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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上旬，上海城市规划展示
馆“城市之心——南京东路街区的百年
变迁”展览开幕。在街区的历史风情部
分，有一个版块的色调特别鲜亮：“武警
上海总队执勤第四支队三大队十中队”。

一支部队，因何能成为上海老弄堂
里的一道岁月风景？

弄堂，是老上海特有的城市景观。
近代以来，多少传奇故事，多少名人大
家，都在弄堂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
以说，弄堂浓缩着上海的前世今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兴业路76
号中共一大会址，就坐落在一个普普通
通的弄堂里。而今，这里每天游人如织，
仅去年就接待游客 83万余人次。在中
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你会看到穿着橄
榄绿、戴着红肩章的武警战士在为游客
讲解。他们不是纪念馆的专职讲解员，
却已坚持了 19年。他们是武警上海总
队执勤第四支队三大队十中队的官兵。

一

前些天，十中队的退伍老兵、曾在中
共一大会址义务讲解 3年多的徐少楠又
一次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他这次回
来，一是要看看自己带过的两个“徒弟”
李海港和徐鹏昊，“检查”一下他们的解
说水平；二是听说中共一大会址近期要
面向社会招义务讲解员，他想回来“重新
上岗”。

经过安检门，随着熙熙攘攘的队伍，
徐少楠很快就在第一版块前，找到穿着
一身笔挺军装、笔直站立着的“徒弟”李
海港。

依旧是感情充沛，依旧如行云流
水。看着还有不到 3个月就要退伍的李
海港，徐少楠内心很有感触。

十中队曾被授予“南京路上学八连
模范中队”荣誉称号。每个月的 20号，
官兵都会在南京路上开展“便民服务日”
活动。当年，徐少楠一下连就分到了中
队的“雷锋班”。

有一次，他刚给一位老大爷修完鞋，
老人不到 5分钟就找了回来。虽然听不
大懂老人带有浓重口音的上海话，但徐
少楠能听得出来老人是嫌他修得不好。
正巧那一天心情不好，徐少楠有些难为
情，就低着头不说话。看到这个情景，班
长赶了过来，把老人扶到旁边，一边耐心
地劝慰老人，一边拿起工具重新修补起
来。

活动结束后，班长与徐少楠有这样
一番对话——

班长：“那位老大爷，你之前见过没
有？”

徐少楠：“好像前几次也来修过鞋。”
班长：“那双鞋，你之前见过没？”
徐少楠：“好像每次都是那双鞋，而

且每次补的也是鞋尖的开口。”

班长：“这就对了。你想想看，老人
们赶个大早过来排队让我们补鞋子，是
为了图省钱吗？他们是想和我们多聊聊
天啊。老人们平时在家很孤独，找我们
为他们服务，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一种亲情的陪伴。”

上海是一座老龄人口比例较高的城
市。据 2017年的统计数据，上海 60岁以
上的老年人已占到上海户籍常住人口的
30％以上。在这种背景下，“陪伴”可能
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生活画面，也是老
人们最珍贵的需要……

二

1982年 5月，享誉全国的“南京路上
好八连”从上海南京路撤防。而接防的
正是解放上海时同属第三野战军 27军、
后来因任务需要转隶武警的十中队。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一支跟随陈毅

元帅进驻大上海、受到毛主席写诗称赞
的连队，他们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中国
人。离开南京路，“好八连”与这座城市

的故事却仍在延续。
1992年南京路改造时，协大祥绸布

店要改建成现代化的综合性商厦。闻讯
后，八连主动找到相关单位，要求到施工
一线参加义务劳动。那时，正值上海的
梅雨季节，官兵冒雨奋战。由于工地距
八连驻地较远，施工单位为官兵在工地
附近的旅社包了几间客房。

一天忙下来，疲惫的战士们抱着铁
锹，挨着墙根就睡着了。旅社经理几次要
他们进屋里休息，可战士们谁也不肯进
去。当时在场的一位地方领导动情地说：
“上海解放时，我还是一个小姑娘，亲眼见
过解放军为了不打扰市民，露宿街头。想
不到现在我又看见了当年的情景。”

改革开放以来，八连官兵先后参加
了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浦东国际机场、
世博园场馆等上海市重点工程建设。正
如一位亲历上海城市建设的集团老总所
说，“我们大厦浇灌的是钢筋水泥和沙
石，见证的却是‘好八连’艰苦奋斗、坚如
磐石的精神”。

2009 年，上海解放 60周年，当时很

多市民都在讨论如何庆祝这个日子。最
终，大家决定在外滩繁华地段竖起一座
“南京路上好八连”雕塑。3年后，“南京
路上好八连”雕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 85周年纪念日当天落成揭幕，安放在
“五卅运动纪念碑”附近的广场上。“南京
路上好八连”雕塑建设所需资金 650 万
元，全部由企业和市民自愿赞助。
“南京路上好八连”雕塑离“陈毅市

长”雕塑，直线距离不过数公里。作为第
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曾率
领这支部队解放了大上海，并让上海人
民深深地爱上了这支部队。从清晨到夜
晚，雕塑仿佛都在凝望着这座他们深深
眷恋的城市，见证着这座城市点点滴滴
的变化。这目光，似乎依然能让人想起
60多年前，他们踏上这片土地时的壮怀
激烈……

三

旧时的上海，被誉为“东方巴黎”。
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

战，就在这里打响。
战役发起前，三野明确要求，在上海

市区战斗中，只准使用轻武器作战，一律
禁止使用火炮和炸药。然而，部队在强
攻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四川路桥、西藏
路桥时，北岸高楼上的敌人布置起交叉
火力网，严密封锁了前进道路。因为没
有炮火支援，许多官兵献出了宝贵生命，
血水染红了苏州河。

危急关头，聂凤智等 27军指挥员，
一方面亲赴战场一线了解战况，研究部
署新的作战方案；一方面深入到官兵中
间，讲明利害、带头做好思想工作。

胜利的天平最终倒向了这支不惧牺
牲又善于战斗的部队。27 军的另一支
部队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终于找到
了撕开敌军苏州河防线的突破口。

1949年 5月 27日，上海全市宣告解
放。国民党号称铜墙铁壁、要坚守 6个
月的城市，不但没有被打烂打瘫，而且仅
半个月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背后，
人民军队付出了伤亡 3万余名指战员的
代价，其中 7000多位烈士牺牲在胜利的

前夕。
打上海，人民军队打出了一个战争奇

观；进上海，人民军队同样进得荡气回肠。
曾有这样一幅黑白照片：在被雨水

冲洗过的老上海街道旁，一列头戴军帽、
衣不解带的战士躺在阴冷潮湿的地上悄
然入眠。在他们的背后，步枪有序地靠
墙倚放，只有一挺机枪在熟睡的战士怀
中被紧紧地抱着，仿佛依然保持着战斗
的姿态。

这张照片带给世界的震撼是永恒
的。多年后，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鲍大可认为，这张照片是“红色中国的
第一张‘上海公报’”。如果非要给这张
“上海公报”配上一段文字，那么新华社
随军记者艾煊则为此作了生动注解：
“战争给人们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生活式
样……今天，战士们甜蜜地躺在马路上
做短暂的休息，大家在躺下时，都轻声地
笑道：‘呱呱叫，平得很，就是凉一点。’慈
祥的老太太，热情的青年学生，商店的老
板、店员，都诚恳地请求战士们到他们的
房子里去休息一下。可是战士婉谢了，
他们不愿擅入民宅，他们不愿在这一小
事上，开了麻烦群众的先例，开了违反人
民军队传统的先例。”

四

在中共一大会址，曾有这样一个故
事被久久传诵。

一位名叫刘慧的高位瘫痪姑娘，
从小有个心愿，就是到家附近的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看一看。但因怕给别
人添麻烦，这个愿望一直被深深地埋
藏在心底。

2009 年 7 月 1 日，当听说纪念馆有
武警战士讲解员义务讲解后，刘慧终于
鼓足勇气，让家人带她来到这里。由于
当天纪念馆的轮椅不够用，十中队讲解
员程飞便主动提出背着她参观。为了让
刘慧把展板上的每张历史图片都看得更
清楚些，程飞一边尽量弓着腰背她，一边
耐心细致地进行讲解。

2个小时的参观结束后，看着汗水湿
透衣背的程飞，刘慧感动地说：“今天我
不仅在纪念馆看到了党的光辉历史，还
从武警战士身上看到了子弟兵的本色。”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一座城市的
记忆浓缩着历史，深深印刻着人民军队
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宗旨与本色。回顾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兴业路 76号举起革
命旗帜开始，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人民军队
在党的领导下，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
在和平年代，都一样高擎胜利大旗，永
葆本色不变。“人民”二字重千钧，“人
民”二字熠熠生辉，“人民”二字正是这
支“胜利之师”刻写在自己名字中的“制
胜密码”。

“人民”二字重千钧
—从一座城市的记忆体悟人民军队的“制胜密码”

■李景璇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四支队三大队十中队官兵整齐行进在中共一大会址门外。 王 亮摄

不忘初心，在对革命先烈的追忆
中，探寻和汲取信仰的力量；牢记使命，
在新时代的征途上，续写共产党人的忠
诚与荣光。为纪念建党 97周年，6月 29
日下午，一场以“信仰的力量”为主题的
革命烈士诗文朗诵会在空军指挥学院
举行。

朗诵会分为信仰之光、信仰之魂、信
仰之歌三个篇章，所选取的诗文有的是

革命烈士在监狱里写下的充满革命激情
的诗文；有的是在牢房中写给妻子、儿女
催人泪下的遗言遗书；还有的是在刑场
上慷慨激昂的最后演说。

伴着铿锵有力的大合唱《我宣誓》，
朗诵会拉开帷幕。第一个出场的是由该
院政治工作系主任鲁壮饰演的李大钊。
大屏幕播放着再现诗文情景的视频和配
乐，瞬间把观众带进了那一悲壮时刻。

1927年 4月 28日，面对敌人的绞刑，李大
钊挺直身躯，发表最后一次演说：“不能
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
的共产主义……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
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演
员雄浑有力的声音，恰到好处的动作表
情，把李大钊从容镇定、大义凛然的革命
气节表现得淋漓尽致。随后，邓中夏、周
文雍、陈铁军等英烈的遗书遗言，赵一
曼《给儿子的信》、王若飞《告别李培
之》、江竹筠《狱中致谭竹安信》等家书，
叶挺的《囚诗》、陈然的《我的“自白”书》
等诗歌，分别通过饰演者发自内心的深
情朗诵和表演，在视频、音乐和舞蹈的
配合下，让观众强烈感受到革命烈士的
坚贞不屈和信仰之光给予他们的强大
力量。“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朗
诵会结束时，全体官兵重温入党誓词，将
朗诵会推向高潮。

官兵表示，这场朗诵会就像是全院
官兵集体备课、精心打造的一堂涤荡思
想、净化灵魂、催人奋进的生动党课，让
人从中感悟信仰的力量，更加豪情满怀
地投入到学习工作中。

图为节目《与英烈的时空对话》。

作者提供

生动党课彰显信仰力量
■刘亮亮 张 力

6月 21日至 25日，中国武警部队卫
士军乐团受邀赴哈萨克斯坦访问交流，
精彩展示中国军乐魅力。

位于中亚腹地的阿斯塔纳，是历史
上著名的军事要塞，如今成为代表友好
的和平城市。当地时间 6月 22日上午
10时，第七届哈萨克斯坦国民近卫军司
令杯“军事号角”军乐节在阿斯塔纳冰球
馆隆重开幕。10时 35分，伴随着嘹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国武警部队
卫士军乐团精彩亮相，为异国官兵献上
《铁骑雄风》和《忠诚卫士之歌》曲目。铿
锵的军乐、威武的军姿、优美的队形给哈
萨克斯坦官兵留下深刻印象。22日傍
晚，在阿斯塔纳著名的巴伊杰列克观景
塔广场，官兵在没有任何准备和彩排的
情况下，在开放式的广场行进队列演出，
吸引了众多市民观看，让广大市民近距

离感受中国军乐的魅力。23日晚的闭
幕式表演晚会，是本届军乐节的压轴大
戏。当中国武警部队卫士军乐团官兵演
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进入场馆时，
全场观众被他们的严整军容和飒爽英
姿所打动，情不自禁和着军乐，打起整齐
的节拍。“出国交流是重大政治任务，代
表的是国家和中国军人，只有坚持最高
标准、落实最严要求、发挥最佳水平、展
示最好形象，才能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代表团领队、军乐团政委程俊伟深感责
任重大，并时时教导每名参演官兵。

大国外交重礼仪，大国礼仪重军乐。
自2016年起，哈萨克斯坦国民近卫军司
令杯“军事号角”军乐节成为中哈两国一
项重要的军事文化交流项目。这次出访
前，武警部队卫士军乐团认真熟悉了解哈
萨克斯坦的历史、信仰和人文等，精心挑
选曲目，力争从艺术角度准确表现中哈传
统友谊。“每次出访，我们珍惜与国外军乐
队同台演出的机会，学习观摩，切磋交流，
每次都有收获，每次都有提高。”连续三年
赴哈参演的副团长谢冠鹏深有感触地说。

图为中国武警部队卫士军乐团在第

七届哈萨克斯坦国民近卫军司令杯“军事

号角”军乐节上的演出情景。漆 锡摄

铿锵军乐展示威武形象
■漆 锡

强军文化观察·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