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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

CHUANCHENGZHONGHUAWENHUA HONGYANGZHONGHUAWE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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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

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

湾好地方，好地呀方……”

南泥湾，一个响亮的名字，一

片红色的沃土。

80 年前，以八路军三五九旅

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困境中奋

起、在艰苦中发展，树立了抗日战

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

动的旗帜，创造了令人赞叹的伟大

奇迹, 谱写了一首壮丽的英雄史

诗。

自力更生拓新路

延安大生产运动纪念碑，静静

矗立。碑身上，“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八个大字，令人热血沸腾。

回望历史，那是一段艰苦的岁

月，日、伪军大规模“扫荡”和“清

乡”，国民党顽固势力对陕甘宁边

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存亡抉择之际，毛泽东同志给出了

八个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何为英雄？迎难而上者。1941

年春，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

下，高唱“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

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挺进南泥

湾垦荒屯田。一场改天换地的“战

斗”在这片黄土地上打响了，沉睡

的南泥湾被战士们用镢头“唤醒”

了———

从野菜果腹到农业生产种

植面积翻了百倍，从找废铁造工

具到先后办起纺织厂、机械厂、铁

厂……短短数年，三五九旅建立了

农业、工业、运输业与商业等一系

列比较完备的企业，打下了一个能

够达到完全自给的经济基础。

以南泥湾为旗帜的大生产运

动，支持了艰苦的抗战，积累了宝

贵的经济建设经验。毛泽东曾称：“这

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

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旗帜高扬，催人奋进。自力更

生，不仅仅是在物质短缺时代的生

存手段，更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奋斗基点。

一路走来，中国人民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中国奇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征程上，必然会有艰巨繁重

的任务，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

涛骇浪，唯有坚持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精气神，才能无惧暗礁险

滩，乘风破浪。

调查研究绘蓝图

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历史照

片真实记录了三五九旅在荒山野

岭中徒步和骑马开进的壮观场景。

驻足凝望，思绪穿越，不禁疑

问———南泥湾，这块当年并不起眼

的偏远荒野，何以成为陕甘宁边区

第一块“试验田”？彼时，重重封锁

之下，为了解决“生存危机”，朱德

多次带领技术人员前往南泥湾对

土壤、水质等进行全面勘察，认定

南泥湾是块垦荒屯田的好地方；视

察南泥湾不久，毛泽东写出了《经

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等指导解放区

经济建设的重要论著，提出一系列

经济方针政策，至今仍有指导意

义；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经济发

展需要，当地政府不断健全财政机

构、完善财政体制，进行税制改革；

……

南泥湾的拓荒史，不是异想天

开，而是建立在实事求是、调查研

究基础之上的关键抉择，是建立在

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上的

必然成功。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艰苦奋

斗再创业，改革开放再出发，面对

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唯有打牢调

查研究的基础，才能准确识变、科

学应变、主动求变，牢牢把握发展

主动权。

同心同德聚伟力

2021 年春，美国人聂子瑞沿

着斯诺足迹重访陕北。南泥湾村，

76 岁老党员侯秀珍的两把镢头令

他难忘———

一把是侯秀珍公公刘宝斋的。

80 年前，身为三五九旅副连长的

他和战友们，一手镢头一手枪，在

荆棘遍野中开垦出“陕北江南”；

一把是侯秀珍自己的。20 多

年前，这位没上过几天学的村干部

带领村民修路建学校，扛着一把镢

头，把不毛荒山变成葱绿山岭，如

今全村脱贫奔小康。

两把老镢头，一颗为民心。

历史告诉我们，党的根基在人

民，党的力量在人民。踏上新征程，

共产党人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奋斗目标，紧紧依靠人民创造

历史伟业。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

体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着力解决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的急难

愁盼，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

性进展……

一切为民者，民则向往之。

敢为人先勇向前

如今的南泥湾，稻田花海飘

香，国家湿地公园成候鸟天堂，绿

色乡村与红色旅游相映生辉，生物

育种、数字农业、生态农场……生

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荣共生，

展现出生机勃勃的崭新气象。

从抗战时期开荒屯田、开辟军

垦事业、开创边区经济发展多种形

式，到如今建设西北农业科技实验

田、全国乡村振兴样板间、产业开

发区，南泥湾精神不仅仅是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也是一

种勇于创造、敢为人先的创业精

神，传承至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

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

速演变，加快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紧

迫性凸显。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我们任重

道远。

今天，我们要做新时代的“垦

荒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

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更大贡献。

“我们要走一条更高水平的自

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水平的改革

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从南泥湾精神中汲取不竭动

力和宝贵经验，保持忧患意识，赓

续创业精神，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

中华儿女迎难而上，奋发图强。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王丰

再过两天就是大寒，大寒是农历

年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大寒，

寒气之逆极，故谓大寒。

这一时节，天寒地坼，风裹挟冷

意呼啸而来。雪花纷飞，天地苍茫，唯

有梅花凌寒独放。生机勃勃，暗香盈

盈。隐约能窥见春天的迹象，凛冬将

尽，春天正在向我们走来。

通常在大寒之后，新春佳节便会

如约而至。在这个阖家团圆，举国欢

庆的传统节日里，合理膳食，调好状

态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北方，天寒地

冻之时，来一顿铜锅涮，那是何等的

讲究和应景。一下又将寒气御之千里

之外。

铜火锅历史悠久，起源尚无定

论。但在东汉时期出现了“豓斗”，根

据文献所考，这是一种陶或铜制的炊

具，底部有三只脚，腹部有一握柄，用

以放在火盆中以炭火温食，这和火锅

吃法简直如出一辙，因此有人将此作

为最早出现的铜火锅。

到了元代，火锅大为兴盛，其中

“生爨羊”即是现今涮羊肉的前身。明

代官食食书《宋氏养生部》中，也有

“生爨羊”“熟爨牛”等火锅菜式，工艺

已更为精细。

清朝乾隆年间，火锅不仅在民间

盛行，乾隆皇帝更是喜爱火锅，而且

成了一道著名的宫廷菜，清宫御膳食

谱上就有“野意火锅”这道菜。乾隆四

十八年（1783 年）正月初十，在乾清宫

办了 530 桌火锅席以宴请宗室，盛况

空前。嘉庆皇帝登基时（1796 年）曾举

办“千叟宴”，一次便动用银质、锡质

和铜质的火锅 1550个。

北方冬季多严寒，窗外雪花飞

舞、寒气逼人，室内一团和气、暖意融

融。一家老小在新春佳节前后，围坐

在铜火锅边，边吃边聊。

加足了木炭的铜火锅也嗞嗞地

冒起了热气。吃火锅，羊肉自然少不

了。中医说，羊肉味甘而不腻，性温而

不燥，暖中祛寒、温补气血、御寒抗

病，可以说是最适合北方冬天食用的

肉类了。用筷子夹一片羊肉，在翻滚

的底汤中稍微滚上几滚，再蘸上芝麻

酱，鲜嫩可口，香而不腻。

吃过一轮羊肉，此时底汤的表面

已泛起一层油花，这时就可以涮菜

了。菠菜、生菜、茼蒿等青菜，以及冻

豆腐、鸭血、宽粉、丸子等各类食材，

只要喜欢都可以拿来涮。

铜火锅就像一位圣洁冰清的隐

士贤达，一路走来，一路沉淀，一路思

索，风度依然。因为它的很多元素都

是历代沿传下来的，所以铜火锅仍然

保持着一种质朴和自然，浑身散发着

历史的厚重和岁月的沧桑。

感谢繁华盛世，我们有幸围锅而

坐，吃一种渊源、涵养、闲适的文化，

品一种真挚、热切、和谐的感情。

走进深冬的包头市达茂旗巴音花

镇，到处弥漫着寒冷的气息，而在巴

音花镇吉忽龙图现代农牧业产业养

殖与加工基地内却“牛羊满圈，热闹

非凡”。

巴音花镇地处阴山北麓，地势南

高北低，年均降水量 253 毫米，境内

地表水资源缺乏，属于典型的沙漠草

原气候，常年的风沙天气对牧民们的

生产和生活影响很大。为了全力推动

现代农牧业产业基地建设，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巴音花镇政府与各嘎查

“两委”多措并举，在位于镇区的北

侧，打造了吉忽龙图现代农牧业产业

养殖与加工基地。

在基地内，建有冷库、光伏等配

套设施，集中建设吉忽龙图嘎查肉牛

圈舍、开林河嘎查肉羊项目、巴音敖

包嘎查储草棚项目及敖龙忽洞嘎查

青贮窖项目等。

“巴音花镇吉忽龙图现代农牧业

产业养殖与加工基地采用‘一中心 +

三平台’模式发展产业，‘一中心’指

的是吉忽龙图嘎查党群服务中心，抓

党建促产业发展，‘三平台’分别是农

牧业科技服务平台，服务农业种植、

畜牧业繁育技术；饲草料服务平台，

为农牧民提供优质廉价干草、青贮、

饲草、草颗粒等产品，降低农牧民饲

养成本；农畜产品交易平台，回收农

牧民的牲畜，同时为农牧民提供优质

廉价良种种畜。”巴音花镇镇长白力

嘎告诉记者。

据了解，镇里的 6 个嘎查集体经

济集中在吉忽龙图现代农牧业产业

养殖与加工基地，从饲草料加工、青

储窖建设到标准化舍饲培育、农畜

产品加工出售以及科技服务项目

等流程，形成一条完整的农牧业产业

链。

巴音花镇重点打造了农牧业科

技服务平台，主要依托内蒙古农科

院、内蒙古农业大学、达茂旗农牧局

相关站所的技术服务，与公司建立合

作关系，引进 200 只戈壁短尾羊，由

内蒙古农科院对牛羊进行同期化人

工授精试验示范，提高牛羊的单产、

产羔率和肉质，推动基地戈壁短尾羊

和蒙古牛的发展繁育。

“每年冬天我们自己拉草料，运

费贵不说，草料品质也有好有坏。现

在好了，有了基地帮忙统一团购，不

仅省了不少运费还能给牛羊吃上好

草料，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吉

忽龙图嘎查牧民额尔登朝鲁高兴地

告诉记者。

“基地有了大型青贮窖，我们也

有地方储存青贮了，随时用随时拉，

用多少拉多少，也不用担心饲草料会

发霉放坏。”“是了，今年牛羊肉价格

不稳定，我家的牛羊卖不出去，还是

基地帮忙收购卖出去的呢。”……在

巴音花镇超市内，牧民们你一言我一

语地讨论着产业基地为大家生产生

活带来的便利和好处。

“下一步，巴音花镇将依靠科技

大力发展推广产业基地，进一步优化

完善农牧业产业链条。依托产业基地

吸引企业入驻，助推其他生产、加工、

仓储项目落地，不断扩大基地规模，

引领产业发展，助力农牧民增收致

富。”对于吉忽龙图产业基地未来的

发展，白力嘎充满信心。

田晓娜

“七一勋章”获得者丨“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新时代军人的杰出代表

铜火锅：涮去严寒 涮来新春

达茂旗巴音花镇产业基地：

科技助力党建 党建引领发展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