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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怎么样？”
“非常好！”
在河北某仓库演出结束，文艺小分

队和官兵交流时，领队何占峰认为节目
还有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战士们却
慷慨地一致叫好。

仓库政委周荣波在这时抛出了一
个令人深思的话题：“为什么只要有演
出，大家就觉得很好看？”周荣波在多
个偏远仓库工作多年，他了解官兵的
内心需求，知道一个明确答案：“一个

字——缺。”
缺，基层缺文体器材吗？答案是否

定的。
“仓库的俱乐部，吉他、萨克斯、架

子鼓、电子琴等应有尽有。”周荣波介绍
道，“现在基层真不缺文化器材，也不缺
组织文体活动的经费，缺的是人才。”

有器材不会用的问题在基层很普
遍。某仓库只有一个大鼓在送老兵时
用用，其他器材基本上都“沉睡”着。走
进仓库器材室，一把吉他静静躺在架子

上，架子鼓散落一地，几种崭新的乐器
封存未动……真的就没有人会用？

事实的确如此。某仓库提前一周
就收到慰问演出通知，仓库领导想借
此机会展示一下仓库文化建设成果，
可动员了数次，还是排不出一个成熟
的节目。这不是个别现象，甚至有的
师级单位也拿不出一个节目来。一名
刚上任的仓库领导立下“军令状”：“明
年再来，我们肯定有节目，哪怕我自己
上台朗诵！”

抓与不抓不一样。慰问演出过程
中，也有不少单位随时可以拿出几个
精彩的节目。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已未
雨绸缪：选取有特长的官兵参加院校
和上级组织的业务培训；在新毕业学
员、新兵分配中，对有文艺特长的官
兵科学调配，并做好文艺骨干的保留
工作；结合年终“出彩联勤人”颁奖等
活动给有文艺特长的官兵提供登台表
演的机会。

【思考】近年来，各级都非常重视文
化建设，尤其是偏远山区部队，上级配
发、自购不少文体器材，但没人用、不会
用的现象仍比较突出，存在对文艺骨干
不注重培养、使用和保留的问题。抓好
文艺骨干的培养，发挥一人带动一片的
作用，就会收到百花齐放的效果。

基层缺不缺文艺演出？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以来，随着军队专业文艺演出队伍的调
整改革，如何活跃基层部队的文化生活，需要拓宽思路、创新形式。

“八一”前夕，河南省一家地方单位结合主题教育，组成一支20余人的文艺小分队赴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偏远仓库慰问演出，先后辗转河北、山
西、陕西、河南、湖北等10余个偏远山区单位演出10余场，深受官兵欢迎。在基层训练任务重，专业文艺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借力地方资源，开展军
民共建活动，如同为基层文化生活插上一双“隐形的翅膀”。这次慰问演出在丰富官兵文化生活的同时，引出的话题也值得深思。 ——编 者

基层文艺的春基层文艺的春水如何搅活水如何搅活
—一支地方文艺演出小分队走进部队偏远仓库慰问演出的见闻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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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赴基层部队慰问演出时，中心
领导就有个疑虑：演出会不会干扰基层
正常工作？

一名仓库领导实话实说：尽管是慰
问演出，但毕竟是上级机关安排的，仓
库还是要精心做好准备的。

某仓库礼堂比较破旧，平时也不怎
么用，听说有文艺小分队来慰问演出，
官兵忙利用休息时间打扫、整修了一
番。河南某仓库为了在舞台上展现单

位的良好形象，几名文艺骨干在工作训
练之余加班加点排练了一周。

问及累不累？上士李冰道出了心
声：“就像欢迎女朋友一样，虽然需要忙
碌准备，心里总是高兴的，况且，这样的
活动并不多。”战士小陈说：“来仓库当
兵两年，观看演出不少，但都是通过电
视电话会议系统看的，还不如看电影
呢，这是第一次近距离看演出，再好的
电视节目也比不上现场的精彩热烈。”

更有官兵演出结束时依依不舍：“明年
还来啊！”

演出分队也尽量少打扰基层，食宿
自行安排，不用接送站，舞台由演出队
上门服务保障等。河南某部刚刚受领
大项任务，单位领导说：“演出队的到来
像一场及时雨，给官兵鼓劲加油。”陕西
某仓库政委赵志斌坦言：“官兵反感的
是检查多、会议多，像这种慰问演出，大
家还是比较喜欢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

偏远的山沟部队，可以说很期待。”
官兵的需求就是工作的动力。中

心以此次演出为契机，基本摸清了基
层文化建设的底数，计划组建自己的

“文艺轻骑兵”，排练一些贴近基层、贴
近官兵的节目，走进偏远仓库、哨所进
行演出。

【思考】2019年是“基层减负年”，去
基层部队搞活动，领导头脑里往往都会
有个问号——会不会干扰基层？如何
做到是服务而不是干扰，关键看服务的
初心，做得怎么样，官兵心里有杆秤，这
杆秤不仅能称出服务的质量，也能衡量
出基层在机关心中的分量，只有真诚为
基层服务，走进官兵的内心，官兵才会
由衷地欢迎。

是送文化食粮还是干扰基层？

在河北某仓库进行首场演出时，
现场互动气氛本就很热烈，当一群青
春靓丽的女演员在舞台射灯的闪烁
下，跳起了热辣的劲舞，一下子燃爆了
全场。

演出后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现代
舞能否进军营？两种观点碰撞得异常

激烈。
一种认为：都什么年代了，年轻人

就该充满青春活力，思想不能太古板。
另一种认为：军队毕竟是特殊群

体，严肃庄重，演员穿着不宜太暴露。
孰是孰非？中心领导没有妄下结

论，而是深入战士中间了解情况。战士

反问：“在清一色的男子汉军营，谁不喜
欢看青春靓丽的舞蹈？”

调查发现，动感十足的现代舞带
给官兵的不仅是视觉的美感，还能释
放工作带来的压力。中心领导经过一
番权衡后，建议演出队员们重新选择
芭蕾式样的舞蹈服，现代舞依旧在军

营上演。
与此同时，该仓库围绕这个话题，

就是否有利于官兵身心健康、是否有利
于推进基层文化建设等组织官兵讨论，
提升官兵的文艺鉴赏力，引导官兵树立
正确的价值取向。

【思考】开放的社会没有密闭的军
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战士追求新
思维、新潮流，这很正常。“等闲识得东
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演出只要是主
旋律、正能量、积极向上的，都应该支
持，现代舞进军营无可厚非，当然同时
也要合理引导。

现代舞能否进军营？

歌唱演员李慧10余个单位走下来，
克服了种种身体不适，她觉得为军人演出
特别有意义。“演出虽然辛苦，可比起哨所
的战士来说不算什么。这次进军营，让我
理解了为什么要军人优先。”许多战士说，

她的一首《兵哥哥》唱得饱含深情。
理解军人才能更好地服务军人。

在为驻豫某仓库演出时，了解到该仓库
点多面广，给执勤战士送饭很不方便，
当地政府以慰问演出为契机，为仓库捐
赠了10辆四轮电动车，还在车上配备了

保温箱，解决战士的送餐难题。
慰问演出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输

送。在几个仓库演出，演出人员与部队
官兵进行广泛互动，一起高唱《我和我
的祖国》，演员们热情拥抱献花的战士。

每到一地演出，当地政府与部队进
行更加深入的交流，他们积极了解部队的
需求，及时为部队官兵解决实际问题。在

河北某仓库演出时，仓库领导借此机会邀
请当地驻军部队、政府、派出所及附近村
民等现场观看，既加强了与其他部队之间
的交流，也营造出军民一家亲的良好氛
围。驻湖北某仓库政委曹太明说：“这种
文化交流，增进了军地双方的了解，为以
后深入开展军民共建奠定了良好基础。”

【思考】因保密原因，军地打交道，
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心理距离，地方人员
觉得部队充满神秘感，部队官兵也抱谨
慎态度。“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
君开。”文化交流是一个很好的纽带，平
时交流了解多了，共建就会更深入、更
富有成效。

送来的仅仅是演出吗？

由于演出多在偏远山区，演出队经常要搭乘几个小时的高铁
到一座城市，再坐三四个小时的汽车一路颠簸，演出后又匆匆返
回。这一个月里，早出晚归是常态，有时一天有十几个小时在路
上，饭也顾不上吃，加上山路崎岖盘旋，常有人头晕目眩，但一登
上舞台，见到可爱的战士，队员们又立刻“满血复活”。在河南某
仓库演出，得知 5公里外的哨所官兵不能观看，队员们不顾 40℃
的高温，执意登上哨所，为执勤战士献上精彩节目。10余个单位
走完，有队员在返程的路上落泪：“我们只是偶尔去一次，而战士
们却是长年累月驻守，那份辛苦是我们无法完全体味的。”

“八一”前后，军民共建活动热烈
开展。不少单位和个人深入部队驻
地、革命老兵和优抚对象家中，广泛开
展走访慰问，组织军民联欢等活动。
不容忽视的是，随着时代发展，官兵的
精神文化需求也与日俱增，除了送慰
问品、解决实际困难，号准官兵需求的
脉搏也很重要。地方文艺演出小分队
赴偏远部队演出深受官兵欢迎，正说
明了这一点。

一路跟着演出队到偏远部队慰问
演出，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
么有的基层单位文化建设搞得好，有
的单位却连一个像样的节目都拿不出
来？这不仅仅是有没有人才的问题。
推动基层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需要
营造文艺的“场效应”。

自然界中有种“共生现象”：当一
株植物单独生长时，往往生长缓慢、植
株矮小，而与众多同类植物一起生长
时，则根深叶茂，生机盎然。人类群体
也存在类似现象。如英国“卡文迪许
实验室”，从 1901年至 1982年先后出
现25位诺贝尔获奖者，便是一个典型
事例。每年高考过后，各地都会出现
一些集体考上名校的“最牛班级”“最
牛寝室”等，也是类似现象的体现。

部队是一个人员相对集中、封闭
的群体，要求高度统一、整齐划一，“共
生现象”更容易出现。比如，一个单位
有几名同志喜欢打篮球，他们就会带
动更多的人参与，篮球活动在这个单
位就可能蔚然成风。再拿文艺工作来
说，如果一个单位定期组织文艺活动
并鼓励人人参与，这个单位的文化氛
围就会浓厚，文化建设就会落实得好。

营造基层文化工作的“场效应”，
关键是要有一个好“场主”。这个“场
主”，不仅是各单位的文艺骨干，更是
主要领导。如果这个“场主”重视文化
工作，鼓励一个人带动一片，善于营造
浓厚的氛围，就能够进而影响整个单

位。有道是，石头上种不出玫瑰花，沙
漠上长不出棕榈树。“营造培养乔布斯
的土壤，比培养一个乔布斯重要。”主
要领导的关注，是一个单位的“风向
标”。置于什么样的“场”中，就能获取
什么样的能量。各级领导应转变思想
观念，积极营造关注文化建设的氛围，
形成一种意识，培养一支队伍，让官兵
在丰富多彩的军营文化生活中，为强
国强军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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