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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亮相海上阅兵场，有着神
秘色彩的潜艇部队走进人们的视线。

去年 4月 12日，中央军委在南海
举行海上阅兵，长鲸凌波，潜艇兵力当
先锋、打头阵，编成战略打击和水下攻
击两个作战群，航行在受阅舰艇的最
前列。

今年 4月 23日，庆祝人民海军成
立 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举行，黄海海
域，战舰蹈海，铁流澎湃，最先驶向检
阅舰接受检阅的，仍然是威武列阵的
潜艇群。

受阅的潜艇兵力中，都有来自海
军某潜艇基地官兵的身影。抚今追
昔，潜艇部队官兵倍感无上荣光。
“艇由我操纵，我听党指挥！”一

代代潜艇兵把光荣珍藏在心底，把使
命扛在肩头，驭鲸蹈海，无声潜行，用
青春热血书写忠诚与担当，成为捍卫
国家海洋安全权益的“水下钢铁长
城”。

把如磐信念融入灵

魂血脉

8 月初，一批刚到基地报到的军
校毕业学员整齐列队，参观基地军史
馆。

多年来，基地延续着这样的传统：
新艇员的第一课，就是参观军史馆、荣
誉室，传承老一辈潜艇兵的“精神火
种”。

一件件装具实物、一段段视频影

像、一张张历史图片、一页页图表文
字、一条条航迹数据……吸引着大家
驻足停留。透过这些鲜活的军史，这
支强军兴军伟大征程中涌现出的时代
标杆，形象生动立体地呈现在大家面
前。

40 余年来，这支英雄的潜艇部
队纵横大洋，驰骋深蓝。大深度极
限深潜，检验了潜艇深海作战性能；
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宣告中国海基
战略威慑力量正式形成……
“忠诚于党，是这支部队的最鲜明

特点、最亮丽底色。”透过这些光荣历
史，置身这个中国潜艇兵用心开垦的
精神富矿，新干部们心潮澎湃。

人民海军忠于党，艇行万里不迷
航。每次执行重大任务都有一个潜艇
部队特有的“打卡”仪式——艇员在鲜
红党旗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如今，这样写满签名的 10 余面
党旗陈列在军史馆里，每一面旗帜，
都是中国潜艇部队走向深蓝的独特
印记。

把忠诚信仰转化为

枕戈待旦的行动自觉

“我们是和平的盾牌，护卫着祖国
的安宁；在地球每一片海洋，留下对祖
国的忠诚……”每个潜艇兵，都熟悉这
激昂的旋律。

忠诚是远航的“核动力”，初心是深
潜的压舱石。上世纪 60年代末，首批
艇员听从党的召唤，组成中国首艇接艇
队，在忘我勤学苦练中，跨越文化程度
先天不足的“门槛”，迈出驾驭“蓝鲸”第
一步；姚青生、焦增庚等专家，放弃优厚
工作机会义无反顾投身潜艇事业；官兵
们不顾危险、舍生忘死，关键时刻冲进
战位，排除故障……

广袤的远海大洋、恶劣的海情海
况，成为锤炼坚强党性、砥砺打赢本领
的最好舞台。“怕苦怕死不干潜艇”，在
这个潜艇部队，从组建起就形成这样
一个传统，在执行极限深潜、重大试验
等任务前，许多官兵都会写好决心书，
随时准备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交给
使命任务。

数十年来，一代代潜艇兵抛却
繁华、坚守使命。他们把自己的命
运和祖国紧紧连在一起，托举着中
国潜艇破浪前行，先后创造数十项
我军潜艇史上的“首次”和“第一”，
涌现出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
“水下先锋艇”“黄继光式的水下英
雄——孟昭旭”等一大批英雄模范
和先进典型。

用 青 春 热 血 写 就

“水下长征”崭新篇章

“我们能不能像先辈那样续写传
奇？”“强敌当前，能不能一声令下决胜
海疆？”这样的叩问时常撞击着新一代
潜艇兵的心灵。

在海军加快转型建设发展的新征
程中，新一代官兵能否扛起重任？基
地官兵用行动作出了回答。

机电长张卫是一名“潜二代”，父
亲就是基地组建之初的潜艇兵。张
卫勤学苦练，用过硬的本领接过父辈
交给的接力棒，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机
电长。

面对新型装备，张卫抬高门槛
自我加压，白天带领官兵反复上艇
实摸管路，结合挂图钻舱室摸系统，
晚上挑灯夜战，查阅资料，梳理消
化，很快成为驾驭新装备的行家里
手。

声呐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声
呐兵、下士蒋金良为提高业务技能，
夜以继日地铆在声呐训练室进行听
音训练，耳机几乎不离耳朵，很快崭
露头角。在一次专业技能竞赛性考
核中，面对 12 本 理论教材的知识
点、400 多批信号内容，蒋金良勇夺
桂冠。
“深潜是一种信仰，极限深潜，誓

言无声，背负的不仅仅是海水的压强，
更是国家和民族的重托……”官兵自
编自导自演的话剧《使命深潜》上演，
潜艇生活情景再现，一次次“引燃”现
场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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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一建军节，全军施行新的

司号制度，电影《古田军号》如期上映，

引发广泛关注。

古田，人民军队铸魂定型的圣地，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在此

确立，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铁血军魂

在此铸就，成为一支红色劲旅出发的

地标、时空的坐标、前行的路标。

从古田出发，军旗猎猎，军号嘹

亮。历经万里长征的雪山草地，穿越

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闯过解放战场

的枪林弹雨，我军毫不动摇地坚决听

党指挥、看齐追随，始终坚持“我们的

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

党”，明确要求“人民的武装，一支枪、

一颗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以党的初心为初心，以党的使命为使

命，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新中国的坚

实根基。

“侵天翠竹何曾度，遥见屹然星砥

柱。”新中国的隆隆礼炮，改革开放的

滚滚春雷，开启了军队现代化的崭新

征程。征途如虹，忠诚不移。从“建设

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到“全

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

设”，从单一兵种到合成军队，从“小米

加步枪”到“两弹一星”，人民军队之所

以走得正、走得远、走得稳，战胜了一

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辉煌胜利，根本就在于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

古田山水作证，古田精神永恒。

“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目的是寻根溯

源，深入思考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

为什么出发的。”时针指向2014年金

秋，习主席亲自决策和领导召开古田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鲜明提出“坚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指

出“十个方面突出问题”，明确“四个

牢固立起来”，提出“五个着力抓好”，

确立“军队好干部五条标准”……这

次新的“政治擘画”，是一支军队的

“洗心”“补钙”，更是一次不忘初心的

固“根”守“魂”。

军魂如磐，铁骨铮铮。从古田重

整行装再出发，人民军队在高扬旗帜

中凝魂聚气，在弘扬传统中正本清

源，在整风整改中革除积弊。党的十

九大第一次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

对领导，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第一次

在党章中将“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

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

导”，增加“绝对”二字；第一次把“中

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写进

党章。这三个“第一次”，反映了我们

党在事关党运国脉军魂重大问题上

理论更加成熟、制度更加自信、步伐

更加坚定。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站

在这个历史节点回望，我们更加深切

地认识到：镰刀锤头指引方向，八一金

星才能熠熠闪亮，五星红旗才能迎风

飘扬。奋进新征程，担当新使命，铸魂

与蛀魂的较量更加激烈。建军必先铸

魂，强军必先强魂。只有始终牢记听

党指挥这个“根本”，把铸魂工程摆在

第一位，做到头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

鲜明、行动特别坚决，回归初心、回归

传统、回归本色，才能铸牢立军之本、

光大强军之道、培厚制胜之源。

（作者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

军魂如磐 铁骨铮铮
■齐明宇

在 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之
际，为回顾 70 年来坚持党对军队绝
对领导的发展历程，总结铸牢军魂
的主要成就，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记者专
访了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办公室主
任刘光明。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的定力愈益强大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
刘光明说，70 年来，我们党咬定

青山不放松，始终以强大政治定力和
战略定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根本原则和制度不动摇。毛泽东、邓
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坚持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问题先后作出一系列重
要论述，明确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
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
不变的军魂，是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
进一步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
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改革
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改革是要
更好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
好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更
好 坚 持 我 军 的 光 荣 传 统 和 优 良 作
风。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
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党的基本方略
之一。正是因为我们党以更强的决
心、意志和定力坚持党指挥枪，对军
队的领导权、指挥权始终牢牢掌握
在党的手中。

党指挥枪的制度体

系更加完善

70 年 来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健全相适应，党对军队绝对
领 导 的 根 本 原 则 和 制 度 也 在 不 断
完善。

刘光明告诉记者，从新中国成立
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和国家先后通
过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党
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得到
进一步完善。党的十九大将党章总纲
里“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
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中的“领
导”，修改为“绝对领导”，同时首次把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写进党章。2017 年 11 月，中央军委印
发《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的意见》。而今，我们已形成了包括
坚持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
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实行主
席负责制，实行党委制、政治委员制、
政治机关制，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
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实行支部建
在连上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体系。这
些制度上顶天、下立地，横到边、纵到
底，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始终坚如
磐石。

人民军队听党指挥

的血脉基因得到净化和

延续

练就金刚身，不怕百毒侵。
刘光明说，70年来，我们党把军队

锻造成一座大熔炉，通过做好铸魂聚
力、强基固本、扶正祛邪等工作，推动灵
魂回炉、初心提纯，把广大官兵紧紧凝
聚在党的旗帜下，坚定不移听党话、跟
党走。“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领导召
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中央军委
党的建设会议，全军坚定不移推进政治
整训，重树作风形象，强力推进正风肃
纪反腐，有效解决了弱化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全面彻底肃清
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打好思想和
组织清理两场硬仗，除恶务尽，不留隐
患，确保了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
对可靠。

铸牢人民军队的强军之魂
——访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光明

■本报记者 罗金沐

三伏酷暑，渤海之滨，车炮齐
鸣。第 79 集团军某旅组织列装不久
的某型装备进行实弹射击考核。“12
号车，行进间射击完毕，全部命中目
标！”随着最后一个车组完成实弹射
击，指挥电台传出洪亮的报告声，
“红九连”所有车组命中率均为
100%。
“红九连”次次交上优秀答卷，

源于他们在理论武装上的持续用劲。
“红九连”荣誉室里，一盏马灯引人
注意：上世纪 60 年代，连队自主成
立学习毛主席著作夜校，专门为白天
外出执行任务的官兵补课，当时条件
有限、电力紧张，官兵就攒钱买了这
盏马灯。无论战备训练多紧张、生产
施工多辛苦，一到晚上，大家就围坐
在马灯前认真学习。1964 年，连队
因理论学习成绩突出，被国防部授予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荣
誉称号。

55 载春华秋实， 55 载薪火相
传。“红九连”传承弘扬马灯前学毛
著精神，始终坚持党的科学理论每发
展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作为
起家的底子、看家的本领。连队先后
经历 22次整编、6次转隶，始终用党
的科学理论建连育人，锻铸能打胜仗
的“刀尖子”连队。

第79集团军某旅“红九连”——

弘扬马灯前学毛著精神
■海 洋 詹丽红

凡是到过第 83集团军某旅“大功
三连”的人，都会有一个直观而深刻的
印象：这个连队的兵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既体现在军事素
质上，更体现在政治品格上。之所以
不一样，原因就在于他们从真学真信
党的科学理论中，汲取了攻坚克难的
力量，找到了强连兴连的真谛。
“习主席的话语朴实清新，富有哲

理，处处闪耀着真理的光芒……”蒙古
族战士格西格图笔记本扉页上的这段
话，让来连队采访的笔者眼前一亮。
三连官兵说，学好习近平强军思想，能
把好前进航向不迷航。

三连党支部从新兵下连、新干部
报到的第一天起，就注重用党的科学
理论哺育战士，用连队的优良传统塑
造官兵，让大家弄清“为谁站岗、为谁
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理论学
习，他们摸索出一套实在管用的方法：
课程化组学、通俗化讲学、常态化帮
学、个性化自学、网络化助学，把理想
信念的熔铸贯穿进日常点滴；有一些
长久坚持的制度措施：做到实施有组
织、读书有资料、学习有时间、帮带有
骨干、成效有激励。
“大功三连”所在旅旅长柳华林

说，三连官兵的成长历程，就是党的科
学理论为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培
育爱国情怀、集聚思想正能量的真实
印证。

第83集团军某旅“大功三连”——

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建连育人
■康 克 李 赞

自1962年组建以来，空军八

一飞行表演队4次参加首都阅兵、8

次参加中国航展，进行13次全国巡

回飞行表演，先后为16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700多个代表团进行了

600余场飞行表演，用劲舞长空的

多彩航迹，见证了军队的转型发展。

上图：2009年11月，八一飞

行表演队换装歼-10后首次公开

亮相。

左图：1962年1月，八一飞行

表演队组建。

图片提供：冯 斌、王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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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某潜艇基地，是我军第一支核潜艇部队。该基地先后创造
了大深度极限深潜等数十项我军潜艇史上的“首次”和“第一”，先后
涌现出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水下先锋艇”“黄继光式的水下
英雄——孟昭旭”等一批全国全军典型，出色完成实兵演习等一系
列重大任务，在走向深海大洋的强军征程上留下了一道道辉煌航
迹。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能打胜仗的过硬本
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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