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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从“战歌”引申开来，

丰富的精神载体是成长

的最好营养液

“1950年，赴朝作战出发前，连队时
任指导员麻扶摇连夜写下了一首激情
澎湃的诗歌：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
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该连连长何召荣介绍，歌词的最初版本
经新华社记者陈伯坚修改后发表，由音
乐家周巍峙谱曲，成为《志愿军战歌》。
《志愿军战歌》被称为投在朝鲜战

场上的“精神原子弹”，激励着志愿军将
士不怕牺牲一往无前。

60多年过去了，战歌的激励作用怎
么发挥？“战斗文化”如何传承？该连官兵
就此多次写信与老指导员麻扶摇交流。
“战歌应该与时俱进，为表达新一

代军人的心声服务……”时任指导员张
晓强接到麻扶摇老人的回信后，更加坚
定了丰富发展连队战斗文化的决心。

他们把战斗故事、战斗歌曲、战斗
诗词作为承载战斗精神的三大文化载
体，开启了一段挖掘拓展之路——

从连史中选取 30个英勇顽强的战
斗故事，通过查找相关史料、探访亲历
者，把故事还原，集结成册。

把《志愿军战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歌》《强军战歌》等 25首经典战斗歌曲收
录起来，并将每首歌曲的时代背景、精神
实质整理好、讲清楚，让官兵学唱的同时，
理解每首战斗歌曲的内涵和外延。

集纳古今优秀战斗诗词 80首，配好
注释、译文和赏析发放给官兵，便于随
时学习。开展诗词赏析、接龙和背记活
动，促进官兵入心入脑，领悟精髓。
“这些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承载

着连史长河里‘铁心向党、不畏强敌、敢
打必胜’的战歌精神的精华，每一滴都
是官兵需要的养分。”指导员伍琦翻开
已经有些泛黄的三本资料告诉记者，这
些养分已经滋润了一茬茬的官兵，帮助
他们提升境界、克服困难、成长拔节。

去年 4月，士官陈俊光刚在原驻地
买房安家，就接到了移防命令。面对
困难，他没有丝毫犹豫，打起背包走进
了远行的队伍。他在决心书中写到：
“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
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这就是我的态
度。”
“如今，官兵们自己创作了 2首战斗

歌曲，还有不少战士也尝试着写战斗诗
词呢。”伍琦高兴地说，这将进一步为连
队注入新鲜的精神养料。

“带头领唱”“相互教

唱”“全体合唱”，多管齐下

顺畅滴灌才能直达根系

“我们是战歌连，就要敢打硬仗。”
去年 8月，该连所在旅试射新型弹药，连
长何召荣主动请缨，争来了这个危险性
极大的任务。
“在连史精神的滴灌中，连长是最

重要的那一根‘滴管’，率先垂范践行并
传递着连史精神。”指导员伍琦介绍，去
年一年，连长参加旅各类集训 7次，每次
都是集训考核第一名。

私下里，连长何召荣对官兵们说
过，如果不敢争第一，就对不起战歌连；
拿不到第一，自己就不好意思回来见大
家。

连长和连队干部立起了标杆，该连
官兵都把连队荣誉看得很重，都想用最
好的成绩给身边人做好榜样，为连旗添
彩。

去年年终考核，考虑到班长赵健脚
伤复发，连队提出让他请假。他态度坚
决：“我是战歌连的人，我不参考，丢战
歌连的脸。作为班长，我也必须为战友
们做好表率。”

最终，赵健不但带伤参加了所有科
目考核，还以出色成绩摘得全旅年终考
核桂冠。班里的战士高松感叹地说：
“不用多讲，在班长的实际行动中，我已
经真切地看到了连史精神。”

同样是这次考核，全连集体武装 5
公里项目，以最后一名的成绩计算全连
成绩，24分钟以内才能拿到满分。几名
体能基础稍差的战士，为了不给连队抹
黑，自发利用业余时间负重训练。考核
时，在全连官兵的加油鼓劲下，他以 23
分 45秒的成绩冲过了终点，连队拿到了
满分成绩。
“这样的相互影响和感染，就是连

史精神的一种传递。在这里，每个人都
是一根‘滴管’，都在用行动滋养着别
人，同时也被别人滋养。”指导员伍琦
说，这样的相互作用会形成强大的共
鸣，共同唱响胜利的凯歌。

“战歌”永远嘹亮，让

“雄赳赳、气昂昂”的精神

融入细节滴进血脉

“我的儿子终于长大了！”
班长刘亮第一次休假回家，妈妈看

到曾经顽皮的儿子，待人接物有板有

眼，十分欣慰。刘亮也心生感慨：“是战
歌连改变了我。”

当上等兵时，刘亮调到了战歌连。
到连队第一天，刘亮就感受到了“雄赳
赳、气昂昂”的冲击波——开饭前的队
列行进刚劲有力，歌声番号声是那种自
己从未感受过的豪迈。

训练场上，刘亮更加深切感受到了
不一样：“在 400米障碍训练时，我们以
排为单位进行比赛，每个人都猛拼猛
冲，个个像小老虎。”

后来在连队待久了，刘亮才发现，
这样的训练氛围是连队常态，这样的精
气神是连队最普通的“表情”。

曾经的连队指导员王永久说，为了
让每名官兵时刻感受到“战歌传人”的
高标准，让“战歌精神”入脑入心，他们
坚持从细节抓起，把连史精神融入官兵
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

他们指定专人，利用照相机、摄像
机常态化拍摄官兵训练、生活中的最美
瞬间。在离开连队时，每名官兵都会收
到一份《我是光荣的战歌传人》纪念光
盘和画册。

重要节日、纪念日和连庆日，他们

都会举行向连旗宣誓活动，激励官兵再
创辉煌。每半月组织一次士兵讲堂，由
战士上台分享连史故事和在战歌连的
所学所得。指导员伍琦说，这些传统得
到了长期保持，并融入各项任务中。

前年一次演习，长途机动途中，战
士们自发举行“车厢故事会”，重温连队
战斗英雄殷延宝在朝鲜战场上的英雄
事迹。

演习开始，敌方攻击猛烈，刘亮所
在班在向阵地机动途中“牺牲”了一半。

仅剩 4 人，这个炮班还能不能打？
作为战歌连传人，必须打！

刘亮果断重新分工，带领人员迅速占
领阵地，并打出了首发命中的好成绩。
“在战歌精神的激励下，没有过不

去的坎。”刘亮说，在长期的点滴灌注
下，这种精神已经融入了官兵血脉，遇
到任何困难，他们首先想到自己是“战
歌连传人”，必须敢打必胜。

去年年底，全旅大比武。在射击课
目发挥失常的情况下，战歌连副班长孟
琦振作精神，一举拿下了4个课目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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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歌嘹亮：感悟连史教育的“滴灌效应”
■刘 华 彭友泽

戈壁大漠，歌声飞扬。
西北某实弹射击训练场，南部战区某炮兵

旅实弹射击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几个营轮番唱完几首激情飞扬的军歌后，

大家把目光聚焦在了上前指挥唱歌的某连指导
员伍琦身上。此次，伍琦所在连是唯一一个以

连为单位参加实弹射击的连队，并圆满完成了
特种弹药射击任务。但现在，只有一个连的人
唱，这声音怎么跟别的营“PK”,大家拭目以待。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

祖国，就是保家乡……”随着伍琦有力的节拍，
浑厚嘹亮、强劲有力的一股股声浪猛烈袭来，让

人为之一振。歌声刚停，余音还未散去，热烈的
掌声就响彻了整个训练场。
“这完全在意料之中，我们连就叫‘志愿军

战歌’连，志愿军战歌的歌词出自连队第三任指
导员麻扶摇之手。”采访中，指导员伍琦笑着说：
“我们唱的不是歌，我们唱的是连史的精气神。”

把连史精神点滴融入以《志愿军战歌》为
代表的载体中，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点滴灌
注是该连连史教育的一贯做法。用伍琦自己
的话说：“连史教育要细水长流，我们不要大水
漫灌、浇灌，要在缓缓地滴灌中，寻求连史教育
的最大值。”

利用连史室的教育资源开展教育
活动，是基层连队组织教育的一种常用
方法。如何才能让连史室里的教育课
更有吸引力？这是摆在许多基层带兵
人面前的一道课题。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一连指导
员李丰成上任之初，就有过一次尴尬经
历。他精心准备了一堂连史教育课，集
合时却听到有的战士小声嘀咕，其他官
兵的脸上也看不到期待的表情。

这样的“冷遇”，曾是一些建有连史
室连队的共同际遇。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地方的学校、
单位和企业却热衷于到各连队连史室
参观学习。这个旅有 14个被授予荣誉
称号的单位、10来个连史室，堪称资源
丰厚。一连驻地的中小学和 20多家单
位企业，不约而同将一连连史室作为他
们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连队连史
室平均一个月就要接待 10余次这些单
位的参观学习。
“珍贵食材要给懂烹饪的厨师，大

鱼大肉吃多了就会发腻。”该旅政委程昭
用烹饪的道理诠释连史室的这种“冷”
“热”际遇。在他看来，利用连史室宝贵
资源开展教育授课活动，在拟定合适的
授课主题同时，要“荤”“素”搭配得当，既
要有“大菜”“硬菜”，也得有“家常菜”。

对于被誉为“法卡山英雄营”的该
旅机步一营来说，“为人民甘愿吃亏、乐
于吃苦、勇于献身”15 个字的“法卡山
精神”，就是教导员刘明经常上的“大
菜”。营区门口的一面墙上就有这句话
的烫金大字，谁要是犯了错误，刘教导
员就会让他对着这面墙反思。

刘明教导员有个“隔锅香”的理
论。这个历史上有着 6个获得荣誉称
号单位的营，因为营房老旧正在规划重
建，目前还未建成营史馆和连史室。每
年，刘明都要带着营里的新干部和新兵
到当年“法卡山英雄营”一战成名的地
方——法卡山看一看，去法卡山战斗烈
士陵园祭扫先烈。
“站在现地，先辈的英雄事迹写在

那里，仿佛就能听到当年战场上的枪炮
声，这种场景下不需要讲什么大道理，
心灵自然而然就净化了！”刘明这样描
述这种“隔锅香”的做法。平时的课堂

教育授课，他喜欢把自己在其他单位连
史室里看到的资源，用到教育授课课堂
上。比如，上拥政爱民教育课时，他就
调用“军民同守共建先进连”的连史室
资料；上战斗精神教育课时，他就调用
“尖刀英雄连”的连史室资料等，官兵听
到自己不常见的新鲜资料，更容易集中
注意力听课。
“好味道”也需要“新菜品”调动官

兵的“胃口”。十连指导员龚翼山就尝
到了“新菜品”的甜头。前不久，他以连
史室为授课背景的“微课堂”授课视频，
在陆军比赛中获了奖。这个“微课堂”

的视频在旅政工网发布后，受到官兵的
好评。

从传统实体向数字化平台延伸，也
是该旅“新菜品”的烹饪方式。该旅充
分发挥网络信息量大、互动性强、时尚
新颖、快捷便利等优势，将连队连史室
制作成数字史馆、网上荣誉室。

不仅如此，该旅还组织各个授称的
荣誉连队依托连队荣誉历史，摄制特色
教育视频。定期组织观看教育视频，让
官兵们不仅熟知了连队的奋斗历程、英
模人物和特色精神，还增强了官兵对连
队的情感认同。

连史教育如烹饪 也要讲究“色香味”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宋邦稳 任 鹏

“志愿军战歌”连全体
官兵致麻扶摇前辈的信

尊敬的麻老前辈：

您好！60多年前，您慷慨激昂写

下的《志愿军战歌》，激励了广大志愿

军官兵英勇战斗。60多年过去了，《志

愿军战歌》的旋律依然响彻大江南北，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奋勇拼

搏。作为“志愿军战歌”连的传人，我

们因《志愿军战歌》而感到无上荣耀。

老前辈，我们一直用一往无前的气

势和必胜的信念去续写战歌连人新的

辉煌。近年来，连队全面建设稳步发展，

取得了骄人成绩：3次被集团军评为“标

兵连队”，连续13年被评为“军事训练一

级单位”“先进党支部”“先进团支

部”……

敬爱的麻老，虽然我们没有经历

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是在厚重的连

史里，在《志愿军战歌》歌声中，我们感

受到了您和您的战友们当年慷慨激

昂、浴血奋战的意气风发，感受到了一

代代战歌连人斗志昂扬、不怕牺牲的

坚强意志。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领和

感召下，连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我们将继续秉承“铁心向党、不畏

强敌、敢打必胜”的战歌精神，在新的

征程里，在更高的起点上，创造更大的

辉煌。

“志愿军战歌”连全体官兵

2016年9月20日

麻扶摇给“志愿军战
歌”连全体官兵的回信

亲爱的五连同志们：

你们在信中用热情洋溢的话语，

如数家珍般地告诉我近年来连队在上

级党委的领导下，在战歌的鼓舞下所

取得的骄人成绩。这一项项的嘉奖、

一个个的光荣称号，充分说明五连在

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各方面都有了

飞速的发展和跨越式的进步。你们那

种喜悦与自豪，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和必胜的信念，让我十分钦佩和感动。

五连有着优良的作风传统和光辉

的战斗历程，从过去到现在，五连一直

是好样的！五连从来都是站排头的！

在我像你们一样年轻的时候，是五连

给了我成长的磨炼和滋养，五连是我

人生一个重要的出发地。想回去看

看，一直是我多年的愿望，抗美援朝五

十周年时，有机会回去走了一趟，看到

了五连的壮大和成就，实现了多年的

夙愿，回家的感觉真好。

单位领导来看望时，提到了关于

“战歌精神”“战歌文化”的问题，这个

概念提得非常好。战歌是志愿军的

歌，是英雄的歌，曾经是那个时代的最

强音。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今天，

应进一步发掘战歌新的思想内涵，为

表达新一代军人的心声而服务。在战

歌的诞生地，由战歌连的传人来对这

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是责任，是义

务，也是理所当然。我想你们探讨这

个问题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让战

歌文化滋养我们的干部战士健康成

长，让战歌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不断

鼓舞我们奋勇前进。

麻扶摇

2016年10月31日

（注：“五连”是“志愿军战歌”连

1946年至1957年的番号。两封信内

容略有删减）

在战歌精神的长期浸润下，“志愿军战歌”连官兵一到训练场就个个像小老

虎。 黄 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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