程勇当“转型先锋”——— 陆军第 54 集团军某
红军师，在新形势下忠实传承红色基因，英勇奋战所向
披靡，展现了新时期“铁军”传人的崭新风采。

铁血秉性永不变
——— 昔日长征途中“要桥不要命”，今朝抗震

战场“勇闯大峡谷”，“铁军”官兵始终把完成任务

看得比生命还重

81 年前，大渡河畔黑云压城，恶浪翻滚，北上抗日的
红军被天堑挡住去路。危急关头，由北伐“铁军”改编的红
二师四团 22 位勇士手握驳壳枪、肩背大刀，冒着枪林弹
雨，通过 13 条锁链飞夺泸定桥，为危境中的红军杀开一
条血路。

从那一刻起，“要桥不要命”的血性基因就融入了“铁
军”的血脉；从那一刻起，“铁军”便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
阻，敢于压倒一切对手！

2008年 5月 12日，四川汶川发生 8 .2级大地震，日月
动容，举国恸哭。危急时刻，“铁军”再次临危受命，勇闯“震
中大峡谷”，让“铁军来了”的大旗在灾区高高飘扬。

在这个群体中，有一位普通的铁军战士，他叫武文
斌，来自于“飞夺泸定桥红二连”，从入伍的那天起，先辈
们“要桥不要命”的精神就深深感染了他。

在救灾的 30 多天里，武文斌始终奋战在抗震救灾最
艰苦、最危险、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进危楼救人，他随党
员突击队冲在最前面；转移疏散群众，他奋不顾身，10 天
内 7 次险些摔下山崖。面对战友的担心，他说：“咱们是解

放军，是来救灾的，就是要多干一点，再多干一点。”
没有“铁人”完不成的任务，却有被任务累倒的“铁

人”。2008 年 6 月 18 日，武文斌终因劳累过度，引发肺部
出血壮烈牺牲，他用自己的生命再次证明：“红二连的兵
好样的，‘要桥不要命’的精神没有丢！”

这就是“铁军”的性格。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们冲
锋陷阵，一往无前；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他们顽强
拼搏，攻难克险。10 多年来，“铁军”先后担负了总部、军区
赋予的 20 余项重大任务，官兵们从未叫苦言累，项项完
成出色，先后有 200 多项工作在全军和军区获得了第一。

铁胆忠心永向党
——— 尽管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铁军战士陈

永龙生前唯一的追求仍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入党宣誓仪式。
2000 年 12 月 20 日，解放军 150 医院急救室内，一

名躺在病床上的战士，艰难地举起右手，面向党旗宣誓。
3 天后，他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这名战士叫陈永龙，是红军师“秋收起义红二团”六
连战士。来到“铁军”不久，他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入党！”
几年来，他勤学苦练，成长为一名全面过硬的优秀士兵。

2000 年 1 月，正在训练的陈永龙突然晕倒，被确诊患
了白血病。身体越来越虚弱，入党的信念却越来越强烈。
伏在病床上，陈永龙一笔一画地写了 4 份入党申请书。

生命垂危之际，集团军领导到病房看望，问他“还有什
么心愿？”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想成为党的人……”说着，
递上了第 5 份入党申请书。

姐姐又是心疼又是不解：“弟弟，咱命都快没了，你还
入党干什么？”“姐姐，你没在‘铁军’当过兵，哪里知道‘铁
军’战士对党的感情？能够成为党的一员，是‘铁军’战士的
无上光荣！”

“铁军”官兵爱党、信党、始终不渝跟党走的动力来自
哪里？

——— 来源于对党的创新理论深信不疑。对党的创新
理论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行动宝
典”，“铁军”的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怀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 来源于对“铁军”荣誉的由衷敬佩。走进“铁军”，
官兵们雷打不动的第一件事就是参观师团史馆，唱的第

一首歌就是《铁军魂》，一代代官兵把“铁军”传统融入
血脉、化为行动。

——— 来源于身边党员先进事迹的亲情感召。在“铁
军”，平时训练最刻苦的是党员，第一个冒死进入灾区
的还是党员，他们就像一面面红旗，引领着“铁军”官兵
看齐追随。

铁血情深同生死
——— 毛主席在这里用过“红菜盘”、朱老总

在这里挑过扁担，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在这里

代代相传

在某红军师“叶挺独立团”团史馆，至今保存有一
副扁担，那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同志用过的挑粮担，
一直被历代官兵视为“珍宝”。在“铁军”官兵眼里，它不
但是领袖用过的物品，更是艰苦奋斗、官兵一致优良传
统的象征。

而在某红军师“秋收起义红二团”一连也有一件
“珍宝”，那是毛主席用过的“红菜盘”。1935 年 5 月，中
央红军长征渡过金沙江。一天早晨，毛主席来到“红一
连”看望官兵，开饭时，战士们用缴获的一个红菜盘给
毛主席盛饭，毛主席一边吃饭，一边询问官兵的生活情
况，连连说：“你们的红米饭做得蛮好的嘛。”

“毛委员在我们连吃过饭，红菜盘精神放光芒。”从
此，《红一连连歌》里就有了这段闪光的记忆。“红菜盘”
陪伴着一茬茬“铁军”官兵成长，激励他们不忘初心、奋
勇向前。

“平时与士兵同甘共苦，战时战士就会与你生死相
依！”每年新毕业排长集训，师政委杨友斌都会谆谆告
诫：带好“铁军”的兵，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到与战士同呼
吸共命运。

多年来，红军师各级领导坚持与基层官兵同去大
食堂，同吃一锅饭，同上训练场。战士们说：“上了战场，
我愿为战友挡子弹！”

2016 年 3 月，“铁军”迎来了新的指挥体制改革
后中部战区陆军组织的第一次基础训练抽考。在备考
过程中，师团领导带头立下“军令奖”：只要我有不合
格的课目，你们就可以不合格。那些天，他们与基层
官兵一起加班加点训练，最终取得战区第一名的好
成绩。 （下转 6 版）

▲“铁拳——— 2004”演习期间，陆军第 54 集团军某红军师装甲战车向演习地域开进。（戴丹华供图）

樊永强、丁雅涵、马永生

从大刀、梭镖到“汉阳
造”，从骡马化到摩托化，从
摩 托 化 到 机 械 化 、信 息
化……一次次转型，一次次
跨越，作为我党掌握的第一
支革命武装，素有“铁军”美
誉的陆军第 54 集团军某红
军师走在了全军的排头，为
陆军建设发展探索开路。

穿过战火硝烟，跨过历
史长河，今天这支英雄的部
队再次站在了改革强军的
时代潮头。

面对改制换装，

勇当陆军转型发展
“先遣队”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中
国军队新军事变革的起步
年代。

1997 年 6 月 22 日，该
师“叶挺独立团”的营区像
过节一样热闹喜庆，一批国
产最先进的轮式步战车开
进营区。

根据命令，该师由摩托
化步兵师改装为我军第一支
轻型机械化步兵师，从此揭
开了由传统步兵向机械化、
信息化转型的大幕。

欢呼过后，摆在“铁军”
官兵面前的却是一个个“拦
路虎”：一无人才，二无教
材，也没有先例可循，对于
都是“老步兵”的团、营、连
三级主官来说，不仅玩不转
这些“新玩意儿”，而且训练
场上“洋相”百出。

有的营连干部在战术
推演中，把新型步战车配置
在无法发挥火力的位置，有
的在演练中把新型步战车
停在阵地前，全班下车步行
发起冲击，甚至有的还把步
战 车 当 作 运 输 车 拉 物
资……

师长霍建刚说，用传统步兵的思维马达，无法驱
动由摩托化向机械化、信息化跨越的雄狮劲旅，必须
拿出当年“强渡大渡河”“奇袭腊子口”的决心和勇
气，进行脱胎换骨的重塑。

不久，一场“头脑风暴”劲吹，不断强化官兵的机
械化、信息化意识，师党委提出“不换脑子就换人”。

一位为团队夺得过 20 多枚金牌的连长，三进新
装备训练班还是过不了关，被确定转业。团领导找他
谈话时，他半天才抬起头说：“我是真舍不得离开部
队啊，将来一旦有战事，一声召唤，我马上回来。”就
这样，在“立下过无数汗马功劳”的“叶挺独立团”，全
团近一半的连长挥泪告别了军营，四分之一的团领
导黯然卸下了戎装。

转型，把全师官兵逼上了一条重塑之路。
为了理清转型建设思路，师党委分头下去搞调

研，制定出《新装备训练三年规划》；没有人才，该师
就把新装备生产厂家、科研院所、装甲部队的各类人
才请进铁军课堂，选派骨干到厂家、装甲部队去学；
没有教材，他们就结合学习过程，编写简单实用的操
作规程；没有训练模拟器材，他们就自做操纵杆和方
向盘，寻找驾驶战车的感觉……

在痴心探索中奋进前行。改制换装后的 3 年里，
该师官兵自己动手编写了 6 大类 300 多种教程教
案，创新革新了 24 个专业 130 多种训练器材，探索
制定了《新装备成建制成系统形成战斗力验收标
准》，转型建设步入科学发展的快车道。

三年磨一剑，锋芒已显露。2000 年深秋，该师砺
剑中原，展开了一场加强机械化步兵团实兵实弹战
术演习，军委首长称赞道：“打出了新装备的威力，打
出了‘铁军’部队的作风，打出了现代步兵的风采。”

2002 年年底，总部考核验收，全师 7 个方面 19
项内容全部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数十项训法战法被
总部推广，编写的 10 多部训练教材成为全军的教范。

走上国际舞台，趟出多兵种联合

作战“新路子”

方圆近 500 平方公里的演习场上，铁甲奔流，空
地协同，电磁对抗，精确打击…… 2004 年 9 月，一场
代号“铁拳— 2004”涉外演习在豫南桐柏山区打响。
这是我军轻型机械化步兵首次向世界公开亮相。

炮火硝烟中，官兵们熟练驾驭着坦克、步战车、
自行火炮、火箭扫雷车等千余件新型武器装备，驰骋
于丛林沟壑之间。

“‘参战’万余人，不见几个兵。”中国陆军部队脱
胎换骨的变化，令现场观摩的 16 个国家的 60 余名
军队领导人、军事观察员和驻华武官惊叹不已。

演习刚结束，时任印度装甲师师长辛格就连声
称赞：“中国铁军，OK！”俄罗斯总参作战局处长米
津采夫上校称“不愧为训练有素的一流陆军”。

经过短短 7 年的建设发展，这支敢闯新路、
勇当先锋的老红军部队，已经步入了多兵种联合
作战的道路，再次走在了陆军部队跨越式发展的
前列。

成功转型的背后是一次次凤凰涅槃。师政委杨
友斌说，头脑革命始终与铁军战斗力建设同向同行。
每年一期军事创新理论攻关雷打不动，追踪学习前
沿军事理论、研究创新训法战法、加快转变战斗力生
成模式，使部队战斗力实现质的跃升。（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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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第 54 集团军某红军师是一支历史悠久的老红
军部队，被誉为军旗升起、军魂发源的地方，其前身是叶
挺独立团和秋收起义部队主力。

叶挺独立团是我党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1926 年
担任北伐先锋，奇袭汀泗桥、大战贺胜桥，攻克武昌城，荣
膺“铁军”称号。1927 年 8 月，参加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7 年 9 月，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三
湾改编中，亲自在该师“红一连”主持 6 名新党员入党宣誓，创
建我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

1928 年 4 月井冈山会师，叶挺独立团与秋收起义部队
改编为红四军第十师、第十一师，成为“朱毛红军”的主力。

1930 年至 1934 年参加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该
师担任开路先锋，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
水、巧夺娄山关、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一路所向披靡。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八
路军苏鲁豫支队、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一旅、新四军三师七
旅。首战平型关，挺进苏鲁豫皖，血战刘老庄，转战苏北两淮。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军东北，参加全国解放战
争，从松花江畔一路征战到海南岛。

新中国成立后，该师又先后经历数次改编，部队
驻地多次移防，现为中部战区陆军第 54 集团军某红
军师。 （马永生、丁雅涵、张良）

军旗从这里升起 军魂在这里发源追寻

永不消逝

红军部队

出发

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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