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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纪事国防纪事

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一个人活着
要有心脏，党支部就是连队的心脏。
把连队党支部建好，让连队的心脏坚
强地跳动起来，才能使党的血液流贯
我们这支部队的全身。”“支部建在连
上”这一伟大创举是人民军队的起家
本钱、看家本领、传家法宝。连日来，
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解放
军新闻传播中心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
纪录片《支部建在连上》在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国防军事频道黄金时段播
出后，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起热烈
反响。有官兵感慨道：“这部纪录片穿
越时空，探寻真理的光辉，我们了解到

‘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制胜法宝的内在
机理，更聆听到初心使命的召唤，要为
新时代的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回望历史，不忘初心。纪录片《支
部建在连上》通过“伟大创举”“制胜法
宝”“使命召唤”3个重要组成部分，为
观众展示了“支部建在连上”从战争年
代到和平时期的实践伟力，从历史和
现实的维度阐释这一优良传统。“水口
建党”“赣南三整”“三湾改编”“九月来
信 ”“ 中 共 红 四 军 第 九 次 代 表 大
会”……这部纪录片沿着战火硝烟的
轨迹，让观众重温那些深刻影响并改
变人民军队的重要历史事件，“支部建
在连上”的定型历程进而愈发清晰。

“全军备战标兵单位”武警部队猎鹰突
击队、“航天报国模范地面站”63798
部队地面设备站、“科研为战先锋”
63837部队某室、“大功三连”……主
创团队走进座座军营，见证了新时代
军队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习近平强军思
想的科学引领下所取得的丰硕成绩，

“支部建在连上”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注入了血脉赓续的蓬勃力
量。

这部纪录片史料翔实，叙事生动，
耐人寻味。在追溯“支部建在连上”历
史时，纪录片运用场景还原、现地寻
访、影视资料再现、动画演示等多种表
现手法，为观众呈现一段段不能忘却
的历史记忆。浓雾弥漫的罗霄山脉，
经历几天惨烈征战的秋收起义部队沉
重前行；九陇山下的小山村，毛泽东与
何挺颖在昏暗的油灯下彻夜长谈；秋
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
毛泽东在“协盛和”杂货铺主持召开前
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
整顿和改编……一幕幕画面揭开了历
史的点滴瞬间，来自相关单位的专家
学者和工作人员站在不同角度探讨了

“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作用，让观众
感受到“支部建在连上”的历史光芒。

只有记住从哪里来，才知道往哪
里去。这部纪录片用大量资料深化

“支部建在连上”内容，解读人民军队
永不褪色、一往无前的胜战密码。开
国元帅论“支部建在连上”、英模连队
点名、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在北京
召开……历史的辉煌，需要今天的传
承，更需要从中汲取新的奋进力量。
每名党员都成为一面鲜红的旗帜，每
个支部都成为党旗高高飘扬的战斗堡
垒。穿越时空，真理光辉依旧；历经风
雨，法宝愈显威力。这部纪录片为全
军大力弘扬“支部建在连上”优良传统
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具有很
强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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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军事题材电影怎样更好地适
应观众的高标准要求，无论对剧本创作
还是对艺术家的表演来说都是一个非常
现实的考验。电影《解放?终局营救》在
这方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作品以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精彩的艺术表现和感
人的故事，塑造了我军炮兵连长蔡兴福、
侦察兵马宝树等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
象，为军事题材电影创作开辟了一条新
路径。

如果就故事本身来说，电影《解放?
终局营救》的叙事并不是十分复杂。作
品选取的是解放天津时的一个特殊视
角，以平津战役总攻前夕为背景，讴歌了
我军官兵临危不惧、敢于牺牲的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1949年 1月，北方寒冷的
冬天，我军将国民党50万大军围困在平
津地区，总攻即将开始。能否和平解放
北平，天津这一仗打得怎样至关重要。
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为了给总攻
天津扫平道路，上级派炮兵连长蔡兴福、
侦察兵马宝树、廖枫，炮兵实习参谋葛贵

忱，乔装潜入天津城。恰在这时，负责转
移北平守军眷属的国民党军需官姚哲，
在宪兵营长钱卓群的暗算下成为通缉
犯，带女儿出逃时与进城的蔡兴福一行
人相遇。于是，蔡兴福准备挟持姚哲完
成自己的侦察任务。随着目标任务的逐
渐明晰，姚哲被暗算背后的秘密、钱卓群
企图破坏北平和平谈判的阴谋、蔡兴福
失踪儿子的下落都慢慢显露出来。作品
进而围绕几个孩子的命运展开了故事叙
事。可以说，这种在普通人的人生命运
下写战争的叙事方法，一波三折，扣人心
弦。

除了抓人眼球的宏大战争叙事之
外，《解放?终局营救》力求刻画和表现小
人物。因此，一批小人物的形象成为这
部作品最为出彩的看点。导演李少红曾
表示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是向父辈英
雄致敬。所以，编导选择了“父亲”这样
一个指向性很强的人物，作为整部故事
的切入点。影片中的炮兵连长蔡兴福看
起来更像是一位不近人情的父亲：儿子

在大战之前不幸走失，他奉命进城执行
侦察任务时，本来有机会去寻找儿子，但
秉持一切以执行任务为先、以革命为先
的原则，舍小家顾大家，这背后必然是难
以言说的矛盾和苦痛。同样是面对儿
女，国民党军需官姚哲则完全表现为另
一种情感：对女儿的爱超越一切。作品
中，姚哲的女儿姚君兰在炮火下的各种
险境中备受煎熬。面对被人告密的愤怒
和救女儿的双重情感夹击，姚哲一次次
躲过险境，最后选择与蔡兴福并肩作战，
成为一个更好、更称职的父亲。两位父
亲，命运交错在一起，共同完成了看似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影片从头至尾充满了思想和信念的
质感，这种质感源于描写和叙述的细
腻。这一点，在对人物的情感、细节和人
文情怀的表现上更为突出。以炮兵连长
蔡兴福为代表的我军官兵，为了让炮火
下的百姓撤离险境、远离苦难，在战场上
奋战到最后一刻；相反，国民党军官仅仅
为了抢救自己的孩子而远离炮火。这种

强烈对比的描述，更能显现共产党人赤
诚为民的宗旨，也更能表现我党我军的
初心和使命。

《解放?终局营救》画面的强烈冲击
力，让人倍感大战即将到来时浓重的氛
围。看似没有表现平津战役的主要场
面，但那种一触即发的战争气氛给人以
别样感受。

眼下，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电影电视作品已经进入创作
的又一个高峰期。怎么表现重大历史事
件，怎么写好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怎
么更真实地展现革命英雄主义，怎么赢
得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对革命历史
题材作品的喜爱，的确是时代赋予我们
的使命。正是在这一点上，《解放?终局
营救》进行了大胆且成功的尝试。

聚焦战火硝烟下的人性与真情
——评军事题材电影《解放?终局营救》

■陈先义

沿长城一路向西直抵终点，苍茫戈
壁上，闻名于世的嘉峪关巍然耸立。

沧桑阅尽的万里长城越是向西，便
越发雄浑悲壮，为这个苦难的民族增添
了几分英雄豪气。河西走廊自古就是风
流人物轮番登场的大舞台，张骞历险出
使西域，霍去病长驱千里北击匈奴……
古往今来，嘉峪关留下多少传奇佳话，就
留下多少人间风雷。

陆军某旅，就驻守在嘉峪关下。旅
长不是诗人，却仍然喜欢欣赏那大漠中
的雄关气象。

2017年 4月的一天，当嘉峪关下嘹
亮的起床号再次响起，一支崭新的劲旅
正式诞生。作为陆军部队的转型先锋，
旅长很快就知道那份沉甸甸的压力与责
任。

旅组建不久，旅长就率领部队亮剑
演兵场，与刚完成改编的另一支部队狭
路相逢。双方谁都不想首次亮相就败下
阵来，鏖战数日，在漫天黄沙中搅起一阵
阵风暴雷霆。结果，旅长带领部队取得
险胜。“蓝”方表示不服，主动叫阵，双方
互换攻防再度交锋，还是旅长以微弱优
势取胜。

那天晚上，每一顶帐篷里的士兵都
在欢呼胜利。

旅长则默默来到很远的戈壁滩上徘
徊沉思。

他熟悉这支部队，如同熟悉自己的
左右手。重构重塑后的旅队传统兵种大
幅压减，新型力量得到增强，部队编成更
加充实，有些主战装备也可以说是“鸟枪
换炮”了。但为何还是只能以微弱优势
取胜？对于一支改革先锋部队来说，险
胜即败，这样的战果更多证明了差距而
非成绩。

战士们欢呼的声音还未停息，旅长
就把营连骨干召回到沙盘前总结，要求
只有一个：不准谈成绩，只许说问题。

“对抗中一些目标，明明可以呼唤空
中火力轻易摧毁，为什么还是习惯先用
直瞄火力反复尝试打击，结果贻误了战
机？”

“炮兵科改为火力科，作战职能已经

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什么还是局限于关
注使用地面炮兵力量，没有多考虑对接
空军、陆航、火箭军等火力？”

“虽然我们是以新的编成和兵力打
赢了这一仗，但真正具备了合成素养和
作战能力吗？”

帐篷外不知何时起风了，狂风夹杂
沙砾呼啸而来。在旅长发出的一次次尖
锐考问中，各级指挥员和骨干们心中犯
起了嘀咕：难不成，这真的是一次失败的
亮相？

新编制部队如何打仗、如何练兵，绝
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战地归来，旅长
立即成立军情研究室。对照“机动作战”
要求，他们主动承担了全军机动通信试
点任务，探索“动中通联、动中指控”；结
合“立体攻防”标准，他们走出去、请进
来，加强和空军、火箭军等军种的沟通学
习，共同钻研战法训法。转型的坐标渐
次标定，重塑的路径日趋清晰，一场加快
推进部队转型的重塑之战全面打响。

旅长依然喜欢欣赏朝阳下的嘉峪
关，喜欢四周那些雄伟的山峰。两千多
年前，年轻的霍去病率军全歼匈奴主力，
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仪式，“封狼居
胥”从此成为凯旋班师的代名词，也成为
华夏军人的荣誉和历代兵家的追求。穿
越千年时光，他们都是赶往同一个方向
的军人。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旅长的一员
大将。作为全旅第一位被任命的合成营
营长，他深知这份信任的重量。军校毕
业那年，旅长还是他的连长，如今几番风
雨，他们还要结伴同行，共同锻造一支新
型部队。

上任第一天，营长就迫不及待地清
点“新家当”，越扒拉越兴奋。新的合成
营涵盖了步兵、坦克、炮兵、工兵、侦察等
多个兵种，几十个专业，百余个岗位，许
多梦寐以求的新装备均已列装到位。

“那是一种‘一夜暴富’的梦幻感。
但心里很快开始打鼓：这么多好家当，咱
能不能玩得转、使得好？”

陆军部队的合成营，是转型建设的
“牛鼻子”。怎么把手里的“家伙什儿”用
好，真正实现“合力合成”？一到夜晩，营
长就思绪纷飞：人员打乱重排，岗位怎么
定？专业成倍增多，训练怎么抓？兵种
战法不一，仗该怎么打……一个又一个
问题在他的脑海中反复盘旋。

合成营开始了训练场上的急行军，
营长对照合成营作战编制需求，逐一定
岗定编。骨干富余的，直接择优上岗；岗
位缺编的，立即转岗补训；人才空白的，
加紧选拔培养。“这就叫人尽其才、才尽
其用”，营长对自己这套组训方式洋洋得
意。

可训得了别人，怎么训自己呢？合
成营各兵种专业之间，隔行如隔山，如何
当好作表率的“领头羊”？营长先给自己
定了个“小目标”：全营所有车辆都要会
开，所有武器都要会打，所有装备都要会
用。在他示范带动下，全营交叉换岗、互
学互训蔚然成风。一时间，装步骨干钻
进炮兵指挥车，坦克射手登上步战车，炮
兵连长观摩工兵破障，修理班长学起电
台操作……

合成营的“智囊团”、新编设的营参
谋也渐入佳境。营党委根据岗位要求，
明确各参谋职责权限。营长和“左膀右
臂”各负其责、密切协同，各项建设井然
有序。旅里定期组织参谋业务集训，推
行岗位互换制度，一支专业精干的合成
营参谋队伍快速成长。

看着合成营一天天成熟进步，营长
心里美滋滋的。但他知道，钢刀初铸，铁
拳方攥，尚待沙场淬火！

2017年夏末，合成营首战戈壁演兵
场。铁骑轰鸣，硝烟滚滚，刚一接火，合
成优势就凸显出来。出招有“十八般武
器”，指挥有“最强大脑”。营部参谋各司
其职，指挥信息系统上下联通，各兵种要
素攥指成拳，直捣“敌”方要害……营长
越打越顺手，越打越痛快。

合成营的转型，是陆军部队整体转
型的一个缩影。初见成果的同时，营长
也不是没有苦恼。他期待有更多时间精
力待在训练场上，而不是会议桌前。

所有的人，都正在“通关”的路上。
然而，并不是每一名官兵的转型成长，都
能最终超越自我。这个旅装步六连的一
位上士心中，就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从前，步兵在别人眼里是“一杆枪、
两条腿”，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土
得掉渣”。旅队组建后，战士们都盼着能
当上信息化步战车炮长。一键操作，又
狠又准，比“钢铁侠”还来劲，那时看谁还
敢笑话咱！

怀揣同样梦想的还有上士的班长、
一位四级军士长。作为连队的老岗位能

手，老班长的军事素质顶呱呱，也是步战
车炮长的热门候选人。

上士入伍以来，老班长待他如同亲
兄弟。上士永远记得，刚到连队时跑四
百米障碍，一跳进深坑就再也爬不起来，
老班长从来没有嘲笑过他，而是反复耐
心教他动作要领。那时看着老班长肩上
的几道拐，还是新兵的他不由得问道：

“班长，我将来也能够当班长吗？”班长笑
了笑：“能呀，等什么时候你也睡不着了，
就能当班长了。”

老班长一步步把上士带成优秀士
兵。上士从未忘记，老班长是他的军旅
领路人。

然而，随着新型步战车的列装，无论
老骨干还是新战士，都面临从零起步的
局面。这一次，上士和老班长站在了同
一起跑线上。

新型步战车信息化程度高，原理深
奥，操作复杂。身为90后的上士学习起
来进步很快，但入伍16年的老班长就显
得有些吃力了。他以前很少接触电子设
备，和徒弟们相比，很快落后一大截。

那段时间，看着老班长拼命追赶的
样子，上士心里真不是滋味。虽然他竭
尽全力想帮助老班长，但班长确实有些
力不从心。老班长对自己的状况也很不
满意，仿佛草原上一头落伍的苍老雄狮。

老班长毅然做出了最后的抉择。当
连队重新定岗时，他放弃了竞争步战车
炮长，转而推荐考核比武中名列前茅的
上士。这就意味着，新的战斗序列中将
没有他的战位，他将在年底离开部队。

上士的心里久久难以平静。他终于
梦想成真，当上了一名步战车炮长。可
在隆重的授装仪式上，他的泪水终于忍
不住流下来。这也是老班长向往已久的
战位，他深知只有加倍努力，才对得起老
班长留下的那些遗憾与期许。

上士如今已是一名优秀的班长，终
于明白了老班长当年的那句话：“什么时
候你也睡不着了，就能当班长了。”

又一次实战演练开始了。大漠深
处，旅长指挥着一支崭新的合成劲旅冲
锋陷阵，叩击沙场雄关。在这篇文章中
他们没有留下名字，但是他们都行进在
改革强军的长长队伍里。雄伟的嘉峪关
依然静静地俯瞰山河大地，一群新时代
的军人必将在此留下最坚实的足迹，和
这道天下雄关并肩而立。

男人们的雄关
■王 龙 方 良

数次驻足，几多情愫，在野狐岭要塞
的参观学习令我感触颇深。

野狐岭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北
80余里处，海拔 1644米，属阴山余脉。
20世纪70年代，野狐岭修建了一定规模
的军事要塞。80年代初，这里举行了一
场代号为“802”的军事演习。后来，要塞
的一部分开辟为军事旅游区。

历史上的野狐岭经历了刀光剑影。
1211年，成吉思汗亲率10万蒙古铁骑奔
袭坝上草原，剑指金朝统治的中原地
区。在连克数城之后，蒙古军队与金军
对峙在野狐岭一带。金军号称40万人，
凭借野狐岭天险与蒙古军队决一死战。
明显处于劣势的蒙古军队毫无畏惧，勇
猛冲杀，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
70年后，元朝扫平宋朝抵抗势力，完成
中国历史上新的统一。

抗战时期的野狐岭曾被鲜血浸染。

1945年 8月中旬，以苏联红军上将普列
耶夫为统帅的西路军苏蒙联军机械化师
团进入内蒙古草原，长驱南下，一举夺取
张北县城后，与控制狼窝沟的日本军队
形成对峙局面。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
条件投降，而驻守野狐岭一带的日寇企
图凭借狼窝沟天险和坚固工事负隅顽
抗。19日，苏蒙联军向日军展开进攻，
骑兵机械化部队首先夺取了黄花坪前沿
阵地，继以轻型坦克和摩托车队为先导
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拼杀，在中午前占
领野狐岭，歼灭日军 860人。为夺取胜

利，54名苏联红军和 6名蒙古人民军战
士永远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战事结束
后，野狐岭上修建了苏蒙烈士纪念塔。
今天，满岭的碧草红花、翠柏冷杉仿佛都
在讲述着当年的风风雨雨。

如今的野狐岭水绿山青。一座座白
色风力发电机如同风车般高高矗立，形
成一道亮丽的景观。肆虐多年的烈风已
经化作源源不断的电能输往华北电网，
照亮千家万户。遥望坝下，柏油路如同
飘带缠绕在群山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深入人心，经过近几年退耕还林，

自野狐岭向东一直到崇礼的公路两旁景
色宜人，已是一片花海人潮的繁荣景象。

松涛阵阵，百鸟欢歌。徜徉在野狐
岭上，欣赏美景的同时，我脑海中时时浮
现的是野狐岭“802”演习纪念馆大门墙
上的 8个大字：假如明天发生战争。是
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当今世界并不太
平，有的国家故意渲染“中国威胁”，挑起
贸易纠纷，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
悬在我们头上。兵强盛者，国乃安；国安
定者，民乃富。我们须时刻保持居安思
危、忘战必危的忧患意识，强化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高筑心中的

“烽火台”，铸就捍卫和平的底气与能力。

感悟野狐岭
■李志军

君从天际来，
飘洒静无声。
山河一夜塑银身，
梦里脱凡尘。

浪漫舞苍穹，
来去急匆匆。
晶莹零落辗作泥，
以身许和春！

咏 雪
■柴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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