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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带领人民军队从古田再出发 

（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道之八·福建古田篇） 

本报记者 倪光辉 魏贺 李翔 

《 人民日报 》（ 2018年 09 月 26日   01 版） 

  “那天，在红军小号前，在红军军旗前，总书记听完讲解后思考了许久。他对我们说，‘历

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回过头来看，古田会议奠基的政治工作对我军

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回顾近 4年前的情景，福建省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记忆犹新。 

  2014 年 10 月 30 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古田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体中央军

委委员来到古田会议会址，向毛泽东雕像敬献花篮，看望 10 位老红军、军烈属和“老地下党

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代表，和基层会议代表一起吃“红军

饭”。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

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环欣欣（时任“硬骨头六连”政治指导员）： 

  习主席要我们弘扬硬骨头精神 

  “希望你们全连官兵继续弘扬硬骨头精神，在强军目标的指引下把连队建设得更加过

硬！”4年间，环欣欣一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时任南京军区某红军团“硬骨头六连”政治指导员的环欣欣，代表原南京军区基层官兵参

加会议，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中午 11 点半左右，习主席走进餐厅，满面笑容。他与我们 11 名部队基层干部和英模代

表一一握手。”环欣欣说，得知我是“硬骨头六连”政治指导员时，他准确说出了连队的驻地

位置。 

  “真没想到 10 年过去了，他还记得这么清晰！”2004 年 1 月 22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的习近平曾到六连视察。 

  “他说，有机会一定会再到连队去看看。我当时十分激动地表态，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

牢记目标，坚定信念，弘扬硬骨头精神，献身强军伟大实践。习主席听后一边称赞，一边紧紧

握住我的手。”环欣欣回忆说。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招呼基层代表围坐在一起，共吃“红军饭”。“红米饭、南瓜汤、观

音菜、炒烟笋，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边吃边谈，习近平总书记为大家讲述了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感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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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主席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家说，青年一代是党和军队的未来和希望，革命事业靠你们接

续奋斗，优良传统靠你们继承发扬。军队政治工作要大家一起来做，基层做好工作是重要环节。

要带头学传统、爱传统、讲传统，带动部队官兵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持老红军本色。” 

  环欣欣告诉记者，近年来官兵普遍反映，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更加顺畅高效，结构编成更加

充实合理，新型作战力量大大增强，部队建设内外环境更加优化正规，广大官兵追随习主席开

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信心决心也越发坚定。 

  巴兴（时任辽宁省军区某团三连政治指导员）： 

  感受到习主席治军强军的坚定决心 

  “作风出问题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还没有听说世界上哪一支腐败的军队能打胜仗。国家

一旦有事，军队能不能胜战，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

中华民族的命运。”近 4年过去，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始终萦绕在巴兴耳畔。 

  “会议召开之前，我们乘坐飞机从沈阳飞往龙岩，大家唠了一路。当时，我们并不清楚会

议具体内容，但回想 1929年古田会议在我军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就觉得这次会议非同一般。”

巴兴说。 

  “习主席同我握手时，我感觉热血瞬间从脚底涌到了头顶。”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连问了

几个问题：“你们边防连队具体位置在哪儿？连队平时与外军的沟通交流如何？”巴兴一一作

答。 

  作风和能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会上，他对部队中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思

想政治和作风上存在的 10 个方面突出问题做了深刻剖析，明确提出，要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

牢固树立起来，作为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在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习近平就曾发出能力之问——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

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

指挥打仗。“这次会议，我们再次感受到习主席治军强军的坚定决心。”巴兴说。 

  战斗力标准确立了，练兵备战导向明确了，官兵精神振奋了，几年下来，部队的变化让巴

兴倍感振奋：“整风整改力度比我们预想的更大、更彻底。习主席在朱日和沙场点兵、南海阅

兵，更是在不断释放着聚力打赢的强烈信号。毫无疑问，沿着这样的道路阔步向前，实现强军

目标指日可待。” 

  张学东（时任海军 372 潜艇政委）： 

  没想到习主席一眼就认出了我 

  吃那顿“红军饭”时，来自海军的基层代表、372潜艇政委张学东，就坐在习近平总书记

的右手边。 

  “‘官兵们好吗？’这是习主席问我的第一句话。”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午餐时给自己夹

菜的场景，张学东满脸洋溢着幸福，“习主席一直惦念着 372潜艇的官兵们。” 

  2014年，在海军组织的一次不打招呼的战备拉练中，372潜艇紧急出航。其间，张学东和

他的战友成功处置重大突发险情并圆满完成任务，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潜艇史上的奇迹，荣立

一等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对海军 372 潜艇官兵群体先进事迹给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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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们带好兵，强军梦就有希望”。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张学东动情地说，

作为潜艇兵，来不及与父母妻儿道别，就要悄无声息离家远航，这早已成为潜艇人的生活常态，

但官兵们以奉献为己任。习近平总书记听后很欣慰，他说，我们就是要培养有灵魂、有本事、

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2016年 7 月 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张学东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代表，再一次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没想到习主席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十分关心海军、关心 372潜艇的发展建设。他勉励我

们要再接再厉，为强军目标再立新功。” 

  “领袖的关怀是鼓舞、是鞭策，更让我们感受到沉甸甸的使命和责任。”张学东说，近 4

年来，部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练兵备战热潮。“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

么，用实战化任务这块‘磨刀石’，不断锤炼慑敌制敌的‘撒手锏’。” 

  谢毕真（老红军代表）： 

  他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他旁边 

  “总书记有情有义！他在福建工作时就接见过我。这么多年了，他一直牵挂着我们啊！”

今年已经 102岁的老红军谢毕真说起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赞不绝口。 

  对闽西革命老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先后 19 次来到闽西，每次都要专

程看望老红军和军烈属等人员，话家常、问冷暖。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又专

门把 10 位老红军、军烈属和“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

部”代表请到古田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同他们亲切座谈。 

  “总书记和我们一一握手，祝我们健康长寿。他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他旁边。”谢毕真

回忆。 

  习近平总书记说：“闽西，我很熟悉。这是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对全国的解放、新中国的

建立、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今天和大家见见面，一起聊聊天，

听你们说说心里话。”听了他一席亲切的话语，大家不再拘束，纷纷打开话匣子。 

  谢毕真第一个发言：“现在党中央坚定不移改进作风、惩治腐败、依法治国，政策得民心，

老百姓都拥护，大家都铆着劲儿干，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习近平总书记点头赞同，他说，我们党是一个拥有 8600多万党员（截至 2017年底，全国

党员总数为 8956.4 万名——注）的党，不从严治党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防微杜渐，永葆党

和军队的生机活力，这就要不断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长征出发时，闽西子弟积极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

军总后卫的红 34师，6000 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习近平总书记说

完，专门叮嘱在座的军地领导，要永远铭记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的贡献，永远不要忘记老区，

永远不要忘记老区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平实而真挚的话语，赢得阵阵热烈掌声。 

  谢毕真请记者带个话：“总书记鼓励我们继续发挥余热，贴心又暖心，我们拼上一把老骨

头，也要继续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