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灯火璀璨耀军营，歌舞蹁跹迎新
兵。金秋的夜晚，带着满腔热情与真挚
情谊，武警河南省总队“文化骨干培训
班”走进该总队新兵团礼堂，为新训官兵
献上一台精彩演出。这场“让青春在军
旗下绽放”的慰问演出正式拉开该总队
“文化骨干走基层”活动帷幕。

培训一批骨干，送上一片欢乐，留下
一批作品。自 6月初“文化骨干培训班”
开班以来，31名从基层一线遴选的文艺骨
干加班加点工作,打造出十余个带有“硝
烟味”“泥土味”的文艺节目。

激昂强劲的鼓点中，一曲恢弘热烈的
歌舞《从军歌》拉开晚会序幕。朴素的舞
台上，来自基层一线的官兵用真情演唱着
《中国军人》《有我在》等歌曲，诉说立志报
国、无悔青春的心路历程。身着利落的特
战服，演员们用融合了地域武术和武警擒
敌特色的节目《雄风》，呼唤总队官兵用不

断超越极限的尚武精神投身强军实践。
为了更好地拉近演出与新战友的距

离，节目创作之初，培训班的文艺骨干便
多方搜集新训队的故事素材。他们走进
总队唯一一个少数民族特战女兵班，把
班长张珂珂主动学唱维语民谣、关怀帮
助女兵安心服役的感人故事打造成小品
《上阵父女兵》。真实的故事、动情的演
出触动新战友，唤起他们对军营这个新
家的归属感。
“我们战斗在中原大地上，天天练

兵，天天打仗……”晚会在恢弘热烈的总
队队歌《英雄的河南武警》中落下帷幕，
据总队领导介绍，举办此次文艺汇演不
仅着眼于满足新训官兵的精神文化需
求，还要求做到“与战斗同行、和战场接
轨、为打仗服务”。

节目塑形传声，文化铸魂育人。汇演
结束，新训官兵普遍反映节目主题鲜明、
接地气、形式活泼，看后深受鼓舞。“接下
来，我们还要继续创作，坚持兵写兵、兵演
兵、兵唱兵，把更多好的作品带到基层一
线去。”对于接下来的巡演，文化骨干培
训班的演员们充满期待和信心。

青春在军旗下绽放
——武警河南省总队“文化骨干培训

班”赴新兵团慰问演出侧记

■秦雨豪 张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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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同飞歌，万里共欢乐。平均海
拔 4000米以上、年均气温 5℃的西藏高
原，自古以来就留下许多美丽传说。西
藏军人创造的“雪域戍边文化”更是一
种独特存在，它让约占全国总面积八分
之一的高天厚土布满强军音符，让忠勇
品格渗透进戍边人的肌肤，让冲锋号角
响彻备战打仗的浩瀚征途。

根植历史土壤

我站立的地方叫中国

任何一种文化，只有扎根于历史土
壤才有旺盛生命力。正因根在深处，“雪
域戍边文化”才能始终焕发勃勃生机。

推开记忆之门，多少往事涌入。大
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立于公元 823年，
记录英雄的约定：“大唐文武孝德皇帝
与大蕃圣神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
一，结立大和盟约……”
“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

们的妈妈叫中国……”军旅女诗人杨星火
创作的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是对这段
历史的极佳回应，在藏区有着广泛共鸣。

新落成的西藏军区军史馆，与大昭
寺相距百米，是展现“雪域戍边文化”的
重要窗口，堪称高原新的文化地标。入
馆开篇，讲的便是主权归属。我国自元
朝起便对西藏实施有效管辖，万里高原
是祖国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年年岁岁，穿军装的文化使者始终以
“歌唱祖国，赞美西藏”为己任，将中国军人
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心声，唱与人听。

去年，西藏边关某地成为世界关注
的焦点。由西藏军区基层文艺骨干创
作的歌曲《故乡》，在高原的大街小巷唱
响，那誓死捍卫每寸边土的豪迈，凝聚
起万千力量。

从历史中走来，为神圣使命吟唱，足
见“雪域戍边文化”的深厚底蕴。正是这
种社稷为重的功能定位，使新时代高原军
人甘愿赴汤蹈火，忠实践行着“祖国利益
重如山，且看吾辈两肩担”的豪迈誓言。

打造忠诚内核

雪山红旗永放光彩

用优秀的文艺作品、丰富的文化活

动铸魂育人，是军营文化的主要职责。
西藏历来是分裂与反分裂、渗透与反渗
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桥头堡，打造红色
文化、深植忠诚基因尤为重要。

翻阅驻藏部队的文化长卷，一根“红
线”贯穿始终。1950年，英勇的十八军将
士挥师西进，由此踏上了解放西藏、保卫
边疆、建设高原的光荣之旅。这段征程
被文艺工作者反复吟唱，相继推出一批
举旗铸魂的华彩乐章。

近年来，西藏军区先后编创《古田精
神放光芒》音乐快板、纪念建党 95周年
文艺晚会《向着太阳歌唱》、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主题综艺晚会《雪域边关铸忠
诚》等文艺精品深入部队巡回演出，常态
开展“嘹亮军歌献给党”歌咏比赛，矢志
锻造“四铁”过硬部队，在灵魂深处铸牢
军魂。

透过雪域戍边文化掀起的强军波
澜，我们仿佛能看到“红色海洋”：查果
拉先辈用鲜血染红军旗，“高原红色边
防队”的基因传了半个多世纪；各部队
每周一早晨统一组织升旗仪式，国歌在
万里边疆唱响……红色不仅注入部队
年轮，也融入官兵血脉。

听，旋律响起，一首《高原红》配乐
诗，刻画出西藏军人的好样子：“也许是
上苍深爱卫士的脸庞／风刀霜剑才雕
刻青春印章／太阳一遍遍炙烤染色／
军帽下闪现着赤诚的红……”

注入时代元素

唱响新时代赞歌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西藏军
区抓建“雪域戍边文化”既善于抓好传
承，也注重与时代同频共振。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高原文化使者
踏雪行吟，一批重点工程震撼登场。军区
紧贴新时代官兵精神文化需求更加多元，
求知求美、成长成才愿望更加强烈的特
点，加快构筑强军文化平台。去年以来，
他们先后投入1亿多元规范300多个建制
连队学习室。今年又在一旅一团进行“铸
魂强心”工程建设试点。

在新一轮营房改造中，上级将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材料，悉数用在“云中哨
所”詹娘舍的哨楼建设上。过去拥挤不堪
的袖珍寒哨，而今拥有文体综合馆及电子
荣誉室。哨兵在执勤之余既可打球健身、

唱歌抒怀，又能读书明理、忆史励志。
边防士官张学士的成长，就是“雪域

戍边文化”建设结出的甜果。这位原本
籍籍无名的文艺小兵调入西藏边防某团
后，换羽新生、一飞冲天。新单位专门设
立漫画创作室，给他提供固定工作场
所。军区大力推进互联网进军营建设，
让他远离现代都市也能搭乘网络快车。

去年秋季以来，张学士持续掀起
“漫画旋风”：组图《砥砺奋进这五年》
《学思践悟十九大》《紧绷打仗之弦，汇
聚强军力量》等相继在人民日报、解放
军报刊发。而今，他的作品还陆续入选
意大利、埃及等国际漫画展。

旭日东升，满山尽带黄金甲。拾
级登高，“雪域戍边文化”迎来再铸辉
煌时机——西藏军区计划再投资“1
亿＋”规范其余建制连学习室，同时抓
好“智慧军营”和数字军史馆建设，同
步办好“高原战士”微信公众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藏军区还
将乘势抓好“文艺轻骑兵”队伍建设，努
力打造一批“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
的精品力作，为官兵追逐强军梦提供强
大精神动力。

地球之巅踏歌行
——西藏军区“雪域戍边文化”建设扫描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文化时评

一段段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一场

场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一个个感人至

深的红色故事……新兵入营后，很多部

队第一时间组织他们参观师团史馆、连

队荣誉室，收看部队发展纪录片，感受不

一样的红色洗礼与震撼。那些源自革

命岁月深处的点点滴滴，宛如一颗颗“红

色种子”撒落在新兵心田。

笔者所在师前身是1932年3月刘志

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创建和领导的西北红军部队。2014

年4月29日，习主席亲临我们红军师视

察，并要求部队要发扬光荣传统，永葆老

红军政治本色。近年来，一茬茬新兵在

师“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砥砺培塑下成

长成才。笔者更加感到，要想让红色基

因在改革强军征程上不断迸发新的力

量，播好兵之初的“红色种子”至关重要。

树高千尺不忘根。红色基因是我党

我军性质宗旨本色的集中体现，蕴含着坚

定的信仰信念、崇高的革命精神、优良的纪

律作风，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

家法宝。我军在战争年代没有被艰难困苦

和强大敌人压垮，改革开放后没有被各种

错误思潮和腐朽文化冲垮，很重要的就是

一代代官兵不断传承红色基因。

刚入伍的新兵犹如一张白纸，带兵人

在上面画什么，就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

这个时候的新兵可塑性强，是对他们进行

培养塑造的黄金期。如果新兵在这期间

受到不良思想和风气的影响，转变的周期

将大大延长。正因如此，只有让新兵一入

营就接受红色基因激励启迪，从“兵之初”

便赓续红色血脉、种上英雄基因，才能扎

好强军文化的底和根，为铁心向党、矢志

打赢提供不竭动力。

一粒种子变成参天大树，不仅仅是因

为种子好，还要土壤好、气候好。“讲英雄故

事”“学经典战例”“唱红色歌曲”，等等，诸

如此类的强军文化活动就是“红色种子”萌

发的土壤，它们无不饱含着精神谱系、制胜

密码、战斗精神等丰富营养。实践证明，只

要注重发挥强军文化的铸魂育人功能，坚

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精心呵护、细心浇灌，就能让这些“红色种

子”深深地扎下根来，长成参天大树。

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今年新

兵是党的十九大后迈入军营并以“00后”为

主体的“世纪青年”，他们的思想心理和行

为方式个性化、差异化特征更加明显，以往

播撒“红色种子”的形式是否还能合上时代

节拍、赢得新兵认同？解决好这一问题，要

求带兵人面对一样的传统要有不一样的时

代表达，比如融入动漫作品、DV短片、军事

游戏等，合理引进时尚元素，让红色基因在

新时代的新兵前焕发出新的光彩。

播下一颗“红色种子”的成效不可能

像军事训练那样，可以用“米秒环”立竿

见影地呈现，但它是在灵魂深处铸牢军

魂、淬炼血性、修成大德的系统工程，使

新兵“面子”“里子”都很过硬。“行之苟有

恒，久久自芬芳。”在新兵训练中，我们只

要不断与时俱进、更新观念，抓住理论武

装这个根本、突出党史军史这个主课、用

好信息网络这个阵地，坚持文化育人涵

养品格，高扬传统厚植基因，定能为制胜

未来蓄积强劲动力。

播
好
兵
之
初
的
﹃
红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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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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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迪

山路弯弯，沟壑纵横。国庆节假期，
笔者翻山越岭来到位于中蒙边境北塔山
腹地的乌拉斯台边防连，领略了这里独具
特色的石头文化的魅力。

在通往连队哨楼 400 多米的小路
旁，林立着上百块“戍边石”。雕刻着“我
心向党”“雪域边关磨利剑 大漠军营铸
军魂”等词句的石林，让人精神振奋。这
些形态迥异的石头，构成一道独特的戍
边文化风景线。

边防一线土地贫瘠，但官兵的文化生
活不贫瘠。连队驻地奇石很多，官兵巡逻
执勤时，将一块块散落于大山中的山石搬
运回营区。经过精雕细刻，沉睡深山的石
头被官兵的炽热情感唤醒，愈发生机勃勃，
富有诗意。

中士倪自壮指着自己亲手雕刻的“奉
献”字样的石头说：“在边关服役，要克服
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赤诚之心和奉献精

神是做不到的。在石头上刻完这两个字
后，我更加体味到其中的涵义。”

在胡居尔特执勤哨所护牧的12名官
兵，寻找到3000多块白色的石头，利用空
余时间在哨所对面的山坡上，精心堆制了
一幅中国地图，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深切热
爱。士官班长杨秦说：“天天看着祖国的
地图，心中便有了更多的使命感！”

为充分发挥山石文化的育人功能，
每年“国庆”“八一”等重大节日，这个边
防连都会以山石文化为媒介举办“塔山
杯”读书、歌咏、演讲比赛等活动。
“我们有时会把党课教育放在‘忠诚

石’前，摘选部分退伍老兵留言刻在‘忠心
石’上，让各类教育以石头为载体筑牢官
兵爱国戍边的思想根基。”指导员程振安
介绍，当石头成为边关的文化风景时，它
的启迪和鼓舞作用，就超越了石头本身。

找石、运石、刻石、读石，如今已成为连
队官兵业余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诸
多“戍边石”中，笔者见到最令人心潮澎湃
的——由成百上千块白石组成的“祖国在
我心中”六个大字。每个字都有十米见方，
镶嵌在青褐色的山体上，十里外都清晰可
见。“你看是不是又美又酷？这是我们边防
军人为祖国生日献上的一份特别礼物！”上
士阿恒别克自豪地说。

边关石，有魅力
■肖承槟 赵阿明

“战地书屋”激发练兵动力

“每一场大海战都将决定两个国
家的命运，比如英法之间的特拉法加
海战……”在某海军陆战队新干部集
训队三连的文化帐篷内，一场读书交
流活动正在展开。

当前，该部正采取野战化驻训、
连队化管理的方式对新任职排长集中
强化训练。野外驻训条件艰苦，文化
生活匮乏。为此，三连积极向上级协

调物资，统筹书籍，组建“战地书
屋”，定期组织名著赏析、战例分析、
交流讨论等文化活动。这样的活动有
效释放了官兵训练压力，提高学习积
极性，也激发了新排长热爱海军、建
设海军、献身海军的动力。

（王 飞）

“三红工程”凝聚精神力量

江西省赣州军分区充分发挥驻地
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打造以利用红
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为主要内容的“三红工程”，引导官
兵自觉热爱红土地、奉献红土地。他
们广泛开展“读红色书籍、做红色传
人”群众性读书和党史军史知识竞赛

等文化活动，编印下发《红色基因代
代传——赣南革命斗争历史学习读
本》，组织党员干部到瑞金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旧址、于都中央红军长征第一
渡纪念园等革命旧址寻根溯源，让官
兵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永葆初心。

（李世桥）

“文化中心”丰富驻训生活

陆军第 81集团军某旅依托野营帐
篷，探索成立集书画、读书、桌球、VR演
兵、心理咨询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移动
文化活动中心”，有效丰富了官兵业余
文化生活，让大家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
感受军营文化魅力，得到官兵点赞。

（周鹏搏）

文化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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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边防官兵在为石头描红。 肖承槟摄

基层文化写真

图为乃堆拉哨所官兵将收到的慰问图书搬往宿舍。 宋小理摄

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和中国书法
家协会将于 12月共同举办全军书法
作品展览。本次展览征集面向全军和
武警部队（包括退役军人，请注明原
部队番号），希望广大书法爱好者踊
跃参与，各单位广泛动员组织书法骨
干围绕赞颂改革开放 40周年的伟大
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国强
军的新气象新变化展开创作。作品书
体不限，高不超过 6 尺、宽不超过 3

尺，篆刻印屏不超过 4尺 3开。请在作
品背面右下角注明作者姓名、单位、
电话、通讯地址等。每位作者投稿不
超过 2件，不需装裱，作品不退。

请于 11月 10日前，将作品寄到北
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88—19 号 81
美术馆书法展办公室，邮编:100097。
收件人：潘修志；电话：18310906500。

组委会咨询人：钟海燕：0201-
923580（军线）010-52923580；靳军民：
13301077891。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全军书法作品展览

征集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