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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我国就有武将写诗、士

卒好学的传统，读书向来是帐中一景，

历久弥新。

铸剑更需书香伴，笔下常见跨征

鞍。悠悠岁月，漫漫征程，华夏历史

上爆发过的战争难以统计，但战火孕

育的著名将领却童叟尽知。孙武、岳

飞、辛弃疾、戚继光等先贤，就读书破

万卷。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军人挑灯伏

案，写下的诗词多是帐前即景，那些描

述晓行夜宿、大漠孤烟的凄美时光，以

及纵横沙场、保卫山河的悲壮场面，都

展现出“书剑合璧”的力量。

从历史硝烟中走来，作为军人理

应保持练兵备战豪情，亦应承袭沙场

读书雅性。身处知识决定眼界、信息

主导头脑的今天，习武和读书同样重

要，因为前者可以强身塑能，后者能够

健脑善谋。一支不注重读书增智的军

队，无疑只会在使蛮力、掰腕子的低层

次徘徊。要想如虎添翼、转型换羽，离

不开书香墨迹的浸染。古时打仗，不

仅武官熟读兵法，主将身边还常带谋

士，足见他们对书本之喜、对文化之

依。当前，强军兴军进入关键阶段，我

们更应拿出学生“赶考”的态度来读

书，使自己成为问不倒、难不住的“学

者型”军人。

野外练兵日，亦是读书时。在浩

瀚沙场，军人的主要任务是打仗，但训

练间隙和调休之际，我们同样可以借

着帐前明灯读书，做到既与装备为伍，

又和书本为伴。一位儒将做过形象比

喻：枪和书不仅是他的两个无言战友，

还是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这话道出

沙场读书的重要性。学贵恒毅，滴水

穿石。三国时期的东吴大将吕蒙，虽

然迟悟读书与用兵之关联，但他在30

岁左右奋起直追，日积月累，后来读的

书超过了宿儒耆旧。吕蒙的后知后觉

启示我们，起点虽晚不影响冲刺，练兵

再忙亦有读书之机，书山有路学无止

境，书剑同耕才能春华秋实！

当然，在野外沙场阅读，不一定要

博览群书。贪吃嚼不烂，兼收难并

蓄。我们应当讲究阅读方法，做到有

所侧重、善于取舍。比如，多读一点

“含军量”高的书籍，以此提升自己的

信息化素养；又如，多读一点诠释牺牲

奉献情怀的书籍，以此修正自己的精

忠报国视角；还如，多读一点体现战斗

精神的书籍，以此砥砺自己的血性和

虎气……总之，要免读风花雪月、男欢

女爱，少一些酸文假酷、浅唱低吟，坚

守高格调、主旋律、正能量。只要用好

利于练兵备战、益于陶冶情操、助于成

长进步的“精神食粮”，便能铸剑有术。

亲爱的战友，野外驻训的大幕已经

掀开，莫忘出征专门带上书箱，到点即

建野战书吧，途中组织读书演讲……

希望战斗文化结出硕果，期待胜利之

师捷报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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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放歌，一路调研，一路创作。
盛夏时节，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
“砺剑文艺轻骑队”一行 18 人，历时 10
天，深入 8个旅团开展为兵服务活动，共
演出 8场，举办“战友面对面”活动 2场，
发放调查问卷千余份。他们在了解官
兵文化需求、创新轻骑队服务内容和模
式、创作军旅文艺精品等方面进行深入
探索和思考。

面向基层，精准对接需求

“背了一天歌词，上台没捞上唱，我
要求返场再唱一首，找回歌手的‘尊
严’。”歌手王玮玮说，在某导弹旅演唱
《带你去旅行》时，上台献花的 4名战士
“抢”了她的话筒，她只好打着节拍唱完
整首歌。

王玮玮介绍，以前下部队演出时，
递话筒给战士们都不一定有人唱。现
在这些战士多为 1998、1999、2000 年出
生，个性张扬，热情活跃，具备较高的音
乐素养。

这次演出，轻骑队组织了一支年轻
队伍，平均年龄 27岁，大部分队员与官
兵是同龄人，生活习惯和审美相似，听
着一样的歌，用着一样的APP。因此，节
目单上增加很多流行时尚元素。当年
轻队员报上《悟空》《小幸运》《我们不一
样》等歌时，最初并不被看好，结果音乐
响起，引发全场大合唱，2小时演出嗨爆
全场。文工团团长周炜感慨：“演出队
伍气质和以前不一样了，而且台下火箭
军官兵嗷嗷叫的状态，像冲击波一样，
让人无法抗拒。”

这支不一样的队伍里，除了文工团
队员，还有 5名基层文艺骨干，都是战士
评选出来的“文艺之星”，其中有营连职
干部，也有士官，他们战斗、生活在一
线，对部队非常熟悉。不同背景的队员
互融互通，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人员年轻化、曲目时尚化拉近了与
基层官兵的距离，演出场地同样离官兵
更近。驻训场上，临时舞台两边就是巨
大的导弹发射车，歌唱演员金波站在发
射车上唱起《有咱就有发言权》，豪情万
丈；当地文化广场上，轻骑队队员、基层
官兵与村民一起联欢，热情的群众燃起
篝火拉着他们跳起彝族舞步，久久不愿
散场。

2017 年 3月，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

工团组建“砺剑文艺轻骑队”，长期活跃
在驻训场，受到官兵热烈欢迎。部队文
艺工作者以为兵服务为宗旨，首先就要
了解基层官兵真实需求，为此，轻骑队特
意设计《为兵服务调查问卷》在演出现场
发放，开场即宣布观众是主人、是评委，
表演结束后回收问卷。问卷有 11个问
题，包括本场演出最喜欢的节目、最喜欢
的演员、对文工团演出的评价和建议等。

90后舞蹈演员李繁，在第一场演出
后以 2/3的票数成为最受欢迎演员。得
知结果的她当场落泪，又惊喜又意外，没
想到一个舞蹈演员能让那么多战士记住
名字。有一名战士喜欢 90后舞蹈演员
牛牧源，在问卷的每一栏都写上了他的
名字。李繁和牛牧源共同参演的即兴
舞蹈“5+1”，获评最受欢迎节目。

问卷显示，基层官兵想看具有较高
专业性、有一定规模的演出；喜爱歌曲、
舞蹈等具有创新形式的综艺类节目，还
有人想看脱口秀；喜欢流行时尚、轻松
热烈的节目风格；希望一年看到文工团
演出两次以上。

这就是官兵的心声，是基层日益增
长的文化需求。做好为兵服务工作，就
要精准对接需求。

自我更新，创新服务模式

“这场节目单全换，不能让官兵看
一样的节目。”当周炜了解到部队不久
前驻训时看过文工团的演出，立即提出
更换节目单。

现在，火箭军部队演训任务多，拉动
频繁，部队在外驻训时文工团常到现场
演出。只有保持大量节目储备，才能保
证常演常新。他们一路排练新节目，一
个节目单只演一场，及时进行自我更新。

一边演出，一边调研，一边服务。
轻骑队变单纯慰问演出为多种文化服
务相结合的新模式，既有联欢演出，也
有座谈交流，还有文化设施保障维护。
在“战友面对面”活动中，他们以战友的
身份，约上技术骨干、大学生士兵、一线
带兵人、即将退伍的老兵，说说心里
话。一名新兵问道：“如何看待形式主
义的问题，怎么做一个真人？”周炜与战
士交流自己的感悟：“不管做什么工作，
多关注下面，就能克服形式主义。”这样
的面对面活动，和官兵一起畅谈人生感
悟，聊从军岁月的小纠结、小困惑，探讨

社会热点话题，不仅是文艺工作调研，
也是心理疏导。

作为军营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一线
部队的硬件设施接受了轻骑队演出的
检验。音响、灯光、舞美直接影响节目
质量，设施符合专业演出的需求，演出
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每到一个旅团，轻
骑队两名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灯光
师、音响师立即投入舞台设施的布设。
他们带着部队文保中心骨干，排查故
障，检修设备，传授维护经验，对基层文
化设施建设提出专业意见。

除了到基层演出，火箭军文工团还
探索“伴随式保障，嵌入式服务”模式。
军队文艺和军事行动结合，文艺分队作
为政工组文化要素，嵌入到实战演练之
中。王玮玮和徐成瑶曾在驻训场和部
队一起生活、训练一个月，在训练场的
帐篷里给官兵演出、创作节目，不仅鼓
舞了士气，也锻炼了自己。王玮玮经历
一系列表演和互动，了解到《我们不一
样》《小幸运》非常受欢迎，于是在节目
单上增加了这些歌曲。徐成瑶对部队
有了更深的认识，能熟练掌握导弹发射
专业术语。这一切都有助于提升他们
为兵服务的水平。

轻骑队将他们的经验总结为“四字
真经”：轻、准、活、融。轻，装备轻，人员
少；准，精准服务，知道官兵需求；活，鲜
活，即兴互动；融，融入官兵的情感和生
活。每到一地，先了解部队基本情况和
先进事迹，并将其融入节目。一次为驻
训官兵演出时，周炜现场采访，连夜创
作相声《战地之最》，广受欢迎。

文化要素伴随军事行动，文艺战士
真正融入部队。正如周炜所说：“如果
把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比作鱼，部队的
一切就是那一汪清水，没有这清水，鱼
是无法存活的。”

引领风尚，打磨精品力作

“《导弹女兵》伴随我 5年军营生活，
现在即将退伍，想和芳芳姐再唱一次，
为军旅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听说节
目单上没有《导弹女兵》，1994年出生的
女兵丁黄蓉强烈要求加上。《导弹女兵》
是民歌演员郭芳芳的代表作品，几乎每
场都唱，这次为了有新鲜感，轻骑队编
排节目时将其排除。没想到有 6名女兵
主动要求和郭芳芳合唱，其中丁黄蓉、

王伟琪曾参与MV的拍摄，她们希望把
歌曲的情感传递给舞台下的女兵们，鼓
励她们继续坚守岗位。

经典歌曲记录个人成长，总是百听
不厌。金波的代表歌曲《班长的红玫
瑰》和《有咱就有发言权》，在战士点歌
时总会被点到，每场必唱，因为歌曲贴
近兵的生活，体现火箭军特色。

军队文艺创作，还要符合当下审美
需求，用官兵喜欢的表达方式传递强军
兴军理念。郭芳芳入团时和基层战士
年龄差不多，8年过去，她成了战士眼中
的大姐姐，也在不断思考下一步的创作
问题：“相对板正的民族唱法，在审美上
离官兵越来越远，必须做一些改变。”金
波在考虑如何掌握流行时尚元素：“创
作出比《小幸运》还要受欢迎的歌曲。”

迎合时代审美，把握时代特色，只
是跟上了脚步。在表达和传递感情的
同时，还应引领风尚。

8 场演出，最受欢迎的节目是“5+
1”，即 5名男演员加上 1名女演员，利用
一顶迷彩帽创编的军旅题材舞蹈。主
持人介绍 6名舞蹈演员时，演员分别向
观众展示不同的舞种，民间舞、当代舞、
芭蕾舞等，让官兵对此有基本认知，并
拉近与官兵的距离，懂得欣赏接下来的
舞蹈。表演包括 3段内容：“童趣”，几个
孩子抢军帽，表达了从军的愿望；“恋
爱”，与军人相恋，聚少离多；“母亲”，面
对儿子牺牲，母亲悲痛不已。这段即兴
创意舞蹈有笑、有泪，感动现场官兵。
接下来，他们将继续挖掘，将这个节目
扩展为舞剧。

轻骑队瞄准基层需求，创新服务模
式，最重要的还是要创作更多军旅文艺
精品，丰富官兵文化生活，满足文化需
求，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文化多元时代，军旅题材作品要引
领风尚，需加大主旋律精品创作力度，为
部队鼓与呼，既反映官兵心声，又具备
时代感和流行特色。好的作品不仅要
得到官兵的认可和欢迎，还要通过传媒
推介，让大众知道，让社会认同。为兵
服务，最终将依靠文艺精品落到实处。

砺剑壮歌塑精魂
——火箭军“砺剑文艺轻骑队”探索为兵服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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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年前，一纸大红色的入伍通知
书，使我从一个农家子弟变成一名解放
军战士。从此，我的人生与人民军队紧
紧连在一起。

我打小就崇拜解放军，钟爱绿军
装。这种情怀伴随我走过童年、少年和
青年时代。终于，机会来了。1975年 11
月的一天上午，作为初中毕业班语文教
师的我，敲完上课钟，手拿试卷正要向教
室走去，突然被村里一名民兵干部叫住：
“立起，今天公社征兵目测（即初级体
检），你去不去？你家是中农，全公社也
摊不上一个中农指标，估计你也没啥希
望。”我喜出望外：“去，当然去。”于是，我
把考试的事托付给校长，直奔公社卫生
院参加目测体检。

到了那里，刚填完登记表，我就被一
位接兵干部“缠住”了。他问这问那，并

许诺：“只要你身体没啥大问题，我就带
你走。”越向往参军，越担心自己某些方
面不合格。我毫无保留地向接兵干部暴
露“缺陷”：“我有虫子牙（龋齿）。”“这又
不传染，不影响当兵。”“我家是中农。”
“今年我们部队可以接一个中农出身的，
就是你了。”

转眼到了 1976年 1月 13日，担任民
兵连长的本家大叔还劝我：“立起，你还
年轻，今年先让你二叔（连长的弟弟，比
我大两岁）走，你要是想当兵，明年、后年
都还有机会。”但第二天，入伍通知书就
发下来了，大叔说：“人家接兵的就看上
你是高中毕业生了，说啥也不让换人。”

崭新的绿军装发下来后，我用手，
不，简直是用心抚摸她、感知她，多年的
企盼如愿以偿。

我们那时都熟悉这样一首歌《我爱

我的称呼美》。歌中唱道：“我爱领章红，
日夜放光辉。我爱军装绿，染得山河
翠。”42年间，我两次入伍，两次转业，皆
围绕这身绿军装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

1986 年，我在区武装部工作，在百
万大裁军中，首次面临转业选择。当时
可选的路有两条：一是转业到地方工作，
二是留在武装部，当没有军籍的“兵”。
那时，我毅然选择留下，因为那是离绿军
装最近的地方。

10年之后的 1996年，武装部收归军
队建制。那时我是正科级干部，如果留
地方，最低也能安排一个实职副科的岗
位；若回到部队，再转业时将与排职干部
一样安置。尽管如此，我还是毫不犹豫
地选择回部队，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我所
钟爱的绿军装。

2001 年，我第二次转业时，心里只

有一个念头，既然我的大半生都交给了
部队，既然我的生命中再也离不开军装，
干脆我就一条道走到底，还是选择与军
装相关的工作单位。这样，我到市国防
教育办公室报到上班了。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

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这是
歌声。

咱当了大半辈子兵的人，有啥不一
样？只因为我心里永远依恋绿色的军
装——这是心声。

我爱军装绿
■艾立起

父亲在世时，对我反复叮嘱：“一
定要把咱家的‘传家宝’保存好，一代
接一代地传下去，要堂堂正正地做
人，做有用的人，不给这个‘传家宝’
抹黑！”

父亲所说的“传家宝”，是两张烈
士证明书：第一张证明书是县委于
1955 年 12 月 18 日发给我们家的，上
面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道：

查李尼的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

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第二张证明书是国家民政部于
2011年 9月 12日签发的，上面写道：

李泥的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牺牲，

被评定为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这两张证书中提到的两个名字，
一个是“李尼的”，另一个是“李泥的”，
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人——我的爷爷。

爷爷生前没有正式的大名，只有
小名。抗战初期，他入伍到八路军
129 师，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因
作战勇敢，多次立功，于 1946 年光荣
入党。在一次战斗中，爷爷冲在了最
前面，不幸牺牲，年仅 30岁。爷爷牺
牲时，父亲只有 7岁，过早地承担起生
活的重担，扛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总是给我
们讲战争年代的故事，讲爷爷英勇战
斗的故事。年年月月沐浴在这样的故
事里，我们这个普通农家渐渐形成一
股崇尚军人、向往英雄的风气。

我姑姑成年后，长得俊，勤劳能
干，来家里说亲的人络绎不绝。姑姑
很有主见，选择了远在石家庄元氏县
服役的姑夫。20世纪 80年代，表姐出
嫁，表姐夫也是一名军人。

1998年春天，我结识了在西藏服
役的丈夫曹灵国。第一次见面后，我
决定非他不嫁。岂料，几位闺蜜并不
赞同我的选择，她们说：“现在是市场
经济，嫁给军人就意味着吃苦受罪，凭
你的条件，绝对可以找一个更好的，过
上吃穿都不愁的日子……”父亲知道
情况后，完全支持我的决定：“咱家和
军队有缘，和军人有缘！”

有了父亲的支持，我和边关的他
走得更近了。我知道，我的血脉里早
已融入军人的基因。

1999年夏天，我们举行了简单的
婚礼。婚后，我以一名军嫂的身份，跟
随丈夫第一次踏上雪域高原。军营的
一切都让我感到是那么神圣，飘扬的
五星红旗、嘹亮的军歌、整齐的步伐、
庄严的军姿，还有远处的蓝天、白云、
雪山。因为高原空气稀薄，我的身体
出现严重不适，仅在部队停留 20天便
匆匆返回内地。

从此，我们开始了夫妻两地分居
生活。丈夫一年才有一次探亲假，所
以家中事务只能靠自己操持。

那时，我孕期反应很厉害，每天呕
吐不止，日渐消瘦。无数个宁静的夜
晚，我独自躺在床上，透过窗户遥望天
上闪烁的星星，心里牵挂着远在天边
的丈夫，在站岗吗，下雪了吗，想家了
吗，冷吗……

尽管已做好吃苦的准备，但现实
远远超过我的想象，襁褓中的女儿经
常感冒发烧，抱着女儿来回奔波在去
药店和医院的路上，是常有的事。一
次，女儿在凌晨 2点左右发高烧，上吐
下泻，眼睛紧闭，我抱着女儿，握着手
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在伸手不见五
指的夜里飞奔，泪水溅湿了衣裳。那
个时刻，多么希望一个温暖有力的声
音响在耳边：“别担心，有我在！”可
是，漆黑深邃的夜，只有沙沙的风声、
雨声。

欣慰的是，丈夫在部队干得很
好，服役 12年，4次被评为优秀士兵，
一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被评为优秀党
员。每当立功喜报寄回家乡，各级领
导同志总会把喜报精心装裱，敲锣打
鼓送到家中。那一刻，再多的苦累都
会化作幸福的笑。那是一名普通军
嫂的笑。

如今，丈夫转业数年。他总是说：
“有国才有家，若有战，召必回！”我为
丈夫的情怀感动。我觉得，这是一名
军人的血性、一名军人的坚守。他的
军旅情结，他的无悔青春，我懂！

转业后的丈夫并不寂寞，他在微
信里关注了多个军媒公众号，时常和
姑夫、表姐夫聚在一起，捧着我家的
“传家宝”，回忆爷爷的英雄事迹，回忆
他们火热的军旅生涯，关注部队的建
设与发展。每当看到军队建设取得
新成就时，他们总会击掌相庆，唱起
军歌。

看着他们活得那么精神，毫不庸
俗，我和姑姑、表姐打心眼儿里高兴。
作为军嫂，作为烈士的后人，我们和他
们一样，扛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凝集
起一种铿锵激越的家风。

眼下，又逢征兵时节，我的外甥晓
勇决定报名参军。晓勇在今年的高考
中成绩优异，总分 625 分。这孩子挥
着拳头说：“先参军，再读大学。若不
参军，终生遗憾！”

我那 11 岁的儿子时常穿上爸爸
的那身旧军装，行走在村里的石板路
上。他举着拳头对伙伴们说：“我长大
了也要去西藏，当个和爸爸一样优秀
的军人！同志们，冲啊……”

看到儿子身上涌动着那股小英
雄气概，我笑了，眼眶一下子湿润起
来。爷爷和父亲若有知，定会欣慰万
分吧？

烈
士
的
后
人

■
李
献
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