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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的英雄，伟
大时代造就伟大的精神。1965年7
月，在即将引爆的炸药包前纵身一
跃光荣牺牲后，王杰的英雄事迹在
神州大地广为传颂，成为那个年代
人们心中一座永恒丰碑。半个多世
纪以来，王杰精神穿越时空，历久
弥新。

王杰精神在铮铮誓言
中诞生

王杰1942年 10月出生在山东
省金乡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生在
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从小爱看
英雄画册，听老一辈讲金乡人民斗
日寇和罗盛教冰窟窿里救朝鲜儿童
等英雄故事，英雄情结在他幼小的
心灵中扎下了根，孕育了他的勇敢
与真诚。

1961年8月，他积极响应党和
国家的号召，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
军战士。入伍后，他严格要求自
己，刻苦训练，连续 3 年被评为

“五好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
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江苏省邳
县张楼公社（现邳州市运河镇）组
织民兵实爆训练时，因炸药包发生意
外爆炸，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
人武干部，他毅然扑向炸点，献出了
年仅23岁的宝贵生命。王杰用舍生
忘死的胆魄和舍己救人的壮举，践行
了“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
无畏的人”的铮铮誓言。

王杰牺牲后，在当地政府和驻
地群众的一再请求下，部队决定把
王杰安葬在他光荣牺牲的地方。
1965年11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长罗瑞卿询问王杰的有关情
况，指示要像宣传雷锋一样宣传王
杰。1965年11月6日，总政治部发
文号召向王杰同志学习，正式向全
军提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革命精神的要求。周恩来、
朱德、董必武等也都给予了王杰高
度评价。周恩来总理为王杰题词：

“一定要学习王杰同志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同时他还抄录
了王杰在沂蒙山区施工时写的诗：

“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施工为人
民，不怕工作苦和累，愿把青春献
人民。”中央和地方媒体纷纷报道王
杰事迹，公布王杰日记摘抄。王杰
响亮的名字像春风一样吹遍中华大
地，学习英雄王杰的热潮在全国上
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英雄和英雄精神不会因时间的
流逝而被遗忘，王杰精神在不同历史
时期都焕发出了璀璨的光芒。王杰
先后被评选入“100位新中国成立后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
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和“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17年 12月13日，习近平总

书记看望了王杰生前所在连官兵，
在详细了解王杰的事迹后，他感慨地
说：“我小时候就知道王杰的故事，王
杰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
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
人的座右铭。他还特别强调，王杰
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
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
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
代光芒。2019年春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在给“王杰班”的回信中
说：“得知你们认真学习贯彻新时代
党的强军思想，弘扬王杰精神，努
力拼搏奋斗，取得了新的优异成
绩，我为你们感到高兴。”他勉励战
士们“好好学习、坚定信念、苦练本
领、再创佳绩，努力做新时代的好战
士”。在2020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
平主席又一次提到了“王杰班”的来
信。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充分
表明了王杰精神的时代价值。

王杰精神的深刻内涵

王杰精神有着深刻的内涵，体
现为“一个不变”的理想信念、“两
个不怕”的血性胆魄、“三不伸手”
的高尚情操和“四个自问”的人生
境界。

“一个不变”的理想信念。自入
伍后，王杰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决心
始终不变。王杰牺牲后，留下了10
多万字的日记，这些日记真实记录
了英雄成长的心路历程。读过王杰
日记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如果把10多万字凝结成一句话，那
就是“一心为革命”。王杰懂得革命
的本质内涵，并用宝贵的生命去践
行。他以听党指挥为魂，始终把自

己看作“一个革命的良种，党和国
家把我撒到哪里，我就在哪里生
根、开花、结果”。只要是组织交给
的任务，他就不辞千辛万苦，坚决
完成好。

“两个不怕”的血性胆魄。“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是王杰精神的
核心内容。王杰在部队经过锤炼，
树立了正确的苦乐观和生死观。他
在日记中说，“宁肯自己辛苦，换来
别人幸福”，“为了受苦受难的人民
就是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就是上刀
山入火海也永不变心”，“就是需要
生命我也乐意献上”。言犹如此，行
更胜之。王杰在洪水里抢运木材，
身上被铁丝网划开条条血口；在寒
冷的冬夜里，跳进刺骨的冰水打桩
架桥；在日常任务中，总是抢着到
最危险的地方作业；在排哑炮的危
险时刻，也总是冲在最前面……战
友们都说，哪里有困难，哪里最危
险，哪里就有王杰。王杰在牺牲前
那一瞬间的舍生取义，不是一时心
血来潮，而是出自平日深厚修养的
本能反应。

“三不伸手”的高尚情操。王杰
在日记中写道：“牢记：在荣誉上不
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
不伸手。”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
高风范。初到部队，在可能被分到

“没有前途”的工兵连队，不能当
“威风凛凛”的坦克兵时，王杰也曾
忐忑和不理解，但他很快克服了

“个人主义”苗头，主动到最艰苦的
地方去。他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为
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这两篇文
章，下定决心“干什么工作都要不折
不扣，不讲价钱，不说怪话”。经过思
想洗礼，王杰总能高风亮节对待个人
的进退得失等利益问题，为了革命

事业一再推迟婚期；为了让战友们能
回家，他也总是推让假期……

“四个自问”的人生境界。生活
中，他时刻警醒和鞭策自己，自
问：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
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
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
幸福；什么是痛苦，失去人民的信
任和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就是最大的
痛苦。这是一名革命战士的反躬自
省，是高尚革命者的扪心自问。王
杰在内心深处容不得自己有半点儿
思想偏差和精神懈怠，他在日记中
说：“我要照毛主席的话去做，每天
睡觉前要回想一天的工作，哪些做
的对，哪些做的不对，以后怎样去
做，每周每月也要检查一次。”正是
因为严守思想防线，王杰的精神境
界越来越高，行动上也越来越表现
出高尚风范。

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
代光芒

进入新时代，王杰精神仍然焕
发着强大的生机活力。我们要将学
习和弘扬王杰精神融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激发出全
党全军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理想
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王杰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为
党、为国、为民的坚定信仰和党性
初心。今天学习王杰精神，就是要
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就是要不
断提高自身修养，坚定克服困难和
挫折的意志和决心，立足当前，脚
踏实地，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
要秉承敢于斗争的精神。敢于

斗争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
我们要学习践行王杰“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努力做到
干事创业有担当。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正在进
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必须要有迎难而上、挺身而出
的斗争精神，在机遇面前主动出
击，不犹豫、不观望，在困难面
前迎难而上，不推诿、不逃避，在
风险面前积极应对，不畏缩、不躲
闪，依靠主动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
天地。同时，又要善于斗争，根据
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不断
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新胜利。

要发扬甘于奉献的品格。王杰
是共产党员学习的楷模，他的“三
不伸手”彰显了共产党人甘于奉献
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王杰
生前所在连队时指出，王杰“在荣
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
物质上不伸手”，这“三不伸手”是
一面镜子，共产党员都要好好照照
这面镜子。今天，学习王杰精神，
就是要用“三不伸手”这面镜子，
帮我们立身正己，在荣誉、待遇、
物质利益面前约束自己的言行。我
们已经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要实现我们的战略
目标，就必须发扬奋斗在前、享受
在后的风格，切实做到不为浮名遮
望眼、敢对利益“断舍离”，坚持严
以修身，始终慎独慎微，不计小我
成就大我，为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篇章贡献力量。

要保持自我革命的定力。勇于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王杰将自己置身考验面前，敢于扪
心自问，时时拂去心灵的灰尘，做
到了精神养成在平时，关键时刻冲
上去。“四个自问”正是我们今天需
要继续做好的“答卷”。当前，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
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
更加明显，我们党要把握先机，永
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推进
自我革命，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
本培元，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
能力，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唯有如此，才能牢牢攥紧跳出
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第二把钥
匙，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
革命，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一个又一
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穿越历史的时空，英雄王杰的
名字在人们心中依然清晰，王杰精
神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响亮的口号，
一种永恒的精神，激励着全党、全
军和全国人民投身历史伟业，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作者系湘潭大学中国共产党革
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王杰精神王杰精神：：一不怕苦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魄二不怕死的血性胆魄
李佑新

2017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看
望王杰生前所在连官兵时感慨地说：“我小
时候就知道王杰的故事，王杰是我心目中
的英雄！”当央视《新闻联播》播出这条新
闻时，电视机前一位老人激动万分，他就
是英雄王杰生前的同学、战友韩义祥。王
杰生前，与韩义祥友谊深厚。王杰牺牲
后，韩义祥用毕生精力为英雄立传，矢志
不渝传播王杰精神。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为吸引眼球，
社会上流传着一些所谓“王杰事件始末”、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等歪曲历史的所谓
“真相”，目的就是虚无英雄精神。这让韩
义祥非常心痛和气愤。“英雄不能戏说！作
为王杰同乡、同学、战友，我有责任站出
来，澄清对英雄的误解，还原一个最真实
的王杰！”韩义祥决定为王杰写书，还原事
实真相。2004年，退休后的韩义祥全身心
投入写作。尽管保存着王杰早期的照片及
当年报道王杰的刊物，但他觉得远远不
够，于是积极与分散各地的老首长、老战
友联系，用了7年时间，收集到了大量翔实
资料。

作为一位70岁高龄、仅有初中文化的
老人，他不会用电脑，只能一个字一个字
地写，这个过程是特别艰辛的。每当遇到
困难时，韩义祥总会想到王杰，想到“不
怕工作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民”的诗
句。“王杰精神一次次触动了我，我一定把
这本书写好，以寄托对战友的怀念，也让
更多人学习王杰精神。”2013年1月，10余
万字的《王杰》一书，八易其稿，终于出
版，该书还原了王杰短暂却光辉的一生，
并被列入“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
人物”丛书，入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双百”出版工程项目。

除了忙着写书，韩义祥还去学校当校
外辅导员，讲革命英雄故事，教育学生珍
惜幸福生活，努力学习。2005年开始，他
就担任了济宁教育学院附属小学关工委副
主任和校外辅导员，进班级给孩子们讲革
命英雄王杰的故事，鼓励孩子们向王杰学
习，做有志向、肯吃苦、乐于助人的好少
年。金乡一中是王杰和韩义祥的母校，韩
义祥每年坚持到母校为师生义务讲解王杰
的故事。《王杰》一书出版后，他自费购买
图书捐赠给母校，供师生阅读学习。2017
年3月，他来到江苏省邳州市王杰小学、王
杰中学作王杰事迹报告，勉励师生自觉践
行王杰精神，争做新时代的王杰传人。其
间，他还专门回了一趟当年的连队，坐在
当年王杰的床铺上，向“王杰班”的战士
们介绍他们老班长的英雄事迹。

在视察王杰生前所在连时，习近平总
书记特别强调：“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
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
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
时代光芒。”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让韩义祥
异常振奋，他说：“王杰精神鞭策了我一辈
子，激励了我一辈子，新时代王杰精神历
久弥新，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有生之年仍
会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王
杰精神的时代价值。”

矢志不渝
传播王杰精神

凌淑珍 张文静

王杰，是一名拥有崇高理想信
念、坚强钢铁意志、无私奉献精神
的伟大无产阶级战士，是时代造就
的英雄，留下了影响深远的王杰精
神。王杰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家
庭、社会、学校、部队的教育。

王杰出生于贫困家庭，从小养
成了肯吃苦、能吃苦的优良品格。
尽管家境贫寒，但王杰的家人并没
有只盯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而是
教育王杰要将集体利益放在第一
位，对于少年王杰帮村里人家灭
火、救回落水的公家马匹等，都给
予了肯定与鼓励。王杰选择参军走
上革命道路，得到了家人的坚定支
持。他牺牲后，父亲写信给部队，
表示王杰的牺牲是光荣的，作为家
人一定把悲痛化为力量，更好地工
作。王杰的两个妹妹也追随他的脚
步先后参军入伍。可见，王杰成长
在一个有奉献精神的家庭，父母的
教育和良好家风为王杰精神的养成
打下了深厚基础。

王杰的出生地山东，是孔孟之

乡，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家乡扶危
救难、行侠仗义的民风，汇成了社
会的浩然正气，王杰从小耳濡目
染，自然深受其用。王杰成长在一
个充满火热革命激情的年代，他成
长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大批革
命英雄成为他的榜样。王杰是听着
英雄故事长大的，很小的时候就对
董存瑞、黄继光等革命英雄崇拜不
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
化滋养教育下，一颗为国为民的种
子在王杰心里生根发芽。他能事事
为人着想，尽力帮助他人，危难时
刻舍己救人，也就顺理成章，不足
为奇了。

1950年王杰进入家乡的小学读
书，受到更多的革命文化教育，第
一堂课的学习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
万岁”。1951年6月1日，王杰加入
少先队。1958年，王杰考入了金乡
中学，其前身为湖西抗日中学，是一
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学校。
当时学校响应党支援农业的号召，组

织学生下田劳动，在两个多月的劳动
中，王杰没有叫过一句苦、一声累，始
终保持着饱满的劳动热情。老师和
同学们都对王杰不怕苦、不怕累的表
现称赞不已。踏实的文化教育、思想
教育和劳动教育使王杰更加坚定了

为党和国家奉献一切的决心，他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质的飞
跃。在临近毕业的一次班会上畅谈
未来时，王杰表示要把国家的需要作
为自己的志愿，希望自己能够投身火
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早已坚定自
己的理想信念，服从祖国的需要就是
他最大的快乐。于是，他穿上了军
装，走进了军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

王杰入伍后，在部队这所大学
校，快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
战士。刚入伍时，王杰戴上崭新的
帽徽领章，高兴地问指导员：“我现
在是个革命战士了吧？”指导员冯安
国告诉他：“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解
放军，必须要改造思想；要改造思
想，就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从这一
刻起，王杰决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
器，改造思想、指导实践。“毛主席
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他在自己
的日记本上剪贴了毛泽东头像，并
写上了这样四句话：“读毛主席的
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

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无论
是在训练还是劳动间歇，战友们经
常看到王杰拿着毛主席著作静静地
读着。王杰所在的部队还经常参加
国防施工、抢险救灾，条件十分艰
苦。最初，王杰对自己读了9年书
却只能在部队出大力抡锤子有些怨
言。指导员注意到王杰的失落情绪
后找他谈话，鼓励王杰认真学习，
汲取力量，教育他要向连队里的劳
模们学习，学习他们不畏艰苦的崇
高品质。通过循序渐进的教育，王杰
的思想进步很快，他苦练技术本领，
始终冲在最前面，抢最艰苦的岗位，
最繁重、危险的工作，终于成了部队
的“五好战士”和“打锤标兵”。

不断教育、不断成长。王杰在
家庭、社会、学校、部队共同培育
浇灌下，最终结出一朵精神之花。

时代造就王杰精神
李艳丰 蔡燕

解读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铭。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
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2017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第71集团军时指出

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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