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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老校址，就是一座红色丰碑。
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陆军指挥学院，曾
数迁校址，每一处老校址，都历经战火
洗礼。它们培育万千将才，为抗战和解
放战争的胜利做出突出贡献；它们孕育
红色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陆指人”砥
砺前行。金秋时节，该学院派出小分
队，奔赴豫鲁苏三省六地，开展“不忘
初心、寻根铸魂”重访老校址活动。在
这次以“寻根”为主题的行程中，官兵一
路探寻一路思索，思考着一所军校的强
军使命与责任担当。

（一）
在豫东傅集镇上的杞县第二中学校

园内，陆军指挥学院的办学源头——新
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曾诞生于此。该
院副政委曾勤与杞县县长宗家桢共同为
原址碑揭幕。晌午的阳光照耀在灰白色
花岗岩石碑上熠熠生辉，简短的碑文道
出一段艰难的办学历程——

1938 年 11 月 26 日，新四军游击支
队司令员彭雪枫亲手创办的随营学校
开学，彭雪枫兼任校长。办校初期，抗
战环境残酷、生存条件恶劣，但一批批
有志青年仍矢志追随革命队伍。学员
“放下枪就上课，背起枪就打仗”，随营
学校因此形象地被称为“马背学校”。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那烽火
连天的年代，正是靠着坚定的信仰，广
大师生面对凶残的敌人和艰苦的环境，
始终保持听党指挥、英勇顽强、坚忍不
拔的政治品格。80年来，陆军指挥学院
尽管先后 8迁校址，13 次易校名，经历
战火硝烟和改革调整的重重考验与洗
礼，但一茬茬“陆指人”始终秉承铁心跟
党走的坚定信仰，始终坚守政治建校的
首位标准，治校办学的红色基因和精神
血脉从未改变。

课堂教育有尽时，铸魂育人无止
境。官兵表示，老校址孕育的红色基
因是永不能忘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
要传承并发扬。近年来，该院每年都
组织官兵到老校址周围的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地、雨花台革命烈士陵
园、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馆等开展现
地教学，不断夯实官兵信仰之基、铸牢
忠诚之魂。

（二）
在永城李寨麻冢集，被当地人称为

“革命树”的千年古银杏，见证了学院前
身——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边战
斗、边教学、边生产”的奋斗历程。在彭
雪枫校长的带领下，学校师生一边苦练
本领、打退敌人的一次次围攻，一边帮
助群众开挖沟渠、根治当地农村的水
患。这条全长 10公里的“雪枫沟”至今
还发挥着排水灌溉作用，成为军民鱼水
情的见证。

同行的李寨镇党委书记梁书华讲
起这个故事十分感慨：“如果硝烟再起，
我们人民群众仍然一呼百应，为子弟兵
做坚强后盾，为部队打胜仗动员起浩荡
车流。”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而面对
未来的战争，我们能回答好“胜战之问”
吗？能肩负起人民群众如山厚望吗？

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使命感、责任感在
大家心头涌动。

上下同欲者胜。“培养胜战人才的
衡量标准是什么”“院校转型向何处去”
“教学改革的切入口在哪里”……一场
轰轰烈烈的办学思想与转型建设大讨
论活动，从年初持续到现在。该院师生
群策群力、集智攻关，共梳理出转型中
急需破解的 38个重难点问题，立起问题
靶标，亮出差距危机，强力把教学改革
转型推进“快车道”。他们还紧盯主责
主业发力，把新型陆军中级指挥教学体
系建设作为突破口。经过半年多的探
索，一套对接联合、引领兵种、内涵发
展，集实战化、专业化、融合型、开放型
于一体的陆军中级指挥教学体系正在
如火如荼地创新实践中。

（三）
“寻根”小分队来到鲁南山区的莒

南县大店镇河湾村。在一大片村宅中
间，一排低矮的四合院草屋格外显眼。
这片房子就是学院前身华东军政大学
的办学旧址，外墙还保留着当年粉刷的

“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
了胜利”的褐色标语。这是老校长张云
逸提出的办学方针。

走进张云逸老校长曾经住过的卧
室，墙上一张教练员练习刺杀的照片引
人注目。那时候，村边河畔的浓密树
林，是华东军政大学教学训练的绝佳场
所。教员学员共同练习射击、投弹、刺
杀、爆破、土工作业“五大技术”，这些技
战术在战场上曾发挥重要作用。

战争年代的华东军政大学十分注
重师资力量建设，办学伊始，学校就倡
导“指挥员兼任教员”。一批能征善战
的一线指挥员，往往是征尘未洗就拿起
教鞭，把与敌人作战取得的宝贵经验带
进课堂，把战争指导规律和指挥作战方
法教给学员。

教之本在师。作为培养能打仗、打
胜仗新型军事人才的军队院校，打造一
支知战晓战、能征善战的师资队伍至关
重要。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该院始终
秉持张云逸老校长“三个一切”办学方
针，聚焦实战强教员，着眼打赢育人
才。他们实施名师、中青年骨干和创新

团队培育工程，深入推进人才强院战
略；鼓励教员在承担重大演训任务中历
练，在参加部队当兵跟训中淬火，在组
织教学大比武中找差距。“跨越”“砺剑”
“使命”等重大演训活动，朱日和、青铜
峡、确山等演练场，都活跃着该院教员
的身影。

（四）
晨雾笼罩下的洪泽湖畔，江苏泗洪

县陈圩乡正在恢复重建的新四军四师
师部旧址轮廓初显。将要建成的雪枫
军政大学旧址是四师师部旧址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也是陆军指挥学院的前
身。为了充分发挥以史育人功能，大学
旧址建成后不仅有史料陈列馆，还有可
容纳 300人吃住、训练、学习为一体的红
色教育基地。

老校长张爱萍治军赏罚分明、严于
律己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扬。张爱萍
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时，某日全师会
操，恰好师长黄克诚找他谈话，因此迟
到 4 分钟。会操完毕，张爱萍当众宣
布，自己罚站 10分钟。全场掌声雷动。

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就是靠着这种
严明纪律、严实作风，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新时代要履行好军队使命任
务、打赢信息化战争，必须继承好传
统，坚持问题导向，来一次深刻的和平
积弊大起底大扫除。
“学院从战火硝烟中走来，也必

须在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教战研战
中创造新业绩。”9 月中旬，院党委召
开的议教议训会上，常委和机关相
关领导再次聚焦军委明确的“八查”
和 46 个问题清单，摆现象、查原因、
谈对策。

80年峥嵘办学史，红色基因永不改
变，革命血脉代代相传，激励着一代代
“陆指人”奋发图强、担当有为。该学院
充分挖掘老校址上蕴含的红色基因，着
力培育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风，严
谨治学、知行合一的教风，立足前沿、求
实创新的研风，依法治校、从严治校，树
立了朴素本真、以严著称的良好形象；
大批优秀人才正从这里出发，走向强军
兴军的新征途。

上图：陆军指挥学院组织开展现地

教学。 叶丛如摄

老校址上的沉思
■吴军民 杨 振 余国强

“很震撼！我们一定不能让历史

重演，坚决捍卫祖国海洋权益！”观看

完电影《甲午大海战》，北部战区海军

某驱逐舰支队石家庄舰上等兵李前在

影评中写下这句话。

观看海战专题系列电影，是该支

队探索构建“海立方”系列文化活动

的一项内容。近年来，随着海军使命

任务不断拓展，支队舰艇长期在外执

行任务，年平均出海达200余天。为

此，他们坚持用强军文化铸魂育人的

鲜明导向，秉承“内外兼修、文武兼

备”的立体培养原则，推出海军、海

洋、海权特色的“海立方”系列文化活

动。目前已相继举办“精武强能、矢

志强军”军体运动会、“走向深蓝、建

功深蓝”文艺汇演、海战专题“深蓝影

院”……这些活动既丰富了舰艇官兵

文化生活，为官兵减压营造了良好环

境氛围，又激发了官兵敢打必胜、锻

造海上精兵劲旅的精气神。

“海立方”
活动战味浓

■王冠彪

文化广角

战歌嘹亮，唱出忠诚与使命，唱

出激情与梦想。为增强官兵履行职

责使命的精神动力，进一步提振军心

士气，10月中旬，第81集团军某旅隆

重举行“军歌嘹亮、战旗鲜红”主题歌

咏比赛。比赛期间，各参赛队以合唱

为主要形式，融合朗诵、曲艺、乐器、

舞蹈等多种表现形式，唱响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保卫黄河》《强军战歌》

《中部铁拳》《新型陆军向前进》……

一首首讴歌民族精神、反映部队生活

的军营歌曲，引起在场官兵和家属的

强烈共鸣。此次歌咏比赛主题鲜明、

战味十足，集中展现了该旅官兵献身

强军实践的壮志豪情，激发了官兵练

兵备战的信心决心。

军歌嘹亮战旗扬
■姚舜午

近日，西部战区空军 23名基层

文艺骨干组成的“空天梦·西部情”

文化服务队，跨越西部 5省（自治

区），为14个一线任务部队开展形式

丰富的文化服务活动，受到基层官

兵欢迎。

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后，西部战区

空军积极适应新的体制要求，选拔培

养一批基层文艺骨干，建成一支思想

作风硬、专业素质高的“文艺轻骑

兵”。利用部队遂行驻训、演习等军事

任务时机，他们深入一线开展阵地舞

台活动，让文化服务对接“战场”。他

们还发动文艺骨干从部队执行重大演

训任务的先进事迹中寻找灵感，在节

目创作上充分体现战味、军味，打造一

批彰显战斗精神的文艺作品。其中舞

蹈《机务兵》、音乐剧《生死抉择》、音乐

快板《蓝天赞歌》等20多个节目分别

在全军、空军业余汇演中获奖。

“文艺轻骑兵”
跃动演兵场

■肖 瑛

轰鸣的枪炮声还未远去，冲锋的
号角已经吹响。舞台上，新疆军区某
红军师战士业余演出队四级军士长李
明军和战友扮演的红军将士，在敌人
猛烈火力压制下，冲锋，倒下，爬
行，搭成人梯，再爬行，终于把战旗
插上了山头。

夜幕降临，一场精心编排的情景
剧《忠诚》在野外驻训场拉开帷幕。
台下官兵在热泪盈眶中将红军师的辉
煌战史刻进脑海。

李明军所在的战士业余演出队，
其前身分属陕北红军延川游击队宣传
组和红四方面军民先剧社两支文艺组
织。每年这个季节，演出队的官兵都
要精心编排一台文艺节目，送到部队
练兵场。

演官兵故事，唱官兵心声。结合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
教育，演出队决定将讲述该红军师革
命历史的情景剧《忠诚》，作为一个重
要的文艺节目，送到火热的演兵场，
让大家在欣赏文艺节目中读懂和感悟
厚重历史，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激发
练兵动力。

杨梦娇、李思远、张向河等 10
多名列兵是第一次参加情景剧 《忠
诚》编排。想要在较短时间内融入角
色，对于他们来讲，任务不轻。“正
因为是经典节目，大家心里有一个参

照系，演得好与坏，大家一看就明
白。”自幼习舞的杨梦娇，还是感到
了很大的压力。

人员敲定，节目排练轰轰烈烈展
开。尽管杨梦娇等演员使出浑身解
数，但排练中还是被情景剧《忠诚》
负责人李明军一次次叫停。因为他们
的舞蹈动作虽已经过关，但总少了一
些感染力。

想要感动观众，先得感动自己，
杨梦娇和战友们钻进了师史馆。读
史、研史，年轻的列兵追寻了解历史
背后的忠诚故事——
“1935年 10月，红军师创始人刘志

丹受‘左’倾分子诬蔑，在前去瓦窑堡
开会的途中看到了通信员送来批捕他的
密函。当时，刘志丹完全可以扣押信
件，但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仍然坚持
前往，到会场后就被捕了。幸亏毛主席
来到瓦窑堡，他才被解救出来……”刘
志丹身陷囹圄心向党的故事，深深感染
着刘志丹的扮演者李思远。
“陕北红军中第一个女指导员任志

贞，在受伤被俘的情况下，宁死也不
透露部队行动，最终英勇就义，年仅
19岁，比我还小 1岁……”再次排练
到这一段历史时，杨梦娇眼里闪烁着
泪花。

军史钩沉，演绎源自历史深处的
慷慨风华，燃烧血脉偾张的强军情
怀。一段段关于“忠诚”的故事，
让年轻的演员们触摸到情景剧 《忠
诚》 的生命力与灵魂。再次排练，
他们不知疲倦地一遍遍跳跃、翻
滚、走台，衣服上的汗渍干了湿，
湿了又干。

天山脚下，演出队官兵以戈壁为
舞台，以天山为背景，将一幕幕红色
历史运用情景剧的表现形式呈现在观
众眼前。一段段跨越时空的“对
白”，拨动着官兵思想深处的情感
线，激起现实与历史碰撞的回响……

左图：新疆军区某红军师业余演

出队将文艺节目《忠诚》送至野外驻

训场。

马 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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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十月的长沙金风送爽，丹桂飘
香。国防科技大学军旅舞蹈团的 70
多名舞者，为学校师生带来一台精彩
的军旅舞蹈专场晚会。他们用灵动传
神的优美舞姿，让观众在大气磅礴、激
情澎湃的军旅舞蹈中感受我军官兵砥
砺前行、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

晚会以“启航·强军新时代”为主
题，分为铸魂、浴血、奉献、强军 4个篇
章，展现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弱到
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展现新时代人民军队继往开来、强军
兴军的必胜信念。

晚会以节目《南昌起义》开场，通
过恢弘的音乐、紧张的情节，再现革命
先辈在探索军队铸魂之路上的艰辛不
易。《映山红》由晚会总导演、教员杨丽
萍主演。伴随着动人的葫芦丝声，她
仿佛一片鲜艳的花瓣在风中翩跹起
舞，轻盈优美。《八女投江》《狼牙山五
壮士》等节目的表演颇负艺术感染力，
悲壮的英雄故事让人深受触动；《洗衣

歌》的节奏欢快，取材新颖，表现生动，
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藏族歌舞艺术
的特色。《看齐标齐》《我也要当标兵》
和《强军路上》等节目，鼓点铿锵有力，
气势排山倒海，演员们用肢体语言表
现官兵绝对忠诚可靠、坚决听从指挥
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出新时代青年
官兵迸发出的活力。

年轻舞者在舞台上盛情绽放，英雄
豪情化作刚劲舞姿，报国奉献的青春热
血在音乐中挥洒成唯美的意境，军旅舞
蹈艺术的独特意蕴在这里精彩呈现。

演出成功来之不易。舞蹈团成员
均为该校学员。组建之初，学员大部
分都是舞蹈零基础。两个多月来，为
了献上一出精彩的舞蹈专场，学员们
在教员杨丽萍的精心指导下，在紧张
的学习训练之余坚持不懈地认真排
练。真诚的汗水换来演出的成功，晚
会节目获得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上图：晚会节目《强军路上》。

郭树彬摄

迷彩青春正绽放
■张 超 佘 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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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那些凝练在历史中的红色基因，是
我们永远都不能忘却的宝贵精神财富。金秋时节，陆军指挥学院派出
小分队，奔赴豫鲁苏三省六地，开展“不忘初心、寻根铸魂”重访老校

址活动。这是一次文化寻根和对初心的回望。他们由此引发的对于
职责使命的深刻思考和实践，让我们感受到在强军征程上传承红色基
因的重大意义和广阔空间。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