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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祁连山下，河西走廊，气温零
下 20℃。此时，武警甘肃省总队陈兵荒
漠冰河，多种课目对抗正在紧张进行。
目之所及，尘烟四起，冲锋的身姿在硝
烟弥漫的演兵场上时隐时现。该总队
领导介绍，官兵这种在踏冰卧雪中勇于
挑战极限的满腔热情，是总队官兵精神
面貌的一个缩影，也是近年来该总队打
造强军文化成效的生动展现。

遥远的边塞诗篇依然回响

嘉峪关，河西走廊重镇，是古代重
要的边疆要塞。这里的戈壁、大漠、古
道等自然景观，伴随着一首首激扬高
亢、雄壮豪放的优秀军旅诗词，成为中
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边塞意象，凝结着
一代代优秀中国军人悲壮豪迈的英雄
气概与深沉热烈的爱国情怀。可以说，
战斗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要吟诵起那些
经久流传的壮丽诗篇，你就能感受到一
个民族特有的战斗意志，你就能跨越时
空阻隔，与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战斗
的英雄将士们实现心灵的对话。这就
是边塞文化的魅力。

武警嘉峪关市支队就驻扎在这样
一片有着厚重边塞文化底蕴的地方。
近年来，他们组织官兵开展“卫士辞章”
活动，引导官兵悉心品读边塞诗词，感
悟报国之志，激发从军豪情。每逢新兵
入营、老兵退役、重大节日或野外驻训，
他们都要穿插进行优秀军旅诗词吟诵
活动，让官兵不断受到边塞文化的熏
陶。“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
兰”。上等兵卢虎的笔记本里，用工整
的字迹誊写着王昌龄的《从军行》等边
塞诗词。他说，这是戈壁军营送给他的
第一份礼物。一年前，他从美丽富饶的
南方城市来到贫瘠荒凉的戈壁大漠，心
情一度低落。在一次“读诗会”上，面对
巍峨的祁连山，当指导员用富有感染力
的声音朗诵完这首诗后，他深深体会到
一种作为军人保家卫国的自豪感。“听
着那些苍劲的诗句，仿佛听到了这古战
场上千年兵魂的呼唤。”从那天起，卢虎
几乎每周都会誊写下一两句简短的诗
行，用以鼓舞自己扎根戈壁、逐梦边关
的军旅征程。“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
生”，这是大学生士兵贾兴东的座右
铭。贾兴东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名应
届毕业生，为了圆自己的军旅梦想，毅
然应征入伍。“驻守在雄伟的嘉峪关脚
下，马革裹尸、以身许国的古代将士就
是我们的榜样！”贾兴东告诉笔者。

诗以明志、诗壮豪情，学习、赏读、感
悟边塞诗词，使官兵丰富了人文知识，陶
冶了品格情操，尤其对于培育新时代“四
有”革命军人、塑造“两不怕”战斗精神具
有深远意义。总队政治工作部主任黄汉
京说，甘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那
一首首意境悠远的边塞诗词，或直接描

写激烈的战斗场面，或表现将士将生死
置之度外的旷达奔放，富有浓郁的战斗
气息，在战士训练和遂行任务最艰难最
困苦的时候，这样的诗篇就像一声声催
人奋进的号角，总能激起官兵不断超越
自我的战斗情怀。这些年，嘉峪关市支
队一茬茬官兵多次在上级组织的竞赛活
动中夺冠，去年底支队还被武警部队评
为“基层建设标兵支队”。

戈壁大漠上的硝烟味

河西走廊的广阔地域，历来是兵家
必争之地。在我军历史上，红军三大主
力会师后，为组织宁夏战役，进入河西
的红军（史称西路军）就曾在这一带进
行过异常艰苦卓绝的战斗，付出巨大牺
牲，留下一段悲壮历史。不久前，就是
在西路军曾经浴血奋战的地方，我们目
睹了武警武威市支队组织的一次“红
蓝”实兵对抗。

一声令下，部队迅速前推 10 余公
里，在方圆 100余平方公里的陌生地域
展开，侦察前置、迷彩伪装等作战手段
干脆利落，多层拦截、机动设伏等战术
战法变幻莫测……最终，“红方”以多种
战法成功抵挡了“蓝军”突袭。
“同志们，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

用手中铁拳，让‘敌人’有来无回……”
戈壁滩飞沙走石、硝烟弥漫，刚刚经历
一场恶战之后，机动中队指导员梁海涛
组织再战动员。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语，
激发出官兵的战斗决心和勇气。当警
报再次响起，官兵闻令而动，迅速奔向
战位。

支队政委柳暾告诉我们，要培养官
兵逢敌亮剑、敢打必胜的虎气、豪气、底
气，军营文化建设就必须时时处处彰显
出战斗属性，让富有“硝烟味”的战斗文

化点燃勇士战斗的激情。在该支队营区
我们看到，一句句醒目强劲的战斗口号
催人奋进；彰显忠勇品格、胆气血性的诗
词名言和战斗故事集铸魂励志、培育血
性；中队训练龙虎榜、标兵风采荣誉栏让
人心生力量……整个营区充满雄健豪
放、虎气威猛的战斗气息。在部队外出
遂行任务时，他们从帐篷文化、车厢文化
入手，突出战斗元素，配合升旗、授衔、授
枪、授章、誓师等仪式开展战地教育，为
部队培育战斗精神提供“营养剂”和“活
力源”，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官兵“见任务
就兴奋、见第一就拼命”的争劲虎劲闯
劲。一中队班长王杰，在去年该总队首
届搏击比赛中夺得佳绩，他深有感触地
谈道：“正是支队历来重视官兵战斗精神
的培养，造就了我永不服输、勇争第一的
坚韧性格，让我心中时刻升腾起要为支
队和中队争光的坚定信念。比赛中，虽
然鼻子破了，眼睛肿了，浑身疼痛难忍，
但我知道自己不能放弃，只有拼下去才
能赢。”近年来，该支队先后执行维稳处
突和安保等多样化任务 20余次，每一次
都圆满完成任务。

红色地标点燃心中火焰

去年 12月，笔者在武警庆阳市支队
华池县中队采访，看到中队书架上有这
样一套名为“南梁血脉”的丛书，全套共
四册，分别是《支队血脉》《红军在南梁》
《南梁战斗故事》《南梁红色格言》。

指导员王洲介绍说，这套丛书是支
队在总队指导下，参阅华池县驻地大量
史料文献和相关材料，请教了 20多名老
前辈，历经两年编写而成的，里面的故
事都是描绘当时红军在南梁的战斗经
过，现在已成为中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载体。

庆阳是革命老区。1934年，刘志丹、
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创建了以华池县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正是这块红色根据地，为
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多年来，为让
英雄的血脉在红军传人的热血中奔腾，
中队经常组织官兵参观“南梁革命纪念
馆”“山城堡战役遗址”等革命传统教育
基地，邀请驻地老红军、军烈属及史志专
家来队授课，组织观看《长征》《大会师》
等教育影片，开展“学事迹、讲故事、做传
人”大讨论。官兵们在潜移默化中体悟
到革命军人的千钧使命，自觉成为红色
基因的传承者、捍卫者。

激战腊子口、定向哈达铺、会师会
宁城、决战山城堡，西路军血战千里河
西走廊，720处红色遗址、8处国家级红
色景区遍布甘肃境内，英雄史诗震古烁
今，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
精神富矿。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下，
总队党委更加坚定了这样的认识：传承
红色基因是铸魂工程，必须用新的理念
和新的举措，将“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
军重任”主题教育提升到新的境界。基
于这一思路，总队政治工作部扩容改建
红色教育网站，设计“线上红色史馆”，
建立了 109个红色教育基地，定期组织
官兵参观和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帮助官
兵在铭记历史、感悟传统中铸牢军魂；
编写陇原大地系列红色故事书籍，用微
信公众号、微电影、微广播等载体讲红
色故事，宣扬英雄人物，解读战役战例；
举办红色题材书画摄影展、创演红色内
容微电影、拍摄红色陇原电视片，让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融入官兵血液、植入
官兵灵魂，厚植部队发展底蕴。此外，
他们还积极打造以雕塑、史馆、橱窗、走
廊等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文化实体工
程”，完善了 218个中队队史馆，有效丰
富了各级红色文化宣传教育的阵地。

兵行古道长风
■屈杰文 张金岭

今年的两会上，习主席在出席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的讲话
中，再一次强调了军民融合的重要性。
近年来，C919大型客机、运 20大型运
输机、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等国之重器的
成功，无不蕴含着军民融合的力量。发
达国家总体上表现为依靠市场经济发
展推进军民融合的自然过程。我们国
家现在的军民融合，总体来说处在和国
外不同的发展基点上，所以国家主导可
能就更强，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是我们相比于
其他国家的明显优势。

军民融合，我们蕴含巨大潜力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提

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在出席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习主席再次强调，

“要加大依法治军工作力度，强化法治信仰

和法治思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

体系，加快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

“规章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

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

窿顶上不可动摇的拱心石。”法国思想家

卢梭的这句话，意在强调法治精神与法

治思维的重要性，强调要使法治精神真

正成为“慢慢诞生的风尚”，成为不可动

摇的“拱心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军事法治体系的进程中，必须挖掘法

治精神的军事文化底蕴，激发广大官兵

法纪严明的文化自觉，运用好文化的力

量铸牢法治信仰、坚定法治意志。

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文

化是法治之源，任何军队的法律都是一

种文化形态。法律最早诞生于战争中，

中国历史上的司法鼻祖皋陶所在的时代

正是华夏族和苗蛮族大规模的战争时

期。“刑起于兵”“师出以律”“兵狱同制”

“大刑用甲兵”“凡兵，制必先定”等，说的

都是法律最早出现于军队中，军事社会

是最早的法治社会。“军中无戏言”“军令

如山”等讲的都是军队使命的重要性决

定了其所依循的法律的严肃性。姜子牙

被周武王拜为帅后奉命出兵讨伐商纣

王，出征之前，他在帅府挂出“斩法牌”，

开列条款“十七斩”，令之所到，三军无不

用命。吴起认为军队要靠治理才能取

胜，“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

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孙武

校场处斩不听令的吴王爱姬，周亚夫整

肃军纪，汉文帝到军营犒军也不能随便

出入，曹操割发代首……这些久传不衰

的从严治军的佳话，无数次昭示我们：

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这是军事文化

史上的一条基本规律。

要传承好我军的优良传统。严则

所向披靡，松则溃不成军。1935年，蒋

介石的爱将张灵甫因生活原因，射杀妻

子吴海蓝。蒋介石赦一张灵甫，毒瘤暗

生，法乱而后功溃。1937年，革命功臣

黄克功因恋爱不成，枪杀陕北公学女学

生刘茜。毛泽东毙一黄克功，三军整

肃，法定而后功成。相似的案件而大相

径庭的执法，在某种意义上寓意着国共

两党的政权得失。胜利之师的文化血

脉中流淌着不可磨灭的法治基因，而失

败之师往往军纪松弛，一盘散沙，谓之

乌合之众。我们这支军队是唱着“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一路胜利前行而来的。

一部厚重的军史，为我们留下了众多依

法治军、从严治军的佳话，也积淀了深

厚的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优良传统。

今天我们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很

重要的就是要大力继承和弘扬这些优

良传统，让其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绽

放出新的光彩。

要让法治文化蔚然成风。法律权

威源自官兵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治

精神是夯实强军文化的重要基石。弘

扬法治精神，就要让法治成为一种思维

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引导官兵

在日常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养成遵纪守

法的文化自觉，把法治观念转化为全军

的行为准则、精神面貌。实践表明，一

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

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

在人们的内心里。当法治成为广大官

兵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

之时，也是法治文化蔚然成风之时，当

是法治军队建成之时。

不可动摇的“拱心石”
■刘保国

沿着河西走廊狭长广袤的土地向历史回溯，在那莽莽群
山、茫茫戈壁和巍巍雄关间，不知沉积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悲壮
豪迈，亦不知有多少壮士震天慑地般的呐喊，仍然在回荡。今
天，我们走进驻守在这里的武警甘肃省总队。其间的点点滴

滴让人感受到，独特的地域和文化底蕴滋养着独特的军营文
化景观，而鲜明的价值追求又让一种文化在新的时空里，散发
出新的精神风采。扑面而来的古道长风与忠诚卫士的铿锵脚
步，在这里交融汇聚起一首首威武壮丽的现代军旅诗篇。

初春，武警甘肃省总队采取摩托化机动和徒步行军的方式，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中，组织官兵进行跨昼夜野营

拉练实战化大练兵，在陌生地域和复杂环境磨砺官兵意志品质，提高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屈杰文摄

每年的两会期间，国外媒体最关
注的热点之一就是中国的军费问题。
国外总有不少的人担忧，其实就是怕
中国的军力发展起来了，会对世界构
成威胁。这完全还是一种冷战思维，
或者还是一种“零和游戏”的表现。中
国军队是一支和平的力量，中国军费
增加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维护世界
和平，为了维护地区稳定，为了维护自
身的国家安全。世界上的难民，有哪
个是中国打出来的？所以，国际上不
应该为此感到纠结，而应该为世界和
平力量的增长点赞！

世界上的难民，

有哪个是中国打出来的

作为一名军人、一位史学研究者，
我对《政府工作报告》中军队建设进程
这一块内容非常关注。报告综述性地
谈到了军队建设成就，谈到人民军队
实现政治生态、组织形态、力量体系、
作风形象这“四个重塑”，十分真切精
准，令人感同身受。尤其是在政治生
态的重塑方面，我军以超强的力度查
处军内贪腐大案，极大地振奋了全军
官兵的政治信心。面对新时代，我时
常有一种振奋感。既对人民军队的未
来更加充满信心和期待，更庆幸自己
也是这段伟大历史的见证者。

庆幸自己是伟大历史见证者

文化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它就像春风化雨，会进入
人的心灵。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必须考虑用文化来凝聚中国人民
的意志。我认为，这其中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我们民族鲜明历史特色的集体记
忆、集体性格和集体行为方式。军事文
艺要为实现强军目标服务，要用文学艺
术的力量去激活正能量，鼓荡精气神。
我们只有找准了这个“战位”，才能找到
工作的着力点，才能明确自己的劲头应
该往哪个方向使。

军事文艺应找准“战位”

今年两会期间，“英雄”再次成为代
表委员热议话题的关键词。对待英雄
的态度，历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一
个时期以来，有人在互联网上频频发出
与中国主流价值观极不和谐的声音，丑
化领袖、颠覆英雄、消解崇高、解构历
史，挑战社会道德的底线，我们绝不能
容忍，必须对其亮剑！我们不能等战争
来了才想到英雄、想到士兵，更不能让
英雄流血还流泪，要把正确的国防观英
雄观教育贯注于日常生活之中。

向“去英雄化”亮剑

罗 援

知名军事学者，多年来一直从事军

事战略和国际战略研究，个人专著有

《战略评估》《谈兵论战》《鹰胆鸽魂》等。

余 戈

军旅作家，微观战史研究者，著有

滇西抗战三部曲《1944：松山战役笔记》

《1944：腾冲之围》《1944：龙陵会战》。

徐贵祥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艺创演

系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第6届茅盾

文学奖获得者。

陈先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著有

《为英雄主义辩护》《捍卫我们的英雄》

等理论著作10余部。

姜鲁鸣

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教授，全

国政协委员，著名国防经济学家，出版

专著30多部。

强军文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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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本报融媒体报道团队与数位军事文化名家连线，就两会相
关话题进行互动。专家们的很多观点，紧密联系现实，鲜明而独到，在广大网友
中间激起强烈共鸣。这里，我们摘取其中精彩段落，以飨读者。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文化创新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