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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3 集团军某“飞虎”旅武装侦察
连，前身为 1945年 8月 11日组建的山东
军区 2师侦察连，先后历经 9次整编，是
一支英雄连队。新的历史时期，该连盘
活教育资源，深挖自身红色文化“富
矿”，创新开展文化活动。这其中，既有
官兵缅怀先烈、追思英模的接续传承，
也有异地同步、拓展课堂的创新探索。
在持续的感染和熏陶中，官兵徜徉在文
化育人的精神高地，将红色基因深植血
脉，推动连队全面建设不断迈上新的台
阶。

英雄连队，如何更好地发挥红色资
源优势、赓续红色基因？该连队一系列
特色鲜明的做法，可以提供有益借鉴。

连队门前，荣誉锦旗整齐悬挂；电子
屏上，战斗场景滚动播放……前不久，第
83集团军某“飞虎”旅武装侦察连迎来建
连 73周年纪念日。现场掌声连连，连队
指导员杨帅登台发言：“73载栉风沐雨，
连队在硝烟战火的洗礼中逐步成长；73
年砥砺前行，连队官兵始终迎难而上，不
断续写新的辉煌！”

连庆仪式上不仅有现役官兵，还有退
伍老兵。每年“连庆日”，他们都邀请老兵
回连，同大家一起致敬革命先烈，感悟历
史荣光，汲取前进动力。不少英烈家属也
特意从天南海北赶来参加仪式。73年的
光辉历程中，这支连队历经百余场战斗洗
礼，涌现出众多战斗英模。为大力营造
“崇尚英雄，矢志强军”的浓厚文化氛围，
他们持续开展“荣誉旗帜上墙，英模故事
进班”活动，从连史中遴选出 10名英模，
邀请英模家属走进班级讲述战斗故事，让
官兵在牢记历史、缅怀英烈中持续提升战
斗豪情。英模家属因此也成为该连红色
文化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五班班长胡鹏帅，入伍四年来屡次
在各类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他所在
的五班曾在全军首创无声捕俘的成功
战例。“每逢重大比武，我都会来到荣誉
旗帜前，重温光辉战史，汲取奋进力量，
勉励自己为连队再创佳绩。”胡鹏帅说。

英雄前辈的无声激励，总能让他们
迸发十足动力。“见了第一就眼红，丢了
第一就脸红”，被该连官兵奉为“圭
臬”。勇作尖刀上的刀尖，更成为全连
官兵的座右铭。

作为一支拥有重历史荣誉的英雄
部队，在新时代如何充分利用自身红色
文化“富矿”的优势？如何赓续红色基
因、传承英雄文化？现任指导员杨帅有
自己的考虑：“红色文化活动必须与新
时代的官兵相契合、与肩负的使命任务
相结合。创新活动形式，激活一池春
水。想方设法盘活红色资源，开展特色
文化活动，才能让官兵真切感受到红色
文化的魅力所在。”

走进这个连队，一项项特色鲜明的
文化活动，让笔者感受到红色文化之火
的热度和活力。在红色文化的感召砥
砺下，官兵不断凝聚忠诚力、战斗力，连
队全面建设呈现出“兵种特色鲜明，官
兵血性鲜红，连队建设先进”的良好态
势。在去年 6月份的调整移防工作中，
连队官兵由于思想稳定、表现突出，被
上级表彰为“调整移防先进单位”。

长期以来，他们用红色连魂、战斗文
化引领“兵之初”。每年组织“新兵下连，
荣耀归建”仪式，为每名新战友定下战斗
序列号。夯基垒土，新战友从一开始便
从心底激发使命感、责任感。列兵张慧
生指向自己胸前印有“5943”的“专属配
饰”：“这是我们连队战斗文化的接续传
承，也是我个人军旅生涯光荣的印记。”
一针一线缝连标、一字一句抄连史、一曲

一调唱连歌……在点滴学习中，“忠诚、
智勇、争先”的连魂精神融入官兵血脉。
“当兵 5年，这次休假的意义绝非寻

常！”刚刚休假归队的下士宋坤阳骄傲
地对笔者说。前不久，该连组织开展
“视频连线进史馆，异地同步话传承”活
动，选派一名休假的同志，前往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学习，并将其所
见所闻通过微信视频直播的形式与全
连官兵分享，实现“一人现地参观，全连
身临其境”的教育效果。宋坤阳听后主
动请缨，报名前往。

回忆起视频连线当天的场景，镜头
这边的上等兵闫江鹏，仍难掩兴奋之
情：“透过视频直播，就像我们自己走进
纪念馆，那种直击心灵的震撼感让人难
以忘怀。”

在今年开展的“传承红色基因，担
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中，该连适时举
办“红色经典朗读者”活动。官兵自选
红色书籍、战时信件等进行阅读，并结
合自身岗位实际撰写心得体会，与战友
分享交流。“我现在抗美援朝，一心一意
保家卫国……”活动开始后，中士贾德
运走上讲台，朗读一名烈士从前线寄回
的家信。伴着低沉的音乐，信件中字里
行间流露出的真挚情感，让在场官兵为
之动容。

每次集体活动后，全连官兵都要齐唱
连歌，致敬英烈前辈，砥砺战斗精神。“抗
日烽火中诞生，奇袭武陵扬美名……”嘹
亮的歌声在耳边回荡，我们仿佛看到，
英雄连队的强军路上，一支红色的火炬
正在熊熊燃烧，红色基因在铸魂育人中
彰显出更加深刻的影响力。

图为该连邀请老兵回连，共同参加

“连庆日”活动。 胡恩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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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展催生练兵备战热情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
训练保障大队，一场名为“时光见证
奉献”的影像展播火热进行。展览
的照片都来自保障现场，几乎涵盖
了近年来该基地担负的所有重大演
训任务。图片中展现出的甘为打赢
做基石的“砺剑石”精神，正是一代
又一代基地人用无言的奉献所积淀
并接续传承的。一张张演训保障的
精彩照片，一段段爬冰卧雪的动人
视频，让现场官兵深受教育，催生练
兵备战热情。 (慕佩洲)

积极推进军地文化共建

近日，武警安徽省总队池州支队组
织“军营开放日”，邀请驻地市文联走进
军营，加强与地方的文化交流，推动军
地文化共建。池州市文联的文化工作
者走进班排宿舍了解军营生活，走进队

史馆感受支队光荣历史和部队优良传
统。池州市文联的同志表示，加强军地
文化交流可以拓展地方文化广度，为地
方文化注入红色基因，同时也更加有利
于军队文化的挖掘、传播。

近年来，该支队持续推进与地方的
文化共建。去年该支队邀请地方高校
教授来部队开展党史大讲堂，今年初又
与市图书馆互赠书籍。文化共建、共育
活动的开展，可以更好地传播军队文
化，有利于国防动员教育，同时也有效
地活跃部队氛围，增强部队活力，丰富
官兵文化生活。

（孙 进）

“英雄长廊”助力新兵成长

武警浙江省总队金华支队执勤五
中队为助力新兵成长、激发血性胆气，
打造以“战斗英雄”为主题的文化长廊，
取得良好效果。悲壮豪迈的战斗故事
激起官兵共鸣，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新兵
不怕苦、不怕累的意志和敢打敢拼的血
性胆气。长廊还配有首长寄语、老兵留
言、新兵希冀等多个板块，内容丰富、互
动性强，受到新兵欢迎。 （何博帅）

“这个被催泪弹击中的是我！”“那
个爬在泥潭里的是我！”前不久，刚参加
完“魔鬼周”猎人集训的第 76集团军某
旅的官兵收到一份特殊礼物——由该
旅俱乐部主任、上士程烨为他们创作的
一幅名为《水》的油画。

用手中画笔绘出官兵风采，“记录”
美丽军营，一直都是程烨的最大爱好。
“红旗遇上绿军装，交织成最美的颜
色。”2011 年，带着美术专业背景的程
烨满怀从军热忱来到特种部队。

入伍后，程烨苦练打赢本领，因为射
击水平优异被挑选为狙击手。但慢慢地，

他发现特种部队的生活比较单调，可以
说除了训练还是训练。于是，他开始尝试
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军营，利用训练间隙
将火热的军营生活和个人感悟用画笔记
录下来。无尽的汗水、轰鸣的战车、响亮
的口号、哨位的风景，都成了他眼中最好
的素材。战友看着自己熟悉的训练场景
变成画作，对程烨交口称赞。

得到肯定后，程烨对创作的激情更
加高涨。他开始有意从军营生活中取材创
作，并在单位支持下创办集绘画、板报设
计、图像处理、摄影摄像技巧等多类项目
于一体的艺术工作室。今年4月，在该旅
组织的“比武艺，秀才艺”广场文化活动
中，程烨带着艺术工作室的战友现场进行
金粉画创作。金粉泼出，官兵所熟悉的一
个个人物肖像瞬间呈现，令人惊艳的艺术
表现效果赢来台下热烈掌声。

最近，程烨又把目光瞄准了新的目
标——“魔鬼周”。为了将最真实的感受
展现出来，他主动加入猎人集训队参加
训练，亲身感受了一番血与火的考验。
他被官兵不抛弃、不放弃的顽强毅力和
战友真情所打动，连夜创作了一幅名为
《水》的画作。“谢谢你，为大家留住了这
段珍贵的军旅记忆！”战友看到这幅画，
脸上都露出开心灿烂的笑容，纷纷向程
烨竖起大拇指。

图为程烨正在创作中。李会懿摄

一支画笔绘迷彩
■王钰凯 张石水

文化广角

9月 27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国
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央军委决定
重建解放军文工团。发言人指出，新时
代军队文艺工作将继承和发扬人民军
队的优良传统，牢固确立为强军服务、
为基层服务的鲜明导向，发挥好战斗
队、轻骑兵的功能作用，为能打仗、打胜
仗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解放军文工团重建之初，就继承我
军文艺工作的优良传统，展现出新时代
文艺战士的精神风貌和战斗作风。

官兵在哪里，哪里就
是舞台

回眸今年的四五月间：解放军文
工团精心挑选 110多名专业演员，组成
电声、女兵、欢乐、联合 4 支文艺轻骑
队，走边关、爬高山、进哨所，深入演训
场，行程 6000多公里，远赴云南边防一
线和驻训部队，开展为兵服务慰问演
出。在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体
演员倾情演出 90 余场次，服务官兵近
12000 人次，在高原红土地上勾勒出一
幅幅军中“乌兰牧骑”真情为兵服务的
动人画面。

山路蜿蜒，峰峦叠嶂。滇北高原某
演兵场，一座座野战帐篷深藏在密林深
处。铁甲轰鸣，尘土飞扬，枪炮声此起
彼伏，近万名海军陆战队官兵正在此地
如火如荼地开展训练。

文艺轻骑队从云南西盟县边防一
线驱车 400多公里来到这里，征尘未洗，
文工团领导和业务负责人便连夜进行
舞台定点和演出方案制定。
“舞台位置不能影响部队正常训

练，必须便于官兵观看。官兵在哪里方
便观看，舞台就设在哪里！”一锤定音，
最终确定的 5个演出舞台，全部选在官
兵帐篷区和训练场附近。
“真是太暖心了，训练完就能直接

看演出，一身的疲惫顿时缓解。”走下训
练场，满身泥土的海军陆战队某旅中士
贾成露高兴地说。海军陆战队某旅教
导员许磊磊告诉记者：“此次跨区域开
展实战化训练，任务重，节奏快，压力
大，文艺轻骑队演员们的贴心演出，让
大家斗志昂扬。”

文艺轻骑队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
马不停蹄地抵达各个执勤点。看到战
士在艰苦的执勤哨点坚守国门的感人
场景，听到官兵面对雷区无私奉献的动
人故事，不少队员感动得流下热泪。队
员们在简陋的饭堂或山头草地上，纷纷
拿出最精彩的节目，动人的歌声在边关

高原久久回荡。
“面向基层、服务官兵是文艺轻骑

队的宗旨，我们今后要争取走更远的
路、去更多的连队，为广大官兵练兵备
战服务鼓劲。”带队的文工团领导发自
肺腑地说。

节目中有兵味、战味、
泥土味

“文艺战士，同样头顶军徽，身穿
军装，保障打赢是天职！”解放军文工
团文艺轻骑队组织一行 100 余人，深
入海军“蛟龙突击队”驻训现场。拉练
式的巡演行军，一天 2至 3场的密集转
场演出，让人难免疲惫，但队员们始终
用最激情最饱满的状态，为官兵献上
演出。

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歌唱演员王
宁离家已经一个多月时间。她对记者
说：“我是母亲，也想孩子，但我更是军
人，这里需要我。官兵在努力训练，我
就要为他们努力表演。”

部队官兵火热的训练场景，点燃
了文艺战士心中的热血豪情。他们呈
现的作品，处处充满浓浓的兵味、战
味、泥土味。

女生二重唱《追寻》，唱出了海军陆
战官兵的心声。风中传来的低沉炮声，

与动人的旋律遥相呼应，昭示着这支有
着红色血脉的三栖劲旅永远追寻的，就
是那无怨无悔的忠诚与担当。小品《七
月玫瑰》的鲜活演绎，让官兵在欢笑声
中激起苦练狠练当兵王的凌云壮志。
女声独唱《新一代革命军人最荣光》《海
军力量》、女声合唱《母亲是中华》《四有
军人歌》等，一开唱就收获台下如潮的
掌声。从官兵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最
渴盼的荣光，也正如歌中所唱——强国
强军强海洋。
“海军陆战队是陆战雄狮、海上蛟

龙、空中雄鹰，你们就是我们心中最景
仰的英雄……”文艺轻骑队主持人姚若
然的一番话，句句落在官兵的心坎上。
“冲！冲！冲！咱们都是好弟兄……”

为兵服务 30多年的打击乐演奏员张仰
胜表演的《我们正年轻》《托卡塔》等曲
目，洋溢着热力四射的摇滚风。伴着强
劲的节奏，全场官兵激情难抑，纷纷高
擎钢枪随歌声起伏。
“天可以老，地可以老，母亲的微笑

永远不会老！”话剧演员柳杨配乐诗朗
诵《家书》，道出了一位母亲的期望、想
念和家国情怀，让许多官兵眼眶发酸。
海军陆战队某旅下士谷益凡说：“为了
母亲的微笑，我一定要当一名响当当的
三栖尖兵。”

富有兵味、战味、泥土味的作品让
官兵心潮澎湃、豪情激荡。某旅战士夏

德伟代表海军陆战队驻训官兵在给文
工团的一封感谢信里写道：“使命所在，
责任担当，也请你们相信，海军陆战队
官兵必然会苦练打赢本领，绝不辜负祖
国和人民的期望！”

展示的不仅是艺术，
还有真情

“文艺轻骑队的队员们就像战士一
样在连续战斗，顽强的战斗作风让人感
动。”这是基层官兵对解放军文工团文
艺轻骑队的评价。
“不扰连队训练，全程实行自我保

障，不给连队添麻烦……”文艺轻骑队
在出发前就定下 10条纪律标准。舞台
装备和人员转移，全部通过军民融合的
方式解决。所到之处，得到基层官兵交
口称赞。

8月，电声轻骑队和女兵轻骑队分
别赴空军和海军的基层部队，开展为兵
服务演出活动。有一次，文艺轻骑队演
出时，突然天降大雨，但演出照常进
行。“只要战士在，我们就演下去！”大雨
中，舞蹈演员王钰和王玉锦继续表演，
雨珠随着舞姿划出优美的曲线。“这是
我这辈子见到的跳得最优美的舞蹈！”
雨过天晴，战士们纷纷上前，在阳光下
留下最美的合影。

真情暖在官兵心坎上
—解放军文工团文艺轻骑队为兵服务侧记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周 矛 陈朝领

图为解放军文工团文艺轻骑队队员正在为基层官兵演出。 周 矛摄

文艺轻骑兵风采

今天我出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