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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

化强民族强”。国防动员文化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努力建设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总体布局相衔接、与

强军兴军目标总体要求相适应、与国防

动员转型发展相匹配的国防动员文化，

是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

在社会结构中，文化隐性地作用于

社会群体的价值追求和行为，也是影响

国防动员能力的深层次因素。加强新

时代的国防动员文化建设，首先要在寻

根溯源中找到其魂魄和薪火。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内核，深层

次左右着其战略思维和动员文化。中

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氛

围中，出现了丰富的战争动员思想，如

“令民与上同意”的政治动员意识，“役

不再籍”“因粮于敌”的兵员和经济动员

取向等。国防动员文化随着文化的发

展演变。历史地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

社会当中，以大陆农耕文化为背景的国

防动员文化也多是体现着一种防御性

动员思维。

鸦片战争以后，救亡图存成为民族

文化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革命斗争使民族文化重新得到一次熔

铸。从建党之初起，我们党就把政治动

员、文化动员放在重要位置，不断激发

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民族意识，并且

创立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动员模

式。这一时期的动员文化建立在革命

的大众的红色文化基础上。特别是抗

战时期，根据地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

把知识启蒙和爱国抗战、民主改良结合

在一起，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平和民族

觉悟，民众踊跃参加抗战，知识青年争

相奔向延安，投身革命。彼时，延安各

类学校的学生都传唱着《保卫黄河》和

《延安颂》，民族文化和精神焕然一新。

解放战争中出现了数百万民众支前作

战的奇观，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展现出的

强大国防意志和动员能力举世震惊，这

些都充分说明党领导的国防动员文化

的先进性。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为国防动员

及其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

内容。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变要求推进

国防动员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构建应急

应战一体化的新型动员；科学技术的日

新月异，要求密切关注信息智能技术发

展，不断提高国防动员科技含量，构建

新型预备役力量，推进新兴战略领域动

员建设等。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旗帜，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

聚集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

量，也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才能为国防动员及其文化建设提供坚

实基础和丰厚土壤。

二

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将逐渐形成

彰显根本属性和鲜明特质的标志。加

强新时代国防动员文化建设，必须把国

防文化建设中一些经过时间洗练和历

史检验的根本性原则发扬光大。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有学者曾比较

了国共两党的党建特点，国民党党政军

三权中，党权最弱，无军则无党。我军坚

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一个地区开

展革命斗争，我党总是率先进入，即使形

势迫使军队撤退了，党还要留下来继续

领导和动员群众。这是影响国共两党胜

负的重要原因。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

党建立的党政军民合一的动员组织体

系，成为我们打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及至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所在。所以，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国防动员建设的

传家宝，也是国防动员文化建设的根本

原则。新时代的国防动员建设要始终

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切实加强军地各级

党委的认识和自觉，把思想、精神凝聚

到国防事业中，建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

量队伍，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能坚决听从党的召唤，始终保持国防动

员文化建设的红色基因不动摇。

坚持全民国防。毛主席在《论持久

战》中就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还

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

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

能进行战争”。如果说国防动员文化是

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人民战争思

想就是这棵树的根。十九大报告中明确

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

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

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全民国防与人民

战争思想一脉相承，是人民战争思想在

新时代的最新发展。我们应该深刻认识

到，不管战争形态和战争环境如何变化，

打赢未来战争始终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离不开全民国防，战争依然是包括兵力、

物资、信息、技术、国民精神等综合国力

的较量。开展国防动员文化建设，就是

要坚持全民国防理念，加强国防意识的

培养，形成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国防的良

好局面。

坚持改革创新。当前，国防动员及其

文化建设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

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以农民为主要动员

对象的传统动员方式很难继续；现代高

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往往表现为速决

战，持久动员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经

济一体化发展要求国防动员从主要服务

战争转向关注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自

媒体的发展、多元价值观的形成对传统

宣传动员方式提出了严峻考验。任何先

进的国防动员文化都是对时代命题的思

考和回答。所以，新时代的国防动员文化

建设，必须不断适应新时代条件下的经

济社会形态和战争样式，并在经济社会

力量和国防力量间搭建文化桥梁，满足

越来越丰富复杂的国防动员的需求。

三

国防动员，动员的是力量，凝聚的

是精神，而精神上的凝聚关键在文化建

设。加强新时代国防动员文化建设，根

本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为强国

强军凝聚力量。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拓展国防动员文

化建设的战略视域。习主席指出：“必须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

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

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

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

国家安全道路。”因此，国防动员文化建

设不仅要关注安全问题，还要兼顾发展

问题；不仅要重视应战问题，还要考虑应

急和服务问题；不仅要关注国内情况，还

要看到国际情况；不仅要服务于自身安

全，还要考虑到共同安全；不仅要搞好传

统领域动员文化建设，还要着手打造新

兴领域动员文化建设。

以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为国防动

员文化建设的重要契机。文化融合是

军民融合发展的根基和动力源。军民

文化融合，目标就是把军地各行业、各

领域和各系统积淀的精神、价值观融为

一体，使之成为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的强大动力。所以，新时代的国防动员

文化建设要充分利用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的重要契机，努力建立形成军民一

体、合作共赢、双向互补的发展机制，最

大限度地把方方面面的力量聚合在一

起，使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成

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

以练兵备战的要求锚定国防动员

文化建设的落脚点。国防动员是为军事

斗争准备服务的，国防动员文化建设的

根本目标是练兵备战。失去这一点，国

防动员文化就如无鱼之水，失去了生机

和活力。国防动员文化建设必须始终聚

焦军事斗争准备、聚焦核心动员能力建

设，把战斗力标准贯穿于动员及其文化

建设发展全过程，以唯一的尺度、鲜明

的导向全面提升国防动员服务打仗、保

障打赢的能力。这其中，包括开展国防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民众强烈的

国防意识和高度的战备观念；打好意识

形态主动仗，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

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

起；着力推动军人社会荣誉地位的提

升，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

崇尚英雄成为社会风尚。归根结底，仗

怎么打，国防动员就怎么着力，国防动

员文化就怎么建设，力争使国防动员文

化建设凝聚和激发起来的强大力量，成

为强国强军的重要支撑。

（作者单位：军委国防动员部）

文化之火与军民伟力
—打造新时代坚强有力的国防动员文化

■史华明

2017 年 12 月 23 日，由中国军事文
化研究会主办的“新时代与强军梦”第二
届中国军事文化网络主题论坛在北京举
行。论坛上，军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围绕
新时代如何加强网络强军文化建设等话
题，与现场嘉宾和网友展开了积极有效
的交流。
“互联网如何在强军中发挥作用？”

“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与军事网络

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互联网之问”，引
起与会专家的共鸣和思考。在讨论中，
不少专家表示，目前中国军事网站和军
迷数量巨大，只有重视军事网络文化建
设，才能赢得舆情网络空间的主动权；掌
握了网络空间的软硬件，将在虚拟网络
世界里影响现实的军事斗争。活动期
间，专家还在现场解答了网友们关心的
热点问题。

聚焦军事网络文化新课题
■孙 鑫

近日，公益歌曲《您是我的幸福是我
的荣光》发布。作品由解放军老干部俱乐
部主任吕连富作词、作曲家栾凯谱曲、著
名歌唱家雷佳倾情演绎。歌曲以大气磅
礴的旋律表达出对军队老干部的真挚情

感。近年来，解放军老干部俱乐部以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为载体，积极传播我党我
军光荣历史、深情赞颂人民军队特有的精
神品格，营造了传承红色基因、传递强军
正能量的浓厚氛围。

歌声传递敬意与传承
■耿 磊

“翻过高高的阿尔金山，我把爱情
编在歌里边，欢乐的时候歌唱爱情，就
像电闪雷鸣后爽朗的夏天……”这是
《情陷阿克塞》导演及编剧、中国武警文
工团艺术指导王宝社对阿克塞最诚挚
的情感表达。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成立于
1954 年，是甘肃省酒泉市下属的一个

自治县，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
交界处，是甘肃省唯一一个以哈萨克族
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也是我
国三个哈萨克族自治县之一。它的东
北部四百公里处是敦煌，西北部六百公
里处是玉门关，西南受阿尔金山庇护，
地理位置与军事战略地位都十分重
要。近年来，阿克塞作为陆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节点，借乘国家“一带一路”春
风，顺势而为，快速发展。
《情陷阿克塞》以阿克塞武警中队

官兵为原型，以边疆武警的工作、生活、
情感、婚姻为主线，展现官兵与普通百
姓间细腻的情感生活，表达出创作者对
边疆官兵忠于职守、无私奉献精神的敬
佩和赞扬之情。《情陷阿克塞》曾作为
“2017 北京喜剧周”的开幕式剧目，先
后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连续进行
了两场展演。该剧幽默的语言、精彩的
表演，以及浓浓的边疆风情和真挚的军
民情感都极具感染力，受到专家和观众
的一致好评。

喜剧作为戏剧的一种重要形式，更
易贴近生活、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在展
现人物真实生活、反映人物性格等方面
具有天然而独特的优势。《情陷阿克塞》
的创作为军旅喜剧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
经验和借鉴。《情陷阿克塞》赞颂的是主
旋律，歌颂的是真挚深切的军民之情、爱
意浓浓的夫妻之情、难舍难分的战友之
情。许多观众在看完这部剧后，都深有
感触。哈萨克族青年诗人艾多斯在看完
该剧后表示，“我非常喜欢这部剧里的哈
萨克族人物，因为有关他们的幽默段落，
是建立在他们纯朴的情感之上，是建立
在民族真实的性格上。”

图为《情陷阿克塞》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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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这是一串“红色编号”，从 1到 6151，

以后还会更多。透过这些数字，你会看
到青春坚毅的面孔，听到铿锵有力的强
军足音。
“红三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4

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二十五军
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留下的官兵
担负起掩护主力长征和反“清剿”的重
任。就在那一天，1934年11月25日，鄂东
北独立团特务营三连在湖北黄安创建，这
是“红三连”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红三
连”的连庆日。1935年 2月连队改编为红
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特务营三连，第一任连
长叫李明祥，“红三连”的官兵虽然不知道
他的模样，但都能感受到他身上令敌人震
颤的锋芒。在“红三连”连史馆里，陈列着
一把卷刃的大刀，多处裂纹间似乎还残存
着血色的印记，它的主人就是李明祥。每
当官兵瞻仰这把珍藏的大刀时，总会想起
一代代“红三连”的勇士背起它，奔赴杀敌
的战场。“红色编号”6006、现任第22任指
导员高明星告诉笔者，每逢执行重大任
务，连队都会组织官兵走进荣誉室重温战
斗故事——这把大刀见证了“红三连”一
路征战一路壮歌的历史。

连队在创建初期就参加了界岭阻
击、桃岭伏击、奔袭王园、夜袭花凉亭、望
军寨遭遇、突袭白羊山等战斗，威名驰骋
在鄂豫皖地区。特别是在 1937年 4月的
白马山寨伏击战斗中，全连官兵向敌发
起猛烈冲击，与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战，
最终俘敌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战后，连队被红二十八军首长赞誉为勇
敢善战的先锋连，4月 15日成为连队的
勇敢善战荣誉日。我们至今难以详查牺
牲战士的“红色编号”，但他们勇敢善战
的精神一直在延续着。1969 年的边境

作战中，“红色编号”3703、时任火箭筒射
手的战士华玉杰对敌装甲车采取抵近射
击，有时距敌仅 50米。就在 3月 15日的
战斗中，他打出了 36发火箭弹，击毁敌
装甲车 4辆，耳朵震聋了，他就叫副射手
拍他肩膀指示目标继续战斗。

走进“红三连”连史馆，笔者的目光
停留在连队的转战略图上。在建连 80
多年的岁月里，红色的箭标转战全国 9
个省份。“红色编号”5997、现任第 23任
连长张志海介绍说，连队历史改编 17
次，参加战斗 300余次，其中有 7次几乎
全连覆灭。作战最惨烈的一次是 1940
年的皖南事变，突破敌重兵围剿后，连队
仅一人生还，留下的“红色编号”是
508。“连队的红色传承不容易，所以我们
倍加珍惜。”张志海深有感触地说。

2017 年 5月，“红三连”由装甲步兵
连调整为支援保障连，涵盖侦察、通信、
工兵、修理等多种专业，连队官兵全部换
了岗位，但始终不变的是传承至今的“红
色编号”。他们从零起步聚力攻坚，三个
月形成战斗力，去年底参加北部战区陆
军组织的“严寒-2017”实兵对抗演习，
连队圆满完成侦察情报、开辟通路、装备

抢修、通信联络等多项任务。与历史节
点巧合的是，战斗在 11月 25日打响。这
一天对连队官兵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
一天就是连队创建的日子。战前 12名
即将退伍的老兵主动请战执行危险的运
动侦察任务，清理敌方警戒阵地之敌。
在这次实兵作战中，连队官兵经过百余
公里战场机动，顶着刺骨寒风快速挺进
科尔沁草原，一路突击一路激战，“击毁”
对手装甲车 3辆，“重伤”装甲车 2辆，官
兵们用一场胜利庆祝“连庆日”的到来。
“今天的日子在我们心里很特殊，我就是
想用最好的表现向革命前辈致敬，‘红三
连’的兵无论传承到哪一代，都是勇敢善
战的硬骨头。”“红色编号”5991、上士彭
泽辉骄傲地说道。在作战中，彭泽辉首
发“击毁”对手装甲车 1辆，鼓舞了兵心
士气。

翻开连队红色先锋档案，一等功臣
魏富科、全国战斗英雄华玉杰、模范党支
部书记徐遂志、扑火先进个人王文安等
英模人物的事迹，仿佛跳动的火焰，让
“红色编号”充盈着炽热的力量。

英雄虽已逝去，但精神传承不息。
“红色编号”6016、中士毛斌克服双膝半

月板损伤的疼痛，带着全连官兵的嘱托，
在“9·3胜利日大阅兵”中接受习主席的
检阅；“红色编号”6004、排长刘亮在马里
“5·31”恐怖袭击中被弹片划伤，但他依
然坚守在指挥战位……“‘红色编号’代
表了连队薪火相传的血脉，更是让身在
红三连的官兵想着红三连，想着在上百
次战斗中战死沙场的英烈，能够珍惜荣
誉奋发有为。”高明星说。
“红色编号”代表的不仅仅是充满生

命力的数字，还有一脉相承的红色文化
传统。他们常年开展“学连史、铸军魂、
当传人”活动，周吃红军面、半月红军装
体验、月吃忆苦思甜餐、双月颁发红军传
人奖牌、每季度组织一次“红歌”比赛，过
战斗纪念日，组织八一比武、国庆比武
等，每年还会邀请老红军、老领导、老战
友回连作报告，讲述连队战斗故事。

岁月轮回，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
“红色编号”在延伸，“红三连”的强军故
事也在延伸。

图为该连官兵在野外驻训中举行重

温入党誓词活动。 高明星摄

北部战区陆军第 78集团军某合成旅“红三连”建连 84年，先后经历 17次调整改编，连队每一名官兵
都有自己的“红色编号”。强军路上，“红色编号”在延伸，强军故事也在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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