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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漠北，依旧烈日高照。极目远
眺，戈壁连着戈壁，除了那座哨塔，再也
见不到什么凸起的标志物。
“哨长，来了，来了，乌兰牧骑一

会来我们这！”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
旅双界碑哨所的上等兵高健，激动地
冲进宿舍，对正在看书的哨长齐兆鹏
喊道。
“谁通知的，火急火燎的干啥？”齐

兆鹏扭过头问。高健深吸了两口气说：
“真的，宣传科张干事通知，1小时后就
到。”这下，齐兆鹏噌地一下站起来，精
神抖擞地下命令：“赶紧准备一下，拿出
最高标准。”

他们这么兴奋不是没有道理的。
双界碑哨所距边境线仅 1.5 公里，因位
于两座界碑相交的地方而得名。哨所
位置偏僻，条件艰苦，这里没有长明电，
没有 4G信号，官兵精神文化生活较为
匮乏。这是近年来第一次有地方文艺
团体来哨所慰问演出。
“这个哨所很远，路也不好走。”在

狐狸山边防连，听说内蒙古额济纳旗乌
兰牧骑演出完还要到双界碑哨所去，指
导员赵顺宇说道。
“哪里有官兵，哪里就是我们的舞

台！”乌兰牧骑队员很坚定。他们在连队
表演结束后，没有休整就踏上了前往哨
所的路。
“到了吗？”“哨所肯定很艰苦吧？”

大巴车一路前行，队员们的心早已飞到
了哨所。

其实，这些队员已经满身疲惫。连
日来，他们冒着烈日，行程千余公里，走
边防、进班排、上哨所，为一线戍边官兵
送去精神慰藉和视听享受，深受基层官
兵喜爱。在巡逻车旁、在界碑前、在大
漠胡杨下，只要有戍边官兵的地方，就
有乌兰牧骑的身影。

在“搓板路”上颠簸了近 3个小时，

迷彩围墙环抱的哨楼终于映入眼帘。
大巴车向哨所驶来，军犬大黄飞奔过
去，又飞奔回来，像是欢迎久违的朋
友。车刚一停稳，哨所战士就涌上前
去，帮着卸道具。

蒙古舞蹈、马头琴演奏、呼麦演唱，
一个个充满地域特色的节目，让战士笑
开了颜，寂静的哨所传出阵阵欢笑。小
合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描绘边防军
民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守望边关安宁的
感人事迹；蒙古族队员达娃的呼麦弹唱
《成吉思汗赞》令人叹为观止，赢得大家
热烈掌声。

演出正值中午，烈日炙烤下，演员们
刚上场衣服就已经湿透。哨所演出条件
简陋，没有豪华的舞台，没有闪烁的灯
光，演员就这样以蘸满敬意的深情，用高
亢嘹亮的歌曲、激情迸发的舞蹈，全身投
入、真情释放。一时间，歌声、笑声、掌
声、喝彩声，在哨所上空飘荡。

原生态的歌声更显纯美，零距离的

舞蹈更是多姿。哨所上士陈扶彪激动
地说：“开始听说会错过演出，心里还有
些失落，没想到给我们来了一个专场演
出，太棒了！”
“遥远的天边，遥远的山冈，战士日

夜守卫着边防……”哈斯格日勒的一曲
《战士为国守安详》感动了几位年底将
要退伍的老兵。
“座座界碑就像那战士的身影，伴

着马儿听我把军歌唱……”哨所官兵与
队员共同演唱了一首《八千里边防大北
疆》。隽永的歌词、悠扬的曲调令人感
动，仿佛把大家带到了老边防们“一顶
帐篷一口锅，骑着骆驼去巡逻”的艰苦
岁月。

最后，这场为哨所官兵举办的“没
有麦克风的专场演出”，在歌曲《大漠胡
杨》中结束。
“这样的演出既丰富了官兵精神文

化生活，又是一次保家卫国情怀的精神
洗礼……”哨长齐兆鹏感触颇深：“请放

心，我们一定克服困难，练硬本领，守好
祖国北疆。”

这样的演出场景，这几日陆续出现
在北部战区的很多偏远哨所。据悉，为
丰富边海防部队官兵的精神文化生活，
北部战区陆军与驻地省（区）文艺团体
联合开展“情系边海防、文艺进军营”活
动。由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山东歌
舞剧院、黑龙江歌舞剧院、辽宁歌剧院
及吉林延边自治州歌舞团等文艺团体，
抽组数十支“红色文艺轻骑兵”，穿沙
漠、踏草原、爬高山、登海岛，为边海防
一线官兵送上精彩的文艺盛宴。

夕阳西下，双界碑哨所的官兵依依
不舍地站在哨所门口，向渐行渐远的“文
艺轻骑兵”献上军礼。他们将会像胡杨
一样扎根大漠，而车上的队员们，又将赶
赴下一个连队、哨所……

上图：乌兰牧骑队员为巡逻官兵表

演。 李少平摄

中秋前，北部战区陆军与驻地省（区）文艺团体联合开展“情系边海防、文艺进军营”活动。这一

天，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来到戈壁滩，带来—

一个哨所的专场演出
■于智杰 殷鹏钊 本报特约记者 李 亮

在家中收藏的上百盘歌曲磁带中，让

我百听不厌的是来之不易的《长征组歌》。

认字开始，我便连蒙带猜地读起家

中仅有的一本藏书——繁体字大书《回

顾长征》。懵懵懂懂读长征，认识自然

是肤浅的，但从读这本书起，我便开始

对长征那段历史感兴趣。

1983年9月考上昆明师范后，我如

鱼得水，得以大量阅读反映长征生活的

著作，如《周副主席在长征途中》《忆长

征》《我在红军十年》等。参加工作后，

我又购买了萧锋的《长征日记》、成仿吾

的《长征回忆录》等书。1997年买了电

视后，我真是过足了“长征瘾”：《遵义会

议》《长征，英雄的诗》《长征纪事》……

我更加了解长征，也更加敬畏经历

过长征的英雄先辈：前有天险阻挡，后

有凶恶追兵，缺衣少食，酷暑严寒，红军

却创造一个个人间奇迹……长征是惊

天地泣鬼神的壮举，长征是中国革命史

上一座巍巍丰碑，长征精神将与山河同

在，与日月同辉。

记得二十余年前，我在师范学校

的广播里第一次听到《长征组歌》，情

真意切，荡气回肠，震撼人心。第一次

听，我便喜欢上它，渴盼着有个收录机

能再与它“相见”。只是那时家境贫

寒，不敢奢想。

工作后，我买了收录机，想着要是

有《长征组歌》的磁带，该多好啊！每次

上昆明，我都要去音响门市转转，却总

是两手空空，有的店主不解地摇摇头，

那神态好像在说：“过时了，谁买？”功夫

不负有心人，终于，1997年3月的一天，

我在春城青云路找到梦寐以求的它。

回到家，顾不上喝杯水便开始欣赏。

这组歌曲我不知听了多少遍，但每

次听，我都仿佛身临其境，嘴会不由自

主地跟着哼，心会随着红军的脚步跃

动，血会随着长征的胜利而沸腾——听

《告别》，我仿佛看到“男女老少来相送，

热泪沾衣叙情长”的感人场面，苏区人

民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衣裳，送鸡蛋，依

依不舍，泪流成河；听《遵义会议放光

辉》，我会为迷雾途中盼到太阳的红军

将士高兴；听《过雪山草地》，我为红军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的处

境揪心；听《大会师》，我耳边仿佛听到

“军号响”“战马吼”“歌声亮”，心中无比

幸福……

《长征组歌》那深刻凝练的歌词、

清新优美的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带

给我美的享受。这部革命英雄主义的

颂歌，歌词出自一位文武双全的开国

将军——萧华之手，一切源自亲身经

历，出于真情实感，字字饱蘸心血，句

句铿锵高昂。而晨耕、生茂、唐诃、遇

秋四位作曲家，全部来自军旅，战士情

怀，英雄旋律。《长征组歌》的词曲珠联

璧合，金声玉振，气势磅礴。

这样的歌曲，让我怎能不爱它？是

它，让我深深爱上了党，爱上了人民子

弟兵，成了党史迷、军迷；是它，让我自

觉做好红军的传人，热爱本职工作，教

书育人无怨无悔；是它，让我在前进中

信心十足、干劲冲天。

这些年，怀着对革命前辈深深的敬

意，我多方联系，认识了二十多位老红

军。我曾利用周末、假期拜访过在昆明

的多位老红军：张海棠、颜义泉、李彬、

熊明发、孙大坤、洛康、王家云……他们

告诫我：“做老师的一定要把长征精神

教给学生，让它一代代传下去。”当我告

知语文教材上有毛主席的《七律·长征》

等诗词及《红军鞋》《九个炊事员》《草地

晚餐》等文章时，他们高兴地说：“可要

好好教啊！”

现在我家中藏有老红军的赠言、

回信、赠书二十多件，再听《长征组

歌》，更是倍感亲切、自豪。《长征组

歌》，心中的歌，最美的歌，它那雄浑壮

美的曲词旋律，将永远激励着我在新

长征路上勇往直前！

心中的歌
■邵天伟

近日，我军司号制度恢复和完善工

作全面展开的消息引起国民广泛关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军号指挥通信

功能逐步弱化。转眼至今，我们再次举

起军号，无疑是对“军号”形象所代表的

血性文化的一次捡拾、对国防文化的一

道加筑。这道中国军人战斗精神的象征

符号，也将更加鲜明光亮。

战争年代，军号可谓功勋卓著。从

南昌起义到长征路上，从抗日烽火到横

渡长江，军号为保障战争胜利发挥了巨

大作用。有位红军营长曾这样感慨：“牺

牲一个排长，可由班长代理排长，但失去

一个司号员，我就成了聋子和瞎子。”朝

鲜战争中，“歼灭英军王牌‘来复枪团’大

部”这一经典战例，也是我志愿军巧用军

号威慑所创下的神话。在军号声中，我

军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写下一段段可

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随着时代发展和战争形态演变，军

号的功能定位也在不断完善，这次恢复

的军号制度就以部队管理为主，兼顾指

挥通信和军事文化建设功能。军号作为

战斗精神符号的一面，因其厚重的历史

更加凸显。

不得不说，泛娱乐化的今天，迫切需

要这样的声音和感染力。近日，解放军

报刊登文章《用军人血性激荡时代新风》

就提出，“以军人血性激荡昂扬向上的时

代风尚大有可为”。军号，作为饱含军人

气节、血性、精神的“中国最强音”，自然

是涵养阳刚正气的一味良剂。以军号之

声消除靡靡之音，也恰能彰显战斗精神

强大的生命力。

恢复完善司号制度，军号将带着更

加昂扬的音符重回军营、飘向社会，唤起

老一辈的共同记忆，燃起青年一代的热

血豪情，激起孩子们对革命故事的好

奇。围绕小小军号，不同年代的人坐成

一个“同心圆”——老人想倾诉历史，青

年欲随之冲锋，孩子愿聆听传奇，红色基

因、红色血脉便经此得到传承与赓续。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

远者，必浚其泉源。”新形势下，加快建设

先进国防文化、强军文化，需要我们牢牢

守住文化“红底色”。“换羽重生”的司号

制度，必会成为日后承载这种文化“红底

色”的一个重要阵地。

恢复司号，让党的召唤时刻在耳。

“军队使用号音，就是一种号令，不论平

时战时，对于军队的集体行动，都用号音

规定之。”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种思潮价

值涌动，需要军人坚守本色、站稳脚跟，

铸牢听党指挥的军魂。时常响起军号，

不仅能培养官兵听令而动、令行禁止的

良好作风，更让官兵时刻等待党的召唤、

时刻听从党的召唤、时刻牢记党的召唤，

听党指挥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

恢复司号，让备战打仗味道更浓。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军

号是战场之音，司号制度也从战火硝烟

中建立发展而来。哈伯斯塔姆在《最寒

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

中写道：“这种声音不仅代表着中国军队

即将投入战斗，同时还是对敌人的一种

强大的威慑力。”听军号，让官兵如临战

场、士气提振，还能练就官兵良好的应战

本能和敏锐性，进一步强化备战打仗意

识，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战斗姿态。

恢复司号，让血性文化充满军营。

军号注入情感色彩，演绎出“红旗漫卷”

的豪迈心境，总能勾起一腔热血在胸中

激荡。“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号声起，千百军人闻令而动，何等雄武。

置身其中，使命感、荣誉感、责任感油然

而生，更加淬炼军营血性文化。这既是

继承和弘扬我军优良传统的重要举措，

更在向世人昭示，中国军魂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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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
蔚
宇

文化时评

他们，从兵中来，到兵中去；他们
从事的文化工作最富有基层特色，最
受基层官兵欢迎。

如果说，基层文化建设是发展先
进军事文化的重要基础，那基层文化
工作者则是基础的基础。他们捧出
热忱真情回应基层官兵的期盼，在强
军文化建设工作中充分发挥“酵母”和
“种子”的作用，处处军营都有他们默
默耕耘的身影。
“今天我出镜”栏目聚焦改革强

军背景下的“基层文化人”，刻画基层
部队“文化群像”，寻找您身边为基层
文化建设默默奉献的面孔。

投 稿 邮 箱 ：jfjbqjwh@163.
com。欢迎踊跃来稿，敬请读者关注。

9 月的杭城依旧火热，武警杭州支
队执勤三中队营院内，一个身影正在忙
碌着。只见他右手端举着摄像机，左手
遮挡着屏幕上方的阳光，时而半蹲，时而
平举，额头布满汗珠。

他就是周宇，该支队一大队大队部
管理员，也是支队“军营之星”剧组组长。

周宇在军校时就爱好摄影，7年前
他来到部队后发现，最生动最真实的故
事来源于基层官兵。新训开始，他便端
起相机。4个月后，一本厚达 300多页的
影集《我的新兵连史》呈现在大家面前。

看着战友爱不释手地翻着影集，开

心地讨论着彼此的照片，他许下目标：
“要为每一名官兵拍张照片。”之后，周宇
又完成一本老兵纪念册、一本反映炊事
班战士生活的《趣味菜谱》。

201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宇接触
到摄像，这又为他打开一片“新天地”。
从起床到熄灯，从训练场龙争虎斗到课
余时间欢声笑语，基层官兵淳朴真实的
一面呈现在他的视频中。

然而，就在周宇踌躇满志准备下一阶
段拍摄计划时，一纸调令让他措手不及。
新岗位工作繁重，拍摄时间严重不足，而
且他感觉离开基层官兵，作品再怎么拍也

没有了以前的生动，一时有点懈怠。
“管理员，您之前说给老兵拍个

MTV，啥时候开拍呀？”某天，中队有名战
士问道。战士充满期待的眼神，让周宇的
心被触动了：“苦点累点算啥，别忘了自己
的初心。”白天他利用点滴空闲时间拍摄
素材，晚上加班加点剪辑、制作。终于，一
部《我们不一样》MTV成功杀青，它成为
当年支队退伍战士最想要的礼物。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16年，
杭州举办G20峰会，支队全体官兵提前进
入“峰会时间”。为了舒缓官兵执勤压力，
支队党委决定拍摄一部微电影。周宇主动
请缨。经过紧张的脚本创作和视频拍摄，
反映支队官兵忠诚使命的MTV《印象西湖
雨》走向前线哨位，极大鼓舞官兵士气。

今年 3 月，支队组建剧组“军营之
星”，让周宇担任组长。这下“周拍客”更
有奋斗热情了，他对剧组发展充满信心：
“接下来的目标是把支队的红色故事和
英雄事迹宣传好。”

军营“拍客”周宇
■周 祥 王成滨

今天我出镜

音乐文化节目
《我爱唱军歌》获观众热评

“我爱唱军歌，军歌大家唱。”从 9月
15日起，CCTV-7为全国观众和广大部
队官兵倾情奉献一档大型音乐文化节目
《我爱唱军歌》，每周六在《军营大舞台》
栏目中播出。第一期节目播出后，在观
众中广获好评。
《我爱唱军歌》节目邀请百余位“军歌

传唱者”走上舞台，唱响经典军歌，分享新
曲新作和战士原创作品，讲述军歌背后的
感人故事，传递军歌激荡人心的精神力
量。“军歌传唱者”中有来自基层部队的官
兵，有抗联老战士、抗美援朝战斗老英雄，
有部队老文艺战士、军地文艺工作者，有
红军后代、军人家属，还有来自社会各界
热爱军歌的地方群众。他们用激情饱满
的歌声和深情的讲述，传递军歌的铿锵力
量，传承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节目还邀
请歌唱家杨洪基、阎维文、词作家王晓岭、
剧作家刘星等嘉宾担任“军歌推广大使”，
与“军歌传唱者”现场互动。

看完第一期《我爱唱军歌》，观众表

示，整个节目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
故事感人，歌声壮美，节目接地气、有温
度、打动人心。 （孟 鑫）

《解放军美术书法》

获评2018年“中国最美期刊”

9 月 16日，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
行的 2018 年“中国最美期刊”评选揭
晓。颁奖仪式上，《解放军美术书法》杂
志以精湛的艺术品质、丰富的文化内涵、
高雅的艺术格调和独具特色的个性特征
受到评委和读者好评，获评为 2018 年
“中国最美期刊”。

作为弘扬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窗
口，《解放军美术书法》杂志在军内外有
着广泛影响。自 2008年创刊以来，该杂
志紧密配合党和军队工作大局，始终坚
持“姓军为兵”的办刊思想，客观呈现军
队美术书法发展成果，及时跟踪记录军
队美术书法发展动向，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先进军事文化，凸显“个
性”，突出“军味”，突出学术权威性，展现
出军队艺术期刊较强的传播力、引导力
和影响力。 （解 艺）

文化广角

图为周宇正在拍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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