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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事迹诠释赤胆忠诚，血脉基
因熔铸时代力量。清明节前夕，新疆
军区某红军团开展“追寻英雄足迹，
致敬不朽青春”缅怀先烈主题读书分
享会。
“百余年的历史长河，哪里没有动

人的悲歌，哪里没有烈士的热血……”
率先登台的是工兵连上士李丁诚。他分
享的书籍《恽代英传》详细呈现了青年
楷模恽代英的生平和革命生涯。

牺牲需要被铭记，英雄值得被仰
望。“1949年 8月在兰州战役中，八连连
长李国斌一人向敌人投出 180多颗手榴

弹，在身负重伤后仍坚守阵地，直至壮
烈牺牲……”步兵八连上等兵田宇飞的
分享，源于团史经典书目《留住红军团
的记忆》。一个个鲜活感人的先辈故

事、一幅幅伟岸壮阔的英雄群像，让官
兵心潮澎湃。

从方志敏用《我们临死前的话》描
绘出一个无比美好的“可爱中国”，到刘

愿庵英勇就义前留给妻子的那句“把全
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
再到刘伯坚在狱中高呼“生是为中国，
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的呐喊……高
炮连中士马运祥分享的《红色家书》令
官兵肃然起敬。
《英烈门风》《刘志丹传》《革命烈

士诗抄》……读书分享会上，9名分享
人与全团官兵一起，在品读经典中感
悟英烈的初心，饱含崇敬与缅怀。这
场穿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让大家更加读
懂革命先辈信仰的坚定，从中汲取前
行的力量。

追寻英雄的足迹
■史建民 杨锐锋

青山不语，丰碑屹立。清明前夕，
陆军某工程维护团烈士陵园修葺一
新，庄严肃穆，58 名烈士集中迁葬于
此。该团官兵代表、部分烈士遗属在
墓碑前鞠躬哀悼，缅怀为国防工程建
设事业牺牲的先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工程兵
响应党中央号召，移防挺进深山密
林。他们用手刨、用肩挑、用背扛，担
负起艰苦卓绝的工程施工任务。

在胡毕田烈士的墓碑前，前来祭奠
的老兵王环平回忆道：“在一次工程掘进
中，突遇山体坍塌，胡班长被掩埋在山体

之中。”该团领导介绍，过去胡毕田、李玉
平等58位烈士的遗骸分散安葬在他们战
斗过的大山中。

山有名，我无名；以无名，铸威名。

经过岁月的洗礼，那些散落在群山间的
烈士墓愈发展现出精神的力量。年初，
为方便烈士亲属和官兵祭奠缅怀，该团
将集中迁葬 58名烈士遗骸列为重点工

程。同时，积极协调地方部门，寻找烈
士亲属。
“弟弟，姐姐来看你了……”抚摸着

高森林烈士的墓碑，年近八旬的高兰芳
老人泣不成声。这是老人近半个世纪
后，再一次看到墓碑上那张年轻的脸
庞。

献花、默哀、瞻仰烈士墓……百余
名官兵代表在此开展“祭扫烈士墓、继
承先烈志”活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
利。”烈士墓碑上镌刻的碑文，在阳光照
耀下愈发夺目……

英烈墓前祭忠魂
■谷永敏 张修山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

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在抗

战青年孙犁的笔下，描摹白洋淀的文字

如泻珠玉。那片土地飘荡的冀中儿女

抗日战歌，附丽着诗情画意。

初识白洋淀，景致着实美丽。走近

她时，那片历史更真切地让人魂牵梦

萦。关于白洋淀的故事，鲜活如新。那

润泽而出的精神，令人神往。

白洋淀这片地区有多大呢？143

个大小淀泊镶嵌其中，恰如大珠小珠落

玉盘。作为淀泊中较出众的一池，白洋

淀，便冠之为整个地区的名字，并渐趋

成一个优美水乡的符号。

大自然这个书法家好像恰巧遗漏

了一个墨点，便晕染成华北平原现存最

大的常年积水湖泊，衍化为北方颇有名

气的荷花大观园。依偎着太行山东麓

走廊北部，她浸润了山岚，摆渡了流霓，

盈盈走来。

白洋淀由永定河和滹沱河交汇冲

击而成，如同两河共同捧出的一斛明

珠。她感恩着河流的滋润，将自己蕴藏

的一切奉献给世人。捧出了大米、菱藕

和苇席，还有野泼泼的鱼、扑棱棱的虾，

她用至美描摹着一幅波光翯翯的生态

美景。白鱼濯濯，水鸟啁啾，芦苇婆娑，

荷香暗送，白洋淀总不爱盛装。她悄悄

地抽绎出灵动的风景，流泻出陶醉心神

的抒情乐曲，萦回成湿漉漉的水村印

象，打捞出难以言说的美好。

寻觅，寻觅。水淀上摇曳起千年的

藻苔。这是天造的美，也是文明沉积的

结晶。

白洋淀的湖沼环境迤逦了历史的

烟涛，孕育了北方平原水域特色文化。

这里的韵味，仿佛从一处荡开芦苇，从

商周的水岸入水，凌越了蒹葭，涤透历

史的风。于是，你看到了，中原商王朝

的北疆界线推进到白洋淀地区，边防文

化兴起。春秋战国时期的白洋淀地区，

作为燕国与赵国、齐国之间的沟通桥

梁，成为列国争霸战争的前沿。北宋时

期，宋辽对峙相持一触即发，白洋淀又

成为“蒲苇韧如丝”的边防一线。

春山秀罢秋山瘦，秦汉明清一脉

连。白洋淀的历史如潮水般奔流向

前。在悠久历史文脉的赓续与积淀下，

优美的白洋淀焕发出迷人的人文光

彩。文人墨客在这波光深处留下灿烂

的文学作品。《新儿女英雄传》《雁翎队》

等文学作品，为白洋淀皴染上浓郁的传

奇色彩。文学流派“荷花淀派”，文字潋

滟着画意。鲜亮的景致充溢强烈的爱

国情怀，催生着一代代国人的共鸣。

淀里有刻在月光上的歌谣，有写在

水上的史册，有写在芦苇上的便签。白

洋淀，早已超越了白洋淀。

这里的黎明，安静极了。都说在白

洋淀，不要错过在湖畔迎接黎明的时

刻，看浓密的芦苇仿若军民筑起的长

城，那挺出水面的荷箭恰如射向敌人的

武器。白洋淀，可称得上是一支振奋人

心、鼓舞斗志的战歌。

拥有3700条沟壕的白洋淀，是抗

日战争时期冀中革命根据地重要战

场。硝烟岁月，为白洋淀增添了格外明

亮的光色。

透过战火，这里有情怀的论题。孙

犁将情揉成了薄雾和荷叶荷花香，飘进

革命岁月，绽开精神上灵动的菱角；杨

小梅将情化作虾篓子和桂花鱼，持船打

捞起赤子之心，晕开欢喜胜利的画面。

还有那黑老蔡发动农民组织抗日自卫

队，神出鬼没、抗日保家，谱写出感人肺

腑的儿女英雄传奇；人称“水上飞将军”

的雁翎队，头顶荷叶，嘴衔苇管，隐蔽在

芦苇丛中，伏击日寇保运船，来无影去

无踪；水生嫂送丈夫赴前线的相思涟

漪，小兵张嘎头扎芦苇智斗敌人的明亮

水影……

如今这里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雁翎精神投射出耀眼的现实意义，

雁翎队纪念馆、抗战纪念馆、孙犁纪念

馆、白洋淀文化苑星罗棋布。白洋淀，

积存了连绵不绝的历史云烟。那清凌

凌的水，总将岁月雅致地摇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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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山河

“胸燃烈火行能塑，衣挂赤旗品自
高。”走进第 83集团军某旅书画室，一
幅遒劲有力的书法作品映入眼帘。这
是该旅上士张佩在某次书法大赛中的
获奖作品。作为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张佩始终坚持用自己的艺术特长
诠释对军营的热爱。

张佩自幼热爱书法，入伍时他的行
囊内装了一大包笔墨纸砚。新兵连期
间，白天军事训练强度大，他就晚上加
班坚持创作。在新训结束时，他不仅军
事课目全优，还凭借书法特长荣获旅里
才艺展示一等奖。休假时，张佩大部分
时间都用在寻访名师、求学提升上。战
友们经常在训练休息间隙看到他手持
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苦心人天不
负。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张佩的书法作
品多次在全国全军书法作品展览中入

选、获奖。
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前不久，旅里配合主题教育举办以
“挥毫泼墨书壮志，举旗铸魂颂党恩”为
主题的书法作品大赛。得知消息后，许
多有书法基础的战友前来请教，张佩索
性在旅活动室成立了书法兴趣小组。
周末休息时间，大家一起探讨技艺，交
流经验。在大赛当天，“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军魂”“炮兵荣光”……一件件书
法作品笔酣墨饱、遒劲有力，强军主题
鲜明，让人从中感受到军人的坚毅和果
敢，大家都说“指导老师”张佩功不可
没。

前段时间，张佩又将自身特长融进
视频制作中——为视频短片书写片头
大字，让作品更具美感。没多长时间，
他制作的《战地玫瑰》《炮兵荣光》《相约
雷锋城》等优秀视频作品相继被多家军
事新媒体推出。

图为张佩（中）与战友交流书法创

作经验。 胡金华摄

挥毫泼墨书壮志
■胡金华

今天我出镜

不久前，海军某通信站的战史馆又
进行了更新工作。该站从 1949年创立
至今已走过70年的光辉历程，战史馆内
一幅幅照片、一段段故事诉说着海军通
信兵的战斗文化精神。

走进战史馆，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
老一辈们战斗的功勋。1953年 2月，该
站受命抽调 30多名同志奔赴抗美援朝

前线。他们顶着风雪架电台，隐蔽在矿
洞做联通，在艰苦的战场上屡立战功。
“子弹不断地从头顶飞过，没有

时间让你思考退缩，唯一的想法就是
如何最快实现联通。”一级军士长胡
中生在战史馆与大家交流维和经历
时说道。在他身后，红色光荣榜上挂
满先进榜样的照片。

战斗精神砺兵魂。每年新兵入伍、
重大活动前，战史馆里“忆传统、讲战例、
学英模”成为该站传统。他们还跟进开
展“喊战斗口号、唱战斗军歌、讲战斗故
事、开战地广播”等战地文化活动。一茬
茬官兵来来走走，战斗精神的红色基因
一直血脉相传。
“1 分钟，我可以听打录入 181 个

字码。这是我在机台上练了 8年的成
果……”战史馆的解说员张莎莎是一名
话务兵，她曾荣立三等功 1次、二等功 1
次。这是该站正在开展的“身边榜样的
战斗精神”教育活动的生动一幕。

走完一圈战史馆，熟悉的战歌响
起，跳动的音符奏出海军通信兵牢牢镌
刻的战斗文化精神：“无论在黎明，还是
夜漫长/有我坚守在银线跳动的地方/
用键盘弹奏无悔华章，用汗水书写强军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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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亮起一道追光，飒爽干练的
临床心理科女军医陈雨走上舞台……
近日，在解放军第九六七医院举办
的“合编更合心，聚力新征程”主
题文艺演出中，由陈雨担任讲述者
的情景剧 《穿越心灵的沼泽》 生动
诠释了一名军医的初心，就像一束
温暖的阳光照进人们的内心，引起
现场观众共鸣。

节目的创作灵感来自陈雨的亲身
经历，讲述便是从她成为一名心理医
生不久后开始。在玻璃杯刺耳的摔打

声中，陈雨带领着观众回到那个寒冷
的冬日——“病房里，一个病人的病
情发作了。癫狂中，他将喂药的我推
倒。而我的手，下意识地捂住肚子。
那时，我刚怀孕……”陈雨娓娓道
来，声音平静温和，却牢牢抓住了
观众的心。

一段段病房故事，一个个感人瞬
间。节目带领观众走进一名普通军医的
内心世界。演出最后，同样身为军医的
丈夫在电话里对陈雨说：“又要一个月
不能回家了。”陈雨温和的声音响起：
“这么多年，咱们不都习惯了么……”
灯光变暗，情景剧便在这一声“习
惯”中结束了，让观众意犹未尽。

这个令现场观众掌声不断的节目
在晚会预审时却险些没通过。艺术指
导认为陈雨的讲述感染力不强，提醒
她说：“多想想成为军医的初心是什
么。”这让陈雨一下找到了方向。正
式演出这天，陈雨饱蘸深情、贴近生
活的艺术演绎，将病房里那些充满真
情的故事搬上舞台，让观众切实感受
到军医的坚守与奉献。

图为《穿越心灵的沼泽》演出现

场。 黄丹青摄

温暖心灵的阳光
■刘奕麟 董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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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今年两会看望参加政协

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共

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

红色，是党旗的颜色，是共和国的颜

色，也是军魂的颜色、人民军队的本

色。我军的文化自信，突出表现为对

红色军魂的自信，对人民军队本色的

自信。对我军而言，坚持党性与人民

性、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与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本色，是完全

统一的。

战法千万条，敢打第一条

2.6万对23万，这个仗怎么打？

这不仅是1947年指挥陕甘宁边区

保卫战的彭德怀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

全国进步力量为我西北野战军捏一把

汗的原因。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态势，

战法很多，但首先要敢打。正是有了这

种敢打必胜的信心，才有了后来的“蘑

菇战术”等奇谋妙法，有了青化砭、羊马

河、蟠龙的连战连捷。

凭什么敢打？从军事文化的视角

看，根本在于我军对红色军魂和人民伟

力的高度自信。

毛泽东曾讲，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

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

敌人的。那么，用什么样的文化来武装

军队，则成为关系军队性质宗旨、使命任

务乃至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我军诞生之

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用马克思主

义理论武装官兵，始终铸牢听党指挥的

红色军魂，鲜明确立人民军队的性质本

色，培育形成了享誉世界、引领时代、独

具特色的先进军事文化。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这是1927年9月毛泽东在《西江月·秋

收起义》中写下的诗句。正是这支部队

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以象

征革命的红色为底色，旗中央的五星寓

意党的领导，而星内交叉的镰刀斧头则

代表紧密团结的工农大众。此后，红色

军魂、人民本色始终是这支队伍最显著

的标识，成为我军的独特印记与基因。

90多年来，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枪林

弹雨，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筚路蓝

缕，抑或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爬坡过坎，

我军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由弱变强，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对红色

军魂、对人民本色的坚守笃信。

魂系人民，方能赢得靠山

无论在任何年代，枪杆子听谁指

挥、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对于一支

军队来说都至关重要。谁能赢得最广

大人民的支持，谁就能赢得战争最后

的胜利。然而纵观历史长河，受政治

立场、现实利益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影

响，不同军队对待民众的态度相差万

里。有人畏民如虎。抗战时期阎锡山

曾说：“群众如虎，不发动是个空子，

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我军则视人民

如父母，是人民的子弟兵。“军队打胜

仗，人民是靠山。”要获得人民的支

持、得到群众的拥护，只是嘴上喊喊

不行，必须真正把人民放在心里，靠

实实在在的行动、通过点滴细节来赢

得民心。

历史上，我军曾先后称为工农革

命军、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新四

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无论名称如何变

换，党的绝对领导的红色军魂没有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有

变。从抗美援朝时期“最可爱的人”到

抗震救灾中“最美逆行者”，从“算盘子

制造出两弹一星”的两弹一星精神到

“做革命螺丝钉”的雷锋精神，再到“人

在堤在、人亡堤存”的抗洪抢险精神，

正是“人民”两个大字，使得子弟兵甘

愿抛洒热血与汗水；正是人民的信赖

拥护，激发起广大官兵“专为国家，不

为身谋”的家国情怀和“气吞万里如

虎”的英雄豪气，集聚成这支军队勇往

直前、敢打必胜的磅礴伟力。一句话，

人民军队的胜利，归根结底是人民的

胜利。

铸牢红色军魂，永葆人民

军队本色

红色是党旗的颜色，我军始终以党

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

党的意志为意志。这种红色是指战员

在战场上挥洒热血的豪气，是官兵代代

相传、一脉赓续的“红色基因”。这种红

色是老百姓的真心，是“最后一碗米送

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的

慷慨和真挚。

铸牢红色军魂，永葆人民军队本

色，关键落点在人。广大官兵正确价

值观的确立与坚守，离不开先进军事

文化的熏陶滋养。文化重在化人，因

其化人而有力量。只有不断培育强军

文化，如春风化雨般滋养官兵心田，同

时向错误思潮亮剑、清除思想雾霾，才

能在去伪存真中坚定文化自信。只有

充分信任激励官兵，不断发掘提炼火

热军营的鲜活实践经验，文化建设才

能更好激发官兵的主动性和创新性，

彰显先进军事文化的魅力和伟力。

文化，唯有自信才能自强。无论时

代如何发展、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只有

坚守听党指挥的红色军魂、永葆人民军

队的本色，才能自觉奋进于强军兴军的

新征途，不断开创人民军队新的辉煌。

红色军魂与人民本色
——“我们的文化自信”系列谈之一

■高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