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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身炸碉堡，热血铸丰碑，前赴后
继，百折不回，战功写满千山万水……”
年初，在北部战区陆军第 78 集团军某
旅“新时代董存瑞传人”颁奖典礼上，
官兵一起唱响旅歌《代代高呼董存
瑞》，奋进的歌声就像出征的号角，让
人热血沸腾。

70 年前，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
年仅 19 岁的董存瑞在紧要关头，一手
托起炸药包，一手拉燃导火索，用血
肉之躯为部队开辟出一条胜战的通
道。70 年过去，我们走进董存瑞生前
所在部队、陆军第 78 集团军某旅，去
体味融入这支英雄部队血脉里的董
存瑞精神，见证“我是董存瑞传人”的
英雄印记。

董存瑞是我们的老班长

“地上磨的水泥可光了，桥墩上炸药
放不住，搁在地上也不管事啊，眼瞅着战
友一个个倒下，董存瑞能不急吗……”镜
头里，曾是董存瑞生前教导员的老兵宋
兆田眼含热泪还原英雄风采，激动的话
语深深感染着官兵。

英雄就是一面旗帜，英雄就像一
座灯塔。长期以来，该旅始终注重挖
掘和弘扬董存瑞精神的时代特质，深
入开展“弘扬新时代董存瑞精神，争做
董存瑞式钢铁战士”实践活动。每逢
大项任务前，他们都会在董存瑞雕像
前开展宣誓动员活动，组织官兵代表
话英雄、谈感言、表决心，凝聚“我们
是董存瑞部队”“我是董存瑞传人”的
精神认同。该旅政委张永华介绍说，
“董存瑞是我们的老班长，组织这样的
仪式活动就是希望传承英雄精神，引
导官兵把忠诚信仰转化为听从指挥、
服从命令、完成任务的具体行动，外化
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工作。”

去年,该旅面临编制调整、驻地移
防和新装备试训等多项任务，7 月份
刚到新驻地就参与到抗洪救灾中。
他们在清除淤泥、转移物资、抢运财
产作业中，共完成 20 多个重要街道、
30 公里路段、5 万余立方米的淤泥和
垃圾清理工作。抗洪结束后，旅长陆
岳带领 35 名训练骨干迅速投入到新
装备攻关训练中，对新型火炮、各类
指挥车等新装备进行研究训练。不
到 3 个月的时间，他们克服各种困难，
研究出数十个新装备课目的组训方
法，并在全旅推广。在年底演习中，
该旅全员全装全要素挺进科尔沁大
草原，通过摸索出的发现即打击、锁
定即命中、攻击即转移等高效作战方
式，实现了“距离不差半个标尺、方向

不差一个密位、炮弹全进圈、事故不
沾边”的目标。

胜战旗帜因何铸就

在隆化战斗前，董存瑞曾说：“在这
次战斗中，我负伤不下火线，牺牲了当个
掩体，死也要把隆化拿下来。”最终，董存
瑞以舍身炸碉堡的壮举，矗立起一座革
命军人英雄气概的丰碑，也赋予一代代
英雄传人奋勇杀敌的无穷精神力量。

在部队营区我们看到，橱窗灯箱里挂
出来的是董存瑞以及众多英雄官兵的肖
像和故事，连队门口两侧是“争做董存瑞
式钢铁战士”训练龙虎榜，还有“存瑞快
报”、董存瑞故事集、“存瑞格言”“存瑞之
声”广播……营区充满了与董存瑞精神有
关的浓厚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的熏陶
下，“当好董存瑞传人”“当兵要像董存瑞”
这样的价值观念在官兵中间深入人心，并
由此演绎出一个个练兵备战中的生动故
事。在一次跨区基地化演习中，该旅董存
瑞连担任主攻任务，董存瑞班第 53任班
长焦国庆带领 4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
奔袭8公里，包抄迂回在“敌阵地”后方并
活捉 4名蓝军。董存瑞班第 52任班长张
金龙也有过这样“深入虎穴”的经历，在转
移阵地时两门火炮突然被蓝军“摧毁”，张
金龙跳下战炮迅速分析地图，断定蓝军的
暗袭小分队很可能潜伏在一隐蔽断崖处，

随后他带领战友生擒蓝军5人。
“天塌下来也要完成任务，豁出生命

也要夺取胜利。”这句话不仅是董存瑞班
的座右铭和真实写照，更成为全旅官兵
的价值追求。近 3年来，这个旅在集团
军以上比武竞赛中，先后夺得 15个团体
第一、50多个单项第一，被上级评为“军
事训练一级单位”。

那枚金灿灿的“存瑞奖牌”

“当兵不得块‘存瑞奖牌’，我们谁
也不甘心！”该旅第 54任董存瑞班班长
王鹏告诉笔者，他心目中的“存瑞奖牌”
是旅里为纪念老班长董存瑞设计的奖
牌。每年 5月 25日英雄祭日这天，该旅
都要举行“存瑞杯”军事专业大比武，并
为取得第一名的训练尖子颁发“存瑞奖
牌”，一批批训练尖子由此脱颖而出。

身在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总能在
潜移默化的氛围熏陶中受到董存瑞精神
的鼓舞。自行加农榴弹炮二营四连连长
杜明磊是大学生入伍，因为训练成绩优
异提干。经培训后回到部队，面对更换
的新式自行火炮，他硬是在 9个月内啃
下了 10余本专业教材，整理了 20余万字
的学习笔记，熟练掌握了 5个专业多个
号位的操作原理和流程。任连长以来，
他先后 2次在“存瑞杯”军事比武中获得
“存瑞奖牌”。

“我们学习弘扬董存瑞精神，最现实
和紧迫的就是要扎实练兵备战，激励和
感染官兵苦练技能本领。”该旅旅长陆岳
介绍说，荣获“存瑞奖牌”的训练尖子，在
战斗力生成的链条上直接带动了部队整
体作战能力提升。董存瑞精神如同熊熊
燃烧的薪火，在一枚枚滚烫发亮的“存瑞
奖牌”上不断获得新生。

70年的坚守、继承和发展，这支部队
把董存瑞精神融入到新的时代命题，形成
了以“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最光荣”为
核心精神，以“把心交给党的忠诚信仰”
“舍身炸碉堡的英雄气概”“打狼要有真本
领的胜战能力”“天塌下来也要完成任务
的使命担当”“恨敌人恨到骨子里的斗争
精神”和“为人民奉献一切的人民立场”为
特质的新时代董存瑞精神。品读这一句
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们想起在董存瑞部
队一直流传的这样一段话：“训练场上想
起董存瑞，优良成绩排成队；困难面前想
起董存瑞，迎难而上不后退；抢险救灾想
起董存瑞，勇往直前不畏惧；战斗时候想
起董存瑞，英勇杀敌大无畏；老班长董存
瑞，一面红旗放光辉！”是的，尽管英雄已
经远去，但他的精神已经积淀成为一支部
队的集体性格和文化品格，并不断被注入
新的时代内涵，在后继者身上传承，在战
旗上散发出胜战的光芒……
（图为该旅新兵下连时在董存瑞纪

念馆组织授枪仪式。杨再新摄）

每当想起老班长的名字
■夏董财 于德新 刘立飞

武警驻广州某部，前身为抗联“杨靖
宇支队”第一团。这支部队先后参加辽
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积淀了鲜
明的“铁心向党、铁血抗战、铁胆降魔、铁
骨擎天”的“靖宇精神”。走进该部，官兵
们充满活力与朝气的身影，训练场上热
火朝天的练兵氛围，都让我们感到由红
色基因凝聚的战斗文化，正在强军实践
中绽放着新的魅力。

战斗文化的根脉在历久弥新的红色
基因中。“杨靖宇同志在冰天雪地、弹
尽粮绝的紧急情况下，孤身一人与日寇
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多年
来，这个支队坚持组织新报到的官兵到
靖宇广场面向杨靖宇雕像宣誓，并为他
们详细讲述英雄事迹。与此同时，他们
还在各中队广泛开展学队史、忆队史活
动，组织开展“强军论坛”，引导官兵
在学习中坚定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
兵打仗的初心。在“传承红色基因、担
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活动中，他们通
过战地宣言、微广播、微视频、微故事
等途径，让身边典型成为主角。在营区
内,支队着力打造“忠诚、勇敢、战
斗”文化氛围，“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平时忘我、难时担当、战时亮
剑”等一句句充满血性的标语催人奋
进,“二等功臣范成光”“十大靖宇战士
甘博”等先进典型的事迹让人心生力
量。一茬茬官兵不仅成为英雄故事的传

播者，更成为英雄精神的践行者。
战斗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育出

来的。没有平时战斗文化的熏陶，就不
可能激发出战时“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血性胆气。今年 2月，支队侦察
中队组织实战化训练。深夜，一声令
下，中队急行军 40余公里，在一片陌
生地域展开训练。在官兵体能严重消耗

之时，指挥所现场随机导调，设置
“敌”情。中队官兵在无补给的情况下
进行野外生存，并完成极限爬行、扛舟
行军、高地冲击、战术漂流等 20余个
课目训练。这是该部坚持在急难险重任
务中引导官兵练就本领、砥砺血性的
一个片段。在实战化军事训练的热潮
中，他们还通过组织官兵进行跨昼夜

野营拉练、定期开展魔鬼周训练、组
织中队之间的红蓝对抗等方式，不断
在复杂环境中磨砺官兵意志品质，提
升军事训练水平。近年来，该部圆满
完成执勤安保、处突维稳、抢险救灾等
多项急难险重任务。
（图为该部组织官兵在训练中挑战

极限，锤炼意志。李 勤摄）

英雄根脉铁血魂
■吕俊飞 王紫箫

记得是1965年岁末的一个清晨，

我在高音喇叭里听到一首这样铿锵有

力的歌——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哪里艰苦哪儿安家

祖国要我守边卡

扛起枪杆我就走

打起背包就出发

……

就在那天的音乐课上，音乐老师走

进教室，翻开一本《红旗》杂志说：“同学

们，今天教大家学唱一首新歌。”呵，唱

的就是这首《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

话》。那清新明快的旋律、坚定昂扬的

气势、扑面而来的边疆气息，深深地感

染和冲撞着我的心扉，使我情不自禁地

想要奔赴边关，走进那支“打起背包就

出发”“翻山越岭去巡逻”的队伍。

几年后，十八岁的我唱着这首歌出

了校门，唱着这首歌参军入伍，唱着这

首歌踏上西行的列车，唱着这首歌穿越

茫茫大漠戈壁来到新疆最西北的惠远

小镇，然后唱着这首歌走出新兵训练

营被分配到一个叫做阿拉马力的边

防连。连队老兵们列队高歌欢迎我

们这批新兵，唱的竟然也是这首歌。

唱毕，脸庞黝黑、腰间挎支小手枪的连

长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对我们讲话：

“伙计们……噢不，新战友们！男儿不

当兵，爹娘白白生；当兵不进疆，早晚悔

青肠；进疆不守边，吹牛都不敢；来到咱

哨卡，那才叫呱呱……俺给你们讲，阿

拉马力可是一个有名的先进边防连，

‘两把铁锹一口锅，三峰骆驼一首歌’就

是俺们的光荣连史，你们只要时刻把它

揣在心里，这个兵就当不孬……”

一到班里，班长给我们几个新兵上

的第一课就是讲连史。我这才知道，连

长讲的“一首歌”，就是诞生于阿拉马力

边防连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我为之惊奇

而又激动——不止于此，宿舍墙上的一

幅宣传画立即拽住了我的目光：一队官

兵骑着高头大马，警惕地行进在边境线

上，背景是被郁郁青松覆盖的巍峨高

山。这幅画我太熟悉了，参军前，在我

的家里就挂有这幅画；那个年代，有两

幅宣传画特别有名，一幅是几名身披白

色斗篷的战士手握钢枪，在珍宝岛界河

我方一侧隐蔽巡逻，另一幅就是这张

了。而这幅以彩色照片印制的画，就拍

摄自阿拉马力哨卡，骑马走在最前面的

是我当时的副连长。

能来这儿当兵，见到歌曲中反映的

“真的景、活的人”，我觉得自己真是太

幸运了！

这里地处西天山深处，一条蜿蜒的

界河——霍尔果斯河贴着连队西侧的山

脚流过，不远处便是云雾缭绕的卡拉乔

克山，山顶积雪皑皑，山谷林海松涛。阿

拉马力是突厥语，意为盛产苹果的地

方。营房一侧的山坡上，还真有一大片

苹果园，是一茬一茬的老兵们种下的。

开春季节，白色的苹果花与漫山遍野的

野菊花、芍药花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汇

成了蔚为壮观的花海。但一进入冬季就

不是这样了，将近五个月的大雪封山期，

会让这里变成一座白茫茫的冰雪孤岛。

那是1962年，我国正处于最困难的

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紧张的国际

关系，使得西部边防建设显得极为迫

切。中央军委一声令下，驻守在甘肃、青

海、福建、浙江等地的指战员立即“打起

背包”向新疆进发。被派往阿拉马力的

10位官兵，在第一任连长高立业的带领

下，未等喘息，就扛着两把铁锹，背着一

口铁锅，牵着3峰骆驼，徒步两天一夜，

来到了这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标注的荒

无人烟的地方。他们选了块坡度较小的

山洼，搭帐篷，挖地窝，每天除了训练习

武，就是沿边境线巡逻；靠着两条腿、一

双手，他们趟冰河，攀峭壁，吃野菜，喝雪

水，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硬是在这里建

起了一个边防站。正如歌里唱的：“边防

线上把根扎，雪山顶上也要发芽”“顶风

冒雪把武练，练好本领准备打”“翻山越

岭去巡逻，敌人侵犯决不饶他”……

当时，伊犁军分区年轻的宣传干事

李之金来到阿拉马力边防连蹲点，耳闻

目睹了守边官兵的事迹，感动得睡不着

觉，半夜爬起来在煤油灯下把这些事迹

用最朴实的语言写成歌词。随后，他凭

着自己在新疆工作十多年的生活积累，

给歌词谱写了富有新疆民歌风味的曲

子，最终形成了《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

的话》这首歌。歌曲激情的旋律、欢快

的节奏、饱满的情感、生动的叙述，将戍

边官兵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却乐观向

上、无怨无悔、信念坚定、听党指挥的精

神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

1964年，新疆军区举行文艺汇演，这

首歌很快在新疆南北传唱开来。1965年

年底，这首歌作为新疆军区代表队的参演

作品，进京参加了全军文艺调演。当时，

《红旗》杂志选登了10首优秀歌曲，《毛主

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就在其中，由此这

首歌传遍全国。于是，也就有了我的初中

音乐老师捧着《红旗》杂志教我们唱这首

歌的事。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李之金，后

来成为伊犁军分区的宣传科长、政治委

员，有段时间还是我的直接领导，和我一

起为军分区宣传队创编过节目。他这一

生，就写过这一首歌，可这是含金量多么

高的一首歌啊，这是他和戍边官兵用心血

共同凝结而成的不朽之作。今天，这首歌

已经成为阿拉马力边防连的连歌和某边

防团的团歌。它不仅是那一代戍边军人创

业生活的真实写照，其内涵更是一代又一

代戍边官兵的精神坐标。

2013年6月，我回到阔别了37年

的阿拉马力。界河还是那条界河，山峦

还是那些山峦，但营区变了大样，官兵

住进了漂亮的楼房，联通了全军政工

网，巡逻方式由最初的徒步到乘马、乘

车，如今可以乘直升机了，甚至坐在机

房，就可以用科技手段管控边界……

全连集合欢迎我的到来，唱的还是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我与战士

们一起高歌，一起心跳；蓦地，挂在营房

门前的“红歌连”牌匾映入我的眼帘，一

股热流在我胸中涌动，我眼眶湿了……

阿
拉
马
力
的
歌
声

■
唐

栋

强军文化观察·红色基因

有一种旋律，无论何时何地，总
让人心潮澎湃；有一种旋律，寄托着
青春记忆，让人永生难忘。那是精神
故乡里，让人沉醉的河；那是金戈铁
马的岁月里，让人热血奔涌的鼓点；
那是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真正品得
的味道。多少回，只要那熟悉的旋律
一响起，就仿佛陷入一个巨大的情感
磁场；多少回，伴着那熟悉的旋律，我
们噙着泪水，内心在震颤。

在人民军队的军事文化殿堂里，
有一大批经久流传的经典军旅歌曲。
它们饱含着英雄冲锋的壮怀激烈，壮

士仗剑走天涯的无怨无悔和大爱无痕
的深切绵长……它们折射出人民军队
90多年的壮丽征程，融入一代代革命
军人的军旅人生，是强军文化的重要
载体。我们开设这个新栏目——“岁
月留声”，就是希望通过作者独特的人
生讲述，与广大读者一起感受这些经
典军旅歌曲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欢
迎大家踊跃投稿，来稿请发至邮箱：
xincaolizhenyu@126.com。今天，就
让我们跟随著名军旅作家唐栋的思
绪，走进那首让数代军人耳熟能详的
经典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开 栏 的 话

岁月留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