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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这首激昂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歌》，70年来不知激发过多少人的壮志
豪情。国庆节前夕，笔者走进刚刚重
新开馆的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
一睹它最初的容颜——一张长 25.5厘
米、宽 17.8厘米的红格竖排信笺纸。
当时，周巍峙就是在这张纸上，即兴为
战歌谱曲的。

1950年 11月 26日，时任文化部艺
术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的周巍峙，到局长
田汉处开会，商议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筹
备工作事宜。当他翻看当天的《人民日
报》时，看到头版刊登一篇题为《记中国
人民志愿部队几位战士的谈话》的文
章，文章的开头引用了一首诗：“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
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
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
周巍峙读后，被诗的豪迈气概所震撼，
仅用时半小时左右就谱完了曲，并命名
为《打败美帝野心狼》。4天后，《人民日
报》发表了这首歌曲。

原诗中有一句“抗美援朝鲜”，周巍
峙总觉得有些不顺口，发表后不久，即
对旋律和歌词作了改动，改成后来的

“抗美援朝”。在此期间，有的刊物以
《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战歌》为题转发，
周巍峙觉得很好，就将歌名定为《中国
人民志愿军战歌》。1951年 4月 1日，
《人民日报》再次发表了这首歌曲。由
于当时不知道词作者，发表时只署名周
巍峙作曲。

时间走过近半个世纪。2000年 9
月2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50周年之际，一位高大魁梧
的志愿军老战士故地重游，来到当年赴
朝作战的出发地——丹东。当他参观抗

美援朝纪念馆，看到展厅里陈列的《中国
人民志愿军战歌》手稿时，顿时热泪盈
眶。原来，他正是战歌的词作者、志愿军
炮兵第1师第26团5连指导员麻扶摇。

麻扶摇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起当
年的情景。1950年 10月，麻扶摇所在
的志愿军炮兵第 1师入朝前夕，部队在
安东市（今丹东市）集结待命，进行战前
动员，连、营、团层层召开誓师大会，战
士们斗志高昂，决心书、保证书、请战书

像雪片一样飞到连部。麻扶摇被战士
们高涨的战斗情绪所感染，写下一首出
征诗。

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在部队采访时看
到了这首豪迈的出征诗，认为诗句主题
鲜明、战斗性强，非常鼓舞士气。于是，
在他写的战地通讯《记中国人民志愿部
队几位战士的谈话》一文中，引用了这首
诗，并将原文中的“横渡鸭绿江”改为“跨
过鸭绿江”，将“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

好儿女”。《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通讯
后，当天就被周巍峙慧眼识珠发现了。

时光流转，硝烟散去，但这首经典
战歌一直在中国人民的耳畔回响。9月
19日，经过长达 6年的改造扩建，抗美
援朝纪念馆重装开馆，玻璃展柜中周巍
峙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谱曲的手
稿历经 70载，蓝黑墨水的印迹依然清
晰，如今作为一级馆藏文物为来往游客
讲述着那段烽火岁月。

出征战歌激荡70年
■范奇飞 崔 鹏

本报讯 揭宾耀报道：“听说县里
有个退役军人面包创业产业园，今天专
门过来看看，‘一条龙’服务让我创业没
有后顾之忧，当场签订了意向合作协议
书。”10月 10日，国庆假期刚过，退役军
人曾路遥便来到江西省资溪县退役军
人面包创业产业园寻找商机，如愿在家
门口开启了创业之旅。

9月 17日，江西省首个退役军人面
包创业产业园揭牌暨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在资溪县举行。据了解，退役军人面
包创业产业园位于该县鹤城镇资溪面
包食品产业城内，占地面积 1380亩，总
投资30亿元，是资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与江西省资溪面包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携手创办的。

资溪县被誉为“中国面包之乡”，为
积极拓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该县
充分发挥面包的优势特色，与 8家企业
签约，打造服务退役军人的创业就业培
训一体化综合平台，提供企业管理、政
策咨询、创业指导、企业孵化、项目推
介、技能培训、创新交流等公益性服

务。同时，依托全龙面包培训学校、资
溪面包商学院等机构为有创业意愿的
退役军人开展就业创业培训，提升创业
能力。

“退役军人有干劲、有拼劲，作为战
略合作企业，我们将充分发挥企业优
势，提供企业发展动态、人才需求情况
和相关招聘信息；组织举办退役军人招
聘活动，为退役军人提供就业咨询、优
先安排就业；对参加面包技能培训的退
役军人给予学费优惠等。”江西省资溪
面包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
细明说。

“通过产业园这个平台，帮助退役
军人增强创业就业信心，实现心态、身
份的转变，同时也为资溪面包产业的
发展壮大注入了新力量。”资溪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领导告诉笔者，资溪县积
极拓展就业渠道，研究制定适合退役
军人就业的岗位，为其就业搭建平台；
同时，设立退役军人服务窗口，实行退
役军人优先，为其提供便捷高效的就
业服务。

江西省资溪县成立退役军人面包创业产业园

特色产业惠及老兵
本报讯 杨涛、赵岁学报道：“织布

机是用经纬交错的原理来工作的，先把
双脚放在踏板上，把梭子从一侧穿过的
同时脚踩踏板，到另一边再重复这个动
作就可以了……”10月上旬，在甘肃省
白银市平川区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内，
该区水泉镇纺织能手韩仲巍正为参加
研学体验活动的青少年讲解纺线织布，
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了解当年的战斗
往事，增强国防观念。

作为白银市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
教育基地，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馆藏革
命文物300余件，全面展示了1930年至
1949年发生在平川大地上的革命历
史。如何有效利用红色资源讲好革命
故事，成为摆在平川区军地领导面前的
重要课题。他们在实践中得出结论：借
助纪念馆的革命历史文物，推出青少年
研学体验活动，通过开展忆苦思甜教
育，培养青少年的爱国情感。

经由平川区委、区政府和人武部牵
头，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精心组织实施
的“从棉花到棉布——札札机杼忆当

年”青少年研学体验活动迈出第一步。
纪念馆秉承“让文物活起来”的思路，以

“全民抗战，共御外侮”为历史背景，结
合陡水支部在当地民众筹资兴办“陡水
纺纱合作社”，全民纺线织布支援前线
的革命史实，再现历史场景，寓教于乐，
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和国防意识。

在活动现场笔者看到，讲解员向青
少年讲解棉花的生长过程，棉花到棉线
的制作过程，布匹的发展历史；领诵古
诗《迢迢牵牛星》，带领青少年走进故事
情境，陶冶情操；特别邀请纺织能手现
场讲解示范纺线织布，并让青少年轮流
体验。由于第一次接触织布机，学生们
多少有些手忙脚乱，但在纺织能手的指
导下，很快找到了手感。排线、穿筘、织
布，一双双小手在织布机上熟练地翻动
着，大家在亲身体验织布乐趣的同时，
也深感劳作的艰辛。

平川区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下一步
军地将常态化开展忆苦思甜爱国主义教
育，吸引更多青少年和家长走进纪念馆，
不断提升红色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白银市平川区军地深挖红色资源开展国防教育

札札机杼追昔抚今

9月29日，辽宁省抚顺军分区组织市党政机关干部和编兵单位领导过军事
日。通过参观武警抚顺支队机动一中队、观看军事课目展示、实弹射击等活动，
体验军营生活，接受国防教育。 马春雨摄

“曼巴，突及其！（藏语，谢谢医生
的意思）”国庆节前夕，西藏军区某高
原大站深入四川省巴塘县地巫乡进
行义诊，当医疗小分队即将离开时，
当 地 村 民 纷 纷 自 发 前 来 给 这 群“ 曼
巴”送行。

地巫乡平均海拔 2600米，地处横
断山脉北端金沙江东岸河谷地带，由
于交通不便，外出就医困难，当地不少
牧民得了慢性病。地巫乡成为该大站
的扶贫点后，该站医疗队将服务重点
明确为帮助藏族群众解决身体健康问
题。由于长期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生
活，大部分村民都患有高原心脏病、高
血压等高原疾病。对此，该站医疗队
定期深入藏乡开展高原疾病预防知识
讲座，组织军医定期对藏族群众开展

义诊活动，并与部分病患结成帮扶对
子，进行一对一帮扶治疗。

耄耋老人扎西顿珠患有高血压，
受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没有进行及
时治疗，久而久之落下了高血压后遗
症，下肢处于瘫痪状态。时间一长，连
患者家人都对老人病情的好转不抱有
希望。但是，医疗队员们没有放弃，通
过进行按摩、针灸等一系列康复治疗，
老人的病情逐渐好转，可以扶着墙体
行走了。“谢谢！谢谢！没想到我还能
站起来走路……”当老人再次见到医
疗队员时，眼中含着泪花感激道。

据了解，该大站义诊小分队成立
以来，在地巫乡义诊 40余次，诊断病患
500余人次，成功救治百余名患者，受
到当地藏族群众好评。

“曼巴”义诊暖藏乡
■徐圣文 干亚东

近日，重庆市
黔江区人武部组织
开展“国防课堂进
校园”活动，协调驻
军部队官兵走进官
渡初级中学，为学
生们带来一场精彩
纷呈的武器装备科
普展，让他们在亲
身体验中强化国防
观念。

罗秋玲摄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陕西榆林人
的微信朋友圈被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刷屏。电影第四单元《回乡之路》讲述
了陕北治沙人乔树林扎根家乡榆林治
理荒漠、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故事。“看
到影片中黄沙弥漫的真实场景，一下子
让我回到了童年时代。”电影展示了毛
乌素沙漠治理的绿色奇迹，引起榆林观
众的共鸣。

“有一种骄傲，叫‘我是治沙人’。”
当故事结尾播出张炳贵、牛玉琴、石光
银、郭成旺、李守林、漆建中、张应龙、补
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的真实照片向治
沙英雄致敬时，正在台下观影的民兵姑
娘热泪盈眶。

心起波澜，源于见证，更因经历。
补浪河乡地处毛乌素沙漠腹地，20世纪
70年代，全乡 80％的土地被荒沙吞没，
一年四季风沙不断。近百公里的风沙
线上，除了星星点点的骆驼刺，几乎见
不到绿色。许多人迫于生计，踏上了离
乡之路。

有人背井离乡，有人却向沙而行。
1974年 5月 14日，为了改变恶劣的生存
环境，54名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女民兵
积极响应“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
召，以消除沙害、绿化家乡为己任，在风
沙侵蚀最为严重的补浪河乡黑风口安
营扎寨，开始了搏战风沙的艰难历程。

“在沙漠种树，犹如天方夜谭。”曾
参与种树的村民介绍说，在沙地挖个三
尺见方的坑要耗时近半个小时，往往是
树苗刚刚栽下，一阵大风刮过，就被风
沙淹没。怎么办？没有合适的土壤，女
民兵就从10公里外的地方背土；没有住
处，就自己动手搭建柳笆庵；没有吃的，
就吃苦苦菜……凭着愚公移山式的执
着，她们硬是在毛乌素沙漠上一点点涂
抹着绿色。

种树难，护林亦难。20世纪 90年
代，市场经济的浪潮奔涌而来，有人就
想着把树木砍了卖钱。时任连长潘生
清与风沙搏斗 6个年头都没掉过一滴
泪，面对蜂拥而至准备砍树的人放声大
哭。随后，她先找公社书记，接着挨个
村找生产队长，苦口婆心地解释、劝说，
最终林场得以保全。

“你离乡，他离乡，谁来建设我们
的 家 园 ？”受 前 辈 们 的 熏 陶 和 影 响 ，
2013年，席彩娥退伍后毅然回到家乡，
接过前辈搏战风沙的大旗，成为治沙
连的第 14任连长。“把毛乌素沙漠从榆
林版图上抹去，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工
夫，更没有捷径可走，必须有一代代的
坚守和传承。”

4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女民兵累计
推平沙丘 800多座，营造防沙固沙林带
33条，修引水渠 35公里，打机井 36眼，
开辟出 2万多亩沙漠绿洲，使昔日寸草
不生、人迹罕至的荒漠焕发勃勃生机，
被联合国环境专家赞誉为“世界治沙史
上的奇迹”！

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的英雄事
迹，是300多万榆林人民搏击风沙、战天

斗地的缩影。据官方通报数据显示，经
过榆林人民70多年的治沙造林，榆林的
森林覆盖率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0.9%提高到 33%，陕西的绿色版图也因
此向北推进了 400多公里，成为我国第
一个完全“拴牢”流动沙地的省份。

“这种治沙精神，更像是一盏明灯，
照耀着万千榆林儿女的‘回乡之路’。”
站在民兵连的营区门口往外看，一条笔
直平坦的马路向大漠深处延伸着。席
彩娥欣喜地告诉记者，这几年，披上绿
衣的毛乌素沙漠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人
归家，更有不少姑娘愿意像她一样，将
青春奉献给这片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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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巍峙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谱曲的手稿
1950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几

位战士的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