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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文化观察

亮剑楚戈尔，“东方-2018”战略演
习中以陆军第 78集团军为主组建的中
方参演部队，圆满完成任务；弹无虚发，
该集团军防空旅首次组织新体制编制下
全员全装全要素新型地空导弹实弹战术
演练，取得首发命中、12发全中的喜人
成绩；转型路上，某合成旅轻型高机动步
兵 1营在改革转型中勇当探路者，“向改
革要战斗力”的事迹被 28家军地主流媒
体集中宣传报道……

春节前夕，这些由官兵谱写的强军
故事，以文艺节目的形式，登上了陆军第
78集团军“牢记使命当先锋、练兵备战
正当时”主题文艺晚会的舞台，引发强烈
共鸣，赢得掌声和致敬。
“文化涵养魂魄，需要具体典型来诠

释和定格。”谈起举办这台晚会的初衷，
该集团军政委赵雷告诉笔者，一个个矢
志打赢、勠力转型的生动故事，必将为官
兵积极投身强军实践树立起比学标杆，
激发出强大动力。

彰显时代担当

身处平凡岗位的普通一兵，如何用
实际行动彰显忠诚与奉献？主题文艺晚
会上，一个个鲜活形象将其背后感人的
事迹娓娓道来。

该集团军某旅修理连连长朱晓峰，
入伍 20 年，经历过军政互换、调整转
隶，先后在 9 个岗位工作过，用他妻子
的话说，“跟你过这一辈子真像坐过山
车一样，忽上忽下。”此次改革中，他由
原来的装甲科科长高职低配为修理连
连长。“10年前，我就是连长，10年后又
回到了这个岗位上。不管科长还是连
长，穿军装就是干事业，不管机关还是
基层，尽职责就是做奉献。”他欣然接受
组织安排，一门心思投入到连队工作
中。面对专业人才青黄不接，他拿起书
本再进修，抄起扳手当教头，推动连队
迈出了转型建设新步伐。聆听朱晓峰
等 7名投身改革先进典型的生动故事，
现场观看晚会的勤务支援旅女兵刘洋
深有感触，“忠诚与奉献是看得见的，就
在他们自觉服从大局、投身强军事业的
一个个具体行动中。”

吕慧玲是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三连
连长姚金厚的妻子。丈夫所在部队 3次
移防，她跟随丈夫 3次搬家，每一次搬家
都要换一份工作。师范大学毕业的她凭
借过硬的能力素质，每次在竞聘上岗中

都名列前茅。吕慧玲说：“变换的是地
点，不变的是我跟随他、照顾他、支持他
的信念。”一个个这样生动的故事被浓缩
成小品《唇印》，诠释着在大爱与小爱、大
家与小家面前的抉择。某旅指导员张光
轩动情地说：“这些接地气的节目让我们
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典型事迹，也感受到
了事迹背后的力量支撑。”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讲好当
代军人忠诚奉献的感人故事，传承革命
前辈铁心向党的灵魂血脉，需要在深入
挖掘上下功夫。该集团军炮兵旅是董存
瑞生前所在部队，他们专门组织人员走
访战斗故地，深入挖掘梳理出董存瑞精
神中蕴含的“忠诚、胜战、英勇、担当、斗
争、为民”6种时代特质，通过演出立起
新时代董存瑞式钢铁战士的具体样子，
拉近了英雄与官兵的距离，让董存瑞精
神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发展同步。

舞台演英雄，行动学英雄，让英雄与
时代同行。在该集团军座座军营，有很
多英模塑像浮雕、英雄路牌路标；多个单
位设置以英模名字命名的哨位、台站、战
车、战炮；强军网上，集团军各级数字史
馆、英模网页等更是被放在突出位置。
这些举措与学英雄活动相互呼应，让英
雄精神融入官兵的日常生活。

诠释价值追求

“能战方能止战”，这是战争与和平
的辩证法。今年开训以来，该集团军以
练兵备战为牵引，以能打胜仗作为价值

追求，汇聚成不断前行的磅礴力量。
开场节目《练兵备战正当时》以音乐

说唱的形式，细数党的十九大后，集团军
部队肩扛使命向前进、改革重塑换新颜：
冬季训练试点观摩会、练兵备战先进典
型、首次跨境联训联演联战、大小比武竞
赛争奇斗艳……
“3号地域遭‘敌’袭击，命令你部迅

速出动！”伴着急促的警报声，官兵迅速
奔赴各自战位，立即转入战斗状态。然
而，这个“3号地域”的坐标数据传输到
各单元之后，大家倒吸一口凉气：居然在
1000多公里之外！

晚会上，小品《换羽新生》以该集团
军某合成旅轻型高机动步兵一营接受上
级战备拉动为视角，带领官兵回顾转型
建设的那段经历。这场装备检验性演
练，一营边打边走。看着里程表上的
“1000 公里＋”，官兵对新质战斗力的
“海拔”有了更深的认识。去年，该营作
为全军重大典型加以宣传，为陆军转型
建设蹚出了新路。

怎样让精武标兵激发广大官兵的习
武热情？他们发现相比简单说教，晚会
上的文艺作品有着独特感染力。根据该
集团军特战旅下士李阳阳，成功处置“主
伞”打不开的险情事迹改编的小品《特殊
任务》，在晚会上演出后，在官兵中引发
了强烈反响。某合成旅下士杜闯说：“14
秒能干什么，凭借过硬的本事他救了自
己一条命，也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样的尖
兵，我服！”杜闯一直以他为榜样，训练不
怕险不怕难，挑战极限训练新课目，在上

级比武考核中名列前茅，荣立二等功。
“理论牵引、文艺开花”“典型事迹、

节目演绎”，该集团军总结出系列文化传
播正能量的做法。他们将每名典型人物
的事迹创编成文艺作品，精心塑造“典型
人物艺术群像”。

传扬战斗精神

该集团军特战尖兵比武中，有很多
参赛队员，因炼狱般魔鬼训练而磨掉了
手指指纹，参赛时竟无法验证身份。节
目《雪狼先锋》就聚焦那一个个指纹模糊
的手掌。这个令人揪心的细节刻画，让
官兵看后无不血脉偾张。
“记住了这张没有指纹的手掌合影，

就记住了这群血性勇士，也记住了他们
身上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战斗精神。”
特战队员张慧和他们一样，训练起来也
从来“不要命”。那一次，在异国他乡的
特战学院组织的障碍训练中，张慧从高
墙跳下。这本是并不复杂的技术动作，
却因踩上石头，使他右膝关节反曲，将右
脚直接压在小腹下面。张慧忍着剧痛，
将膝盖生生掰回！尽管军医强烈要求他
退出，但他坚持靠止疼药硬挺着坚持训
练。由于此后反复受伤，他最终错过了
最佳治疗期，不得不在回国后重建人工
韧带。

由军旅“新军营流行风”唱作人吕行
带来的表演唱《即刻出征》燃爆全场。“怦
怦怦，听我的心跳声，集结中步战车呼啸
而过，横扫沙场席卷战尘翻涌；嘣嘣嘣，
加速度的脉动，超低空战鹰在头顶穿梭，
合成火力攻守气势如虹……”在强劲的
音乐律动下，现场官兵纷纷起立，加入到
“即刻出征”的序列。

硝烟的气味已经弥漫和平的沙丘，
士兵和烽火只差一场久别的邂逅。歌曲
《守梦的士兵》唱道：“又是一年春风暖，
不见往日哨所寒，烟火下的营盘壮美了
河山，铮铮誓言在心底呐喊”，真切表达
着军人强军梦里的铁血豪情。群舞《决
胜千里》、歌舞说唱《亮剑楚戈尔》节目再
现了征战境外沙场的一幕幕。

为先锋鼓掌，向典型致敬。集团军
组建以来，下大力将典型身上的生动事
例归纳梳理，通过文艺节目、微动漫等丰
富形式，用新时代官兵的语言特色还原
血性、解读血性、升华血性，使官兵在情
感共鸣中汲取榜样的力量，激发出拼搏
进取的不竭动力。

为先锋鼓掌 向典型致敬
—从陆军第78集团军一台文艺演出看身边典型文化滋养

■向 勇 许地理 安 阳

年味是什么？有人说是贴春联

的喜庆味，有人说是放鞭炮的火药

味，有人说是故乡美食的纯正味。

一句话，年味是家的味道、故乡的

味道。然而，一位历史学家却说，

“年”的味道原本是文化的味道。依

笔者之见，百姓说的家的味道、家

乡的味道与学者说的文化的味道并

不矛盾，若将二者统一起来，我们

便可更深切地感受年的味道，领略

过年的意义。

在不少地方，过年的一个最重

要仪式是祭祖。无论是富裕人家在

祠堂里面对着祖先画像的祭祀，或

者是普通人家在正厅里面对祖先牌

位的磕头与供奉，抑或在农村人们

到祖坟前的各种仪式，其祭祀的规

模、方式虽有不同，但是其背后的

情感是一样的，就是对祖先的追

怀，就是后辈与已逝先辈、亲人之

间的沟通。在这个天涯共此时的时

刻，“家庭”变成了神圣的空间。在

这样的时空内，人们一手牵着家庭

的血脉，一手牵着对未来的憧憬，

于是在每一个人心中升腾起一种对

祖先的敬畏感、对创造美好生活的

责任感，凝结成在新的一年里奋发

进取的动力。这真挚而淳朴的情

感，其实也是一种家国情怀。千千

万万个家庭有希望、有动力、有奔

头，我们国家就充满希望和力量。

春节旧时被称作“三元”，即

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即新

年的开端、新季节的开端、新月

份的开端，凝聚着人们对新年新

春新气象的无限期待。围绕春节

的各种传统民俗，无论是守岁、

贴春联、放鞭炮，还是打扫、除

尘、洗涤等，无不体现了辞旧迎

新的主题和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

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重要精神密码。将这些习俗引

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有了庭院

整洁、几净窗明的清新环境和喜

庆氛围，让人置身其中备感家庭

温馨、岁月美好；将这些习俗引

入我们的精神生活，就有了历史

积淀、生活提纯的精神陶冶和情

感升华，让人参与其中顿觉时光

匆匆、时不我待。古人讲“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并把它镌

刻在澡盆上，意在提醒自己要在

洗澡的时候祛除肌肤上的污垢，

让身躯焕然一新；后又引申到道

德修养上，提醒自己要每天洗涤

思想上的污垢，做到“澡身而浴

德”。革故鼎新、造就“新人”等

民族精神，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贯

穿于各种春节民俗之中，沉淀为

我们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基因，转

化为不断进取、勇于创新的自觉

行动，从一个个具体人的自我更

新上，展示出一个国家和民族奋

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还有“问

年”的习俗。据史书记载，春秋战

国时的一次过年，齐国派使臣去赵

国，接待来使的赵威后还未打开国

书，就关切地询问来使：“岁亦无恙

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

臣不悦：“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

先贱而后尊贵者乎？”赵威后当即反

问他：“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

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

耶？”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如果年成不好，老百姓吃不饱肚

子，那么君王的位子也不会稳，还

说什么尊贵呢？历史上，自古圣贤

廉臣都有新春察看民情、与民同乐

之举。翻看老照片，当年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陕北军民

载歌载舞共度新春的情景，无不令

人动容、倍感亲切和温暖。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更是把人民摆在心中的最

高位置，每逢新春佳节，都深入基

层“问年”，既问情于民，了解群众

的生产生活情况，为百姓排忧解

难；又问计于民，与群众共商发展

大计，筹划新年度的生产生活。对

困难群众、灾区群众，更是牵挂在

心，体贴入微。这种“问年”送去

的是温暖，凝聚的是人心，形成上

下团结一心、共创美好未来的磅礴

力量。

无论是祭祀祖先、过节习俗，

还是“问年”慰民，都超出了一般

意义上的家庭团聚之乐、欢愉口福

之乐，而上升为一种文化精神——

对祖先的敬畏，对时间的敬畏，对

人民的敬畏，这正是春节文化的

“内核”所在，过年的真正意义所

在。春节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它

是春夏秋冬的“春”，也是周而复始

的“节”，它是一年中的发动和起

点，是希望的源泉。小到个人、家

庭，大到国家、民族，只有不断增

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

的精神动力，才能载着希望驶向更

美好的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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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同贺岁，万里共争春。日前，记
者来到西藏军区詹娘舍（藏语的意思是
“鹰飞不过去的地方”）哨所记录下哨所
官兵闹春过年的点点滴滴。

《吼太阳》迎来第一缕曙光

雾锁山头山锁雾，天连路尾路连
天。甭看哨兵们脚踏云层，手可摘星，但
他们却很难抓住日光。守岁守日出，成
了他们庄严的仪式。《吼太阳》是詹娘舍
哨所哨兵闹春的主打歌，他们希望以歌
传愿、驱雾见日，把新年的第一缕曙光迎
进哨楼。

2007年除夕，班长靖磊磊即兴创作
了这首《吼太阳》。他对着天空高唱，也
许是大自然真的被感化了，经他放歌呼
唤，太阳还真露出久违的笑脸。
《吼太阳》成为贺岁曲目保留下来，

还有着一段特殊的经历。2007年 3月 2
日，春节过后没几天。本该是散发节日
余味的日子，但詹娘舍哨所哨兵却面临
一场生离死别。

那天一早，值班员于辉第一个起
床，手持工具到屋外铲雪，红灯笼映照
着他忙碌的身影。持续低温导致路面
结冰，于辉脚底一滑，滚下 300米深的悬

崖……靖磊磊赶快组织救援，他找到于
辉，背起来就向哨所奔去。目标近在咫
尺，雪崩突然出现，将 7 名哨兵席卷而
下……第一个醒来的靖磊磊，忍着伤
痛，一一摇醒受伤的其他战士，让他们返
回哨所，去请求救援，自己留下照顾重度
昏迷的于辉。当救援队赶到时，发现靖
磊磊和于辉已永远长眠雪山。原成都军
区为此授予詹娘舍哨所“团结互助模范
班”荣誉称号。

从此《吼太阳》又有了纪念意义。不
过，哨所的纪念方式很特别。新来的哨
兵学唱《吼太阳》时，都见不到歌单，而是
靠口口相传。因为，大家不愿看到老班
长的名字在纸上被框起来。

今年大年初一，大家精神饱满，在哨
长卢亮带领下，放声歌唱《吼太阳》。几
曲吼罢，太阳露出簇新的笑脸，虽然时间
不长，但足以让大家兴奋不已。

“网红下士”三次精彩亮相

除夕联欢会上，哨长卢亮给大家变
了个戏法，赢得满堂喝彩。下士黄伟轩
不甘落后也要露一手。黄伟轩被大家
称为“网红下士”。二月春风似剪刀，詹
娘舍的春风不一般。前年初春，通往哨

所的通信线路被春风“剪”断。时任哨
长李玉成带领黄伟轩等人下山检修线
路。返回时被狂风暴雪“堵”在半路，这
段历险的经历，却让黄伟轩在网上“走
红”。风雪中他睁不开眼但咬紧牙关奋
力挺进的照片，先在朋友圈晒出，后经
网友接力转发，在千万网民心头掀起万
千波澜。

这次他给大家带来的戏法是：鸡蛋
和地面硬碰硬。只见他手持鸡蛋绕场一
周，请战友检查是否是真鸡蛋。验明正
身后，他将鸡蛋抛向空中。战友们并未
看到鸡蛋粉身碎骨的场景。原来，在吃
早饭时，黄伟轩将分给自己的煮鸡蛋省
下来，用作联欢道具。他将鸡蛋放在户
外进行速冻，使其硬如铅球。

喜气催生士气，趣味衔接战味。晚
会导演、哨长卢亮，按照这个主题思想，
进行着节目设置。在下面进行的轻武器
分解结合比赛中，又是黄伟轩第一个完
成分解结合。他觉得不过瘾，又拆装一
遍，而且专门校了校准心。在他看来，武
器装备不仅是自己的第二生命，而且传
递着延续传统、再创辉煌的精神。因为，
他手上的这把钢枪，是班长詹华传给他
的，是打出过五发五十环的满分枪。

轻武器分解结合比赛结束，获得冠
军的黄伟轩借发表获奖感言之机，又来

了个节目——诗朗诵《西藏军人的牙》：
西藏军人的牙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特
别能吃苦”是它的使命∕我在詹娘舍尝
遍艰辛∕这口铁齿铜牙从来不曾动摇半
分∕云中哨兵敢啃最硬的骨头∕咱这嘴
里永远只有嘎嘣脆的口令……

新兵阿不都唱出民族风

“太阳下去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
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
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踏
着欢快的维吾尔族民歌《青春舞曲》旋
律，上等兵阿不都边唱边舞动着优美的
身姿来到舞台中央。

阿不都一亮相，就已经“暴露”出他
的“来历”。没错，阿不都是土生土长的
新疆人。这位维吾尔族小伙是哨所的
“四高”人物：个子高，学历高，才气高，武
艺高。保留宁夏师范学院本科学籍入伍
的阿不都，非常喜欢《青春舞曲》。他说，
这首歌唱出青春的旋律——小鸟羽翼渐
丰，新人拔节成长。甭看他才上哨半年
多，可已经是难不住、考不倒的“哨所
通”。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以一出精彩
的歌舞亮相后，阿不都又来了个《你问我
答》节目。他与战友现场互动，玩起戍边
知识抢答游戏。阿不都有备而来，对战
友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不论是哨所历
史、戍边常识，还是武器参数、装备性能，
都能做到一口清。哨长卢亮乐得合不拢
嘴，当场把一个大红富士苹果作为奖品，
用绳子系住挂在了阿不都胸前。

冰雪封不住时间，寒风传唱着誓
言。一场联欢，亮点频闪。哨兵才艺和
武艺的比拼，令屋外的红灯笼也兴奋起
来。它们拼命在风中摇晃撒欢……

詹娘舍哨所闹春即景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陆军第 78集团军通过创演文艺节目，挖掘身边典型这座精神富矿，让官兵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典型亮相
舞台、引领风尚，令人耳目一新。他们通过文艺作品彰显身边典型的时代担当、价值追求和战斗精神，让身边典
型“立”起来、“活”起来，让演学做身边典型融为一体，激发出官兵拼搏进取的不竭动力，值得点赞。

小品《夜训》 杨再新摄

文化时评

元宵佳节猜灯谜。节日期间，武警四川总队巴中支队组织官兵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欢乐之情洋溢在战士们脸上。

吕俊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