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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在

新的探索实践中激发基层文化工作铸

魂育人、激励士气以及丰富官兵精神文

化生活的最大效能，这既是新时代军队

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拉动部

队全面建设的重要环节。

在传承红色基因、铸牢钢铁军魂

中唱好基层文化这台“重头戏”。建

设高质量的军营文化对我军实现党

在 新 时 代 的 强 军 目 标 意 义 重 大 。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

教育，为基层文化提供了广阔的用武

之地。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中，环境

文化营造的浓烈氛围、仪式文化形成

的强烈情感代入、优秀文艺作品中生

动艺术形象的感染激励等，较之单纯

的课堂教育，更易契合当下青年官兵

希望主动参与、喜欢形象思维的接受

心理。大幅提升多种文化艺术形式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变“你说

我听的灌输式”为以文艺作载体的互

动式、启发式、感染式，必将使教育内

容更加入脑入心。

让激发战斗精神的“打仗文化”在

部队基层文化活动中“唱主角”。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

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

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贯彻这一

精神，要求基层文化建设中的各项活动

都必须真正体现铸牢钢铁军魂、坚定必

胜信念、培育战斗意志、砥砺军人血性

的价值追求，根据各自使命任务、中心

工作及自身资源，组织高水平的整体策

划与分别设计。青年军人对军旅生活

的丰富感受，对爱情、战友情、故乡情、

军民情等的表达，归根结底都要向爱党

爱国爱军和革命英雄主义汇聚，通过文

艺创作、氛围营造等多种方式，激发官

兵争当“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强劲

动力。

把以官兵为中心的工作理念真正

落实到基层文化的“一招一式”。青年

官兵是基层文化的主人公、参与者、受

益者和效果评价者。较高的文化素

质、活跃的“文艺细胞”，是青年官兵的

普遍特点，也是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

支撑。在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的基

础上，应大力强化该活动的全员参与

性、大力强化作品与官兵的互动性，变

“少数人演多数人看”为文化骨干带动

全员共同参与。我们应注重文化骨干

队伍建设，掌握一支“聚是一团火，散

是满天星”的业余创作队伍，关键时刻

上得去舞台、赢得来掌声、完得成任

务，让丰富多彩、新意迭出的文化活动

成为各级培育官兵人格、提高综合素

质、提振军心士气、活跃军营生活的重

要手段。

以创新思维刷新活动内容形式，赢

得官兵“满堂彩”。基层文化建设要在

以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宣传贯彻新时代

党的强军思想、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

中加速自身创新进程。内容方面，可以

通过多种形式让新时代我军使命任务

以及信息化战争、体系对抗、联合作战、

军民融合、人工智能等现代理念在官兵

心中扎根。形式方面，可以在加强对当

代青年官兵成长文化背景研究的基础

上，根据当代官兵特点，有的放矢进行

文化活动项目设计。在采用行之有效

的传统模式同时，积极吸收借鉴健康向

上的中外时尚文化元素为我所用。活

动组织、项目设计、作品创作，是部队文

化骨干发挥聪明才智的重要渠道，应得

到有关方面积极的关心和支持。在把

好政治关的同时，应避免将文艺骨干的

审美表达与创作个性框定在过去的经

验和认知范围以内，努力营造创意喷

涌、精彩纷呈的理想局面。

基层文化建设不仅是政治建军的重

要阵地，也是站在时代前沿引导官兵思

想、情感和视野不可或缺的有力平台。

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过

程中，相信基层文化工作必将以更加扎

实、富有成效的努力焕发出蓬勃生机。

激发基层文化最大效能
■马正建

像辽阔草原，团结和谐；像戈壁胡杨，
坚韧顽强；像大漠骆驼，默默奉献；像草原
战马，能征善战。驻守内蒙古千里边防的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坚持将驻地特色文化
融入边防军营，彰显听党指挥的不变军
魂，激荡能打胜仗的血性胆气，形成了培
养人、塑造人的独特“文化磁场”。

草原胸怀

“一棵草弱不禁风，辽阔草原才能挡
风阻沙。在草原，黄羊是成队迁徙、狼是
成群狩猎……大自然教给我们一个真
谛，就是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
是九连上士李鑫涛入伍时新兵班长给他
上的第一课。从此，他记下班长的话。

在该旅，源远流长的草原文化被归
纳为合心合力、团结奋进。为增强官兵
合心合力意识，他们广泛开展“身在草
原、心在草原、爱在草原”系列文化活
动，将草原文化融入执勤训练、融入日
常生活，读草原书籍、听草原故事、唱草
原歌曲成为官兵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卫国戍边，工作、生活条件最艰苦的
是常年坚守在一线哨所的官兵。然而，
哪里有官兵的身影，哪里就散发着浓郁
的草原文化气息。在三连哨所，官兵就
地取材，拿豆米、蛋壳、树皮等创作反映
草原胸怀、战友情深的毛毡画、烫画、豆
米画、拼贴画、标本立体画。这些原创作
品，虽然很朴实，却是边防官兵战友情深
的生动写照。二连驻防环境艰苦，散落
在山坡上的石刻却抒发着不一样的情
怀：“连队我的家，建设靠大家”“高山是
我们的脊梁，草原是我们的胸怀”……就
这样，草原文化、草原胸怀融入一砖一瓦
之间，情注一草一木之中，无声之处滋养
精神气质，凝聚士气力量。

蓄草原文化之底蕴，塑团结奋进之
魂魄。不少连队缺水、缺电，但从不缺战
友情、官兵爱。去年，三连战士张涛父亲
突患重病，本就贫困的家更是雪上加霜。
“这是全连战友的一点心意，你先寄回家
给父亲看病……”那天，当连长把厚厚一
沓钱塞给张涛时，他眼圈直发红。去年，
该旅由多个单位合并重组，不少官兵分流
而来。面对新体制、新环境、新战位、新标
准，机步一连战士邢钦感觉很不适应。为
了让他尽快融入连队生活，连队干部鼓励
他参加连队文化活动，让他在编排节目、
登台表演中感受战友团结的力量，激发斗
志。很快，邢钦拜排长为师，请教装备操
作规程；向班长请教，探讨步兵乘装甲车
射击技巧。在身边战友的倾心帮带下，短
短 1个月，邢钦漂亮转身，由海防尖兵成
为一名合格的边防战士。

人心齐、泰山移。正是靠着合心合
力，一茬茬官兵筑起了北疆边防线上坚
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胡杨意志

在千里边防线上，不仅有辽阔草
原，还有更宽广的戈壁荒漠。“大漠孤烟
直，长河落日圆”，是边防特有风光。可

这背后，更多的是“边月随弓影，胡霜拂
剑花”的艰辛不易。
“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驱车

行边关，艰难如登天，身子颠散架，肠胃
乱翻天。”这些都是边防真实写照。那
年，因吃不了苦，新战士尹春西打起了退
堂鼓。哨长田拓在哨所旁种下一棵胡
杨，对尹春西说：“我跟你打个赌，如果胡
杨活了，你就留下，倒了，随你离开！”
“这地方还能种活树？笑话！”尹春

西欣然接受约定。
转眼 12年过去了。如今，尹春西接

过了老哨长手中的钢枪，像胡杨一样扎
根在哨所。12年来，尹春西先后3次荣立
三等功，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

胡杨，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
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该旅据此提炼
出“环境苦吓不倒、任务重压不倒、困难
多难不倒”的“胡杨意志”，这些连同尹春
西的故事，感染了一茬又一茬官兵。

说胡杨、写胡杨、画胡杨，从胡杨上
感悟精神，从胡杨中汲取养分，成为该
旅军营文化建设的特色。旅里每年都
组织以胡杨为主题的文艺晚会、读书朗
诵会，还定期让扎根边疆多年的老边防
组成“胡杨方阵”登台讲述戍边故事。
在二连，每逢新兵下连，连队都会开展
“擦一次界碑、住一回地窝子、栽一棵扎
根树”活动，引导官兵勿忘昨天的苦难
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

树活风雨土，人活精气神。那千年
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在官
兵心中永远留驻。

骆驼品格

在干旱高温、植被稀少、狂风肆虐、飞
沙走石的荒漠戈壁，骆驼因忠诚如一、忍
饥耐渴、知难而进被誉为“沙漠之舟”。
“忠实、踏实的作风和特别能忍耐、特

别能奉献的品质，正是骆驼品格的内核。”
该旅副政委张进虎说。骆驼文化是该旅军
营文化建设的又一亮点。在最艰苦的四连
哨所，官兵捡来碎石，摆成一只负重前行的
骆驼；在一连院墙上，战士画的骆驼栩栩

如生；“遥远的海市蜃楼，驼队就像移动的
山……”这首讴歌骆驼的草原名曲成为八
连官兵耳熟能详的旋律。彰显骆驼品格的
文化元素无声浸润到官兵的生活世界。

文以养人，化以塑魂。文化之力，体
现的不仅是风卷残云、摧枯拉朽的刚劲，
更是潜移默化、滴水穿石的柔韧。在骆驼
文化的耳濡目染中，官兵心中有界碑、脚
下有方向，艰苦不言苦、苦干不苦熬。六
连三级军士长崔鹏，在连队一干就是 19
年。作为连队驾驶员，他苦练驾驶、修理
技能。2014年，他参加内蒙古军区比武，
在运输车前桥总成更换项目中，以用时8
分50秒的成绩打破军区纪录。他还针对
边境复杂路况，接连发明了车辆防淤陷自
救装置、齿轮油加注器、野战轮胎快速充
气装置，有效提升了边境执勤效率。

正是靠着这股知难而进、坚韧不拔的精
气神，近年，该旅全面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所属辖区实现了全程可视、无缝链接，形成了
全天候、全方位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在边防
线上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

战马雄风

每当看见骏马在草原飞奔，总给人
金戈铁马、纵横沙场的感觉。威武能战的
草原战马，彰显了不畏艰难的勇气、不怕
牺牲的豪气和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战马，
理所当然成为该旅军营文化又一“主角”。

该旅的战马文化紧扣精武强能这
个关键精神点，引导官兵勇打头阵、勇
当尖兵、勇争第一、勇于亮剑。

文艺演出小分队编排的新民乐《战
马奔腾》每场必演，声声战鼓，嘶嘶马

鸣，震撼心灵，催生血性。
“夜来铁马冰河梦，誓守边关万重

山。”“金戈铁马在，关山稳如磐。”在连队，
一句句关于战马的诗行气冲云霄。这些
由官兵原创的诗被张贴在床头上、屋檐下，
镌刻在观察哨、瞭望台。它们也成为边防
军人精武强能、练兵备战的生动写照。二
连排长姜浩，在一次 400米障碍训练中，
不慎摔倒受伤。这一摔，把姜浩推向了
人生的“十字路口”。经诊断，他的左小
腿腓骨粉碎性骨折，手术时，医生在他
腿内植入一块钢板。然而，没有什么能
够阻挡勇者的脚步。姜浩针对自身实
际，进行“精准施训”，摸索出“小腿力、
大腿力、腰腹力、上肢力，灵活性、协调
性，单腿支力平衡”的“四力两性一平
衡”训练方法。1年后，姜浩重回训练
场，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王者归来”。他
代表内蒙古军区参加原北京军区“军事
三项”比武竞赛，获得男子 10公里越野
第一名、400米障碍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并荣立个人二等功。次年 6月，姜浩代
表内蒙古军区参加原北京军区基础训
练比武，取得了个人全能尖子综合第 9
名的成绩，荣立个人一等功，并被原四
总部表彰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

不屈的脊梁托起绝对忠诚的剑柄，
过硬的素质铸就所向披靡的剑锋。润
物无声的战马文化，滋润着边防官兵的
心灵，更炼就出无数利剑，镇守着祖国
的北疆。正像《北疆卫士之歌》里所唱，
“戍边使命肩上扛，人民嘱托胸中装，驻
守在祖国北疆，就是那铁壁铜墙……”

上图：该旅官兵在女儿山革命烈士

纪念碑下，向军旗宣誓。 娄立达摄

戍边人心中的北国风光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利用驻地文化培育北疆卫士的故事

■本报特约记者 付晓辉 通讯员 郝志峰 樊 超

当中国画《喜悦》历时 3年完成的那
一刻，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创作室画家曹
天龙眼含热泪，激动的心情不亚于画作
中人们欢呼雀跃、倍感欣慰的瞬间情感
迸发。那么，这幅画究竟有着怎样的源
起？创作中又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这还要从一张老照片说起。2012年
参观原第二炮兵军史馆，曹天龙的目光
被一张老照片吸引：1966 年 6 月 30 日，
周恩来总理亲临导弹阵地视察导弹发
射。这张照片太珍贵了，出于保密需要，
那个年代保留下的图片资料少之又少，
而且这张照片恰好拍摄于原第二炮兵宣
告成立的前一天。1966年 7月 1日，周总
理亲自为第二炮兵命名。这张照片的重
要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这张珍贵照片让曹天龙心潮澎湃，
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然而，曹天龙在
构思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比如如何运
用中国画这样一种唯美的艺术形式，去
描绘风云变幻、威武壮观的发射现场；如
何再现重大军事历史题材场景，让历史
的厚重感、年代感跃然纸上。为此，他大
胆创新，将水墨雕塑的理念运用到创作
中。具体来说，就是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
技法和雕塑造型理念相结合，增加笔墨
的厚重感和金石味，使画面增添质感和
硬度，人物更加立体生动。

从绘画本身来看，画面的主体人物
为周恩来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和二
炮首任司令员向守志同志，后面的发射
号手们和技术人员振臂高呼、相互拥
抱，发射成功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构
图上，作者借鉴影片《横空出世》的经典
场景，以略微俯视的视角，展示宏大发
射场面，营造近景、中景、远景的层次
感。主体人物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
上，成为视觉中心。远处以发射架和滚
滚烟雾为背景，营造浓厚的阵地氛围。技
法上，大量运用块和面代替传统线条，以
浓淡枯湿的层次变化结合雕塑的造型理
念来表现厚重与丰富性。设色上，单纯用
墨来体现时代特征、还原历史、引发共
鸣。此外，作者还十分注重细节刻画，从
周恩来总理那标志性的叉腰站立动作和
脸上洋溢的喜悦表情中，可以看出，导弹
发射成功了。后面的战友或紧紧相拥、或
欢呼雀跃，还有的将战友抛向空中，营造
出发射成功后的历史瞬间。整体画面层
次感分明、人物立体多样、风格素朴有
力，是创业初期前辈们披荆斩棘、攻坚克
难、抛家舍业，为导弹事业奋斗终生的真

实写照。
历史是深沉的，也是厚重的。对于年

轻创作者来说，技法运用不是问题，但想
要准确把握历史题材内核与时代精神，
就要下一番功夫了。曹天龙在创作初
期，没有急于动笔，而是花费大量时间做
前期准备，多方面寻找创作灵感：研读
《杨成武回忆录》《向守志回忆录》，观看
导弹发射影片……为准确描绘发射团队
中各类技术人员，他多次下连队体验生
活，临摹人物肖像。4幅初稿完成后，又
请专业老师提出修改意见，历经 3年打
磨才最终定稿。
《喜悦》这幅作品是对前辈们的致

敬，是战略导弹部队光辉发展历程的再
现，也是水墨雕塑在军事历史题材中的
一次成功运用。期待画家创作出更多反
映“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
火箭军题材美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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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学习宣传
贯彻十九大精神主题晚会，在白雪皑皑
的西部边陲拉开帷幕。
“红军师的战旗红，是无数先辈的热

血所浸染；红军师的战旗红，是官兵对党
和人民的忠心赤胆……”炮火声中，冲锋
号响起，34次争夺、14小时鏖战，纵然在
厮杀的冲锋中倒下，依然将布满弹孔与
鲜血的红旗插上主峰……情景表演《足
迹》以扣人心弦的音乐、生动逼真的表
演，将红军师从初创到壮大、从陕北闹革
命到奋进新时代的光辉历史演绎得淋
漓尽致。硝烟与战火、苦难与辉煌凝练
而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历经岁月洗礼而
愈加厚重，英雄的精神一点一滴浸透到
红军传人的血脉。这台晚会也作为新
兵入伍的一堂课,让官兵接受了一场精
神洗礼。
“红军师传人的青春应该有这样的

豪情壮志，红军师传人的热血应该像这
样沸腾流淌……”音乐快板《十九大精
神指航程》、歌舞《奔跑在新时代》以接
地气的语言、欢快活泼的节奏将十九大
精神贯穿始终，成为“红色文艺课堂”的
压轴节目。这是根据该师“红色基因代
代传”工程建设改编的节目。连日来，
该师在基层部队广泛开展“做新时代好

战士、当红军师好传人”岗位实践活动，
营造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浓厚氛围。紧接着，表演唱《军民共
建和谐家园》将红军师十九大精神宣讲
队走进社区的真实故事搬上了舞台。
俏皮可爱的动作，幽默诙谐的语言，来
自战士日常生活的台词，从兵的视角设
置的情节，让人捧腹的同时，也在无形
之中把“热爱人民甘于奉献”的红色基
因传递到官兵心里。演出接近尾声，舞
蹈《练练练》以勇猛的拼杀、劲爆的力量
再一次令现场官兵热血沸腾。“沙场亮
剑、了如指掌，敢打善战、势不可挡，红
色基因、浴血荣光……”嘹亮歌声里，军
魂在激荡。

牢记红色历史，砥砺强军壮志，将
“红色基因”与“十九大精神”融入到文
艺活动中，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光荣传
统与新时代融合，是该红军师演出队文
艺创作的追求，也是学习贯彻落实十九
大精神、争做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
的实际举措。“红军师官兵需要这样的
晚会。文艺舞台也是教育课堂，可以
使官兵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打牢传承
红色基因、做红军师传人的思想根基，
立起新时代军人好样子！”该师政治部
主任杨前卫感言。

红色血脉激荡天山南北
■董治国 陈洪佳

强军文化观察

《
喜
悦
》（
中
国
画
）

曹
天
龙
作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文化创新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