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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引领，以爱国
爱家为主旋律，把真善美的种子播撒进
孩子的心灵，培养一朵朵向阳盛开的祖
国花朵……”“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
蓝天幼儿园举办“花开新时代·共筑蓝
天梦”主题艺术教育活动。

12名教师扮成绽放的荷花翩翩起
舞，阳光灵动的小演员舞着红绫、推着
小鼓欢快地跑上舞台。主题演出在开
场舞《鼓乐欢腾》的活泼氛围中拉开帷
幕。

据了解，蓝天幼儿园一直以来面向
全体幼儿开展艺术教育。此次活动的
13个节目都是孩子们平日里的学习成
果展示。

武生、小生、花旦……30多名京剧
“小艺术家”联袂登场，他们个个都是多
次登上央视舞台的“老演员”——《梦幻
京韵》是幼儿园多年来的保留节目，每
年都会排练不同剧目，让中华民族的文
化瑰宝根植于孩子们的心灵，薪火传
承。“中华孝道是美德，传给后来人。”穿
戴传统衣冠的小朋友们齐声吟诵，伴随
着轻缓的古典音乐翩翩起舞。《中华美
德诵》体现幼儿园“润物细无声”的德育
理念。
“我是歼-20！”“我是运-20！”台

上，孩子们扮演起自己最喜欢的战
机。《战机总动员》的节目灵感源于幼
儿园举办的“军人爸爸进课堂”活动。
活动中，“军人爸爸”的讲述、各种各样
的飞机模型，打开孩子们的无尽想
象。“蓝天娃”们身着定制“小军装”演
绎集体舞《我的爱国梦》，军姿、敬礼、
战术动作表现得有模有样。“蓝天小
将，勇于担当，愿做雏鹰，展翅翱翔！”
清脆嘹亮的喊声中，“蓝天娃”们表露
着军人气质。
“妈妈，国旗真美！祖国真美！”音

舞诗画《我的国，我的家》和小提琴演奏
《我和我的祖国》把整场演出推向高
潮。伴着孩子们手中小提琴奏出的悠
扬旋律，全场观众情不自禁地起立合
唱，演出随之进入尾声。

雏
鹰
的
蓝
天
梦

■
苏
延
强

李
建
文

“遥远的边关，美好的年华，忠
诚的步伐走过春秋冬夏……”优美的
歌声随着风沙飘荡，动情的旋律伴着
掌声飞扬。这是新疆军区某师业余演
出队为官兵演出的一幕，上士李文婷
一首《晚风吹过哨塔》，温暖着官兵
的心田。

从小就喜爱文艺的李文婷，2009
年选择参军入伍。兵之初，李文婷
的文艺特长很快在新兵连凸显出
来。训练间隙，排长让她即兴唱首
歌，当过音乐教师的李文婷一点也

不怯场。“如风如火的好年华，全都
献给咱们军营……”歌声回荡在训
练场。这一唱，引起了来隔壁新兵
连挑选舞蹈队员的师业余演出队队
长张群的注意。最终，张队长舞蹈
队员没挑上，却把李文婷的名字写
在了笔记本上。
“演出就得为战斗力服务。”为战

友们多唱好歌成为李文婷的心愿。她
发挥自己的文艺专长，跟随业余演出
队辗转各个团巡回慰问演出，到驻训
一线倾情献唱。战友亲切地称她为军
中“百灵鸟”。扎成束的野花、寒风中
的军大衣，都是官兵献给舞台上“百
灵鸟”的礼物。

官兵到哪演到哪，打起背包就出
发。部队开展驻训演习期间，李文婷
和演出队的战友们都会在车队行进的
路边为官兵表演节目。

业余演出队为了把每一场演出办
精彩，队员们往往身兼数职。李文婷
在唱歌之余还要跳舞、演小品，一场
演出至少要表演三四个节目。李文婷
说，听到战友们问起“下次什么时候
再来演出”时，心中满是成就感。
“歌唱美好的新时代，阔步强军一

起走……”眼下业余演出队正在展开
新一轮巡演，李文婷为官兵带来自己
新创歌曲《阔步强军一起走》，赢得一
片热烈掌声。

“百灵鸟”的心愿
■范 俊

●齐唱《代代高呼董存瑞》、诵读《董
存瑞的故事》……5月 25日是董存瑞牺
牲纪念日，第 78集团军某旅、董存瑞生
前所在部队开展“军营朗读者”活动，重
温先辈英雄事迹、追忆旅队光荣历史。
这次活动采用“朗读+讲述”的模式，让
官兵上台谈读书体会、讲成长故事，进一
步加深学习认识，不断从英雄精神中汲
取前行动力。

（夏董财）

●火箭军某旅常年驻守条件艰苦的
高原地区，为了丰富部队官兵日常文化
生活，满足官兵精神文化需求，该旅为连
级以上单位和一些偏远哨所配发并更新
了电视机顶盒，让官兵能够收看到更多

电视、电影和文艺演出等节目。
（赵丽丽）

● 5 月以来，陆军某工程维护团对
营区文体娱乐设施进行升级换代，为官
兵配备移动式唱吧、VR游戏机、电子书
阅读器等全新设备，丰富活跃了官兵课
余文化生活，受到官兵欢迎。

（陈俊龙）

●5 月下旬，陆军第 83集团军某旅
前往陌生地域锤炼打赢本领。该旅组织
官兵在车厢内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共话
强军心声、红歌伴我行等文化活动，活跃
文化氛围、激发血性胆气。

（崔龙兵）

强军文化观察

今天我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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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当兵当到多高多高的地方，儿的
手能摸到娘看见的月亮……”初夏的青
藏高原，依然寒气袭人。西藏军区青藏
兵站部某汽车运输旅又一批新战士结束
专业集训踏上征程。战士们豪迈的歌声
伴着马达轰鸣，在“世界屋脊”汇成一曲
令人热血沸腾、气概豪迈的强军乐章。

这支曾被中央军委授予“青藏高原
模范兵站部”荣誉称号的英雄部队，常年
奋战在雪域“天路”上。多年来，他们把部
队建设中凝聚形成的“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高原精神，灌注到
强军文化建设中，持续激发着官兵扎根高
原、履行使命、赤诚奉献的满腔热情。

一
闻名遐迩的 4000里青藏线，像一道

绚丽的彩虹，跨过江河，穿越雪峰，从西
宁延伸到雄伟的布达拉宫；似一条洁白
的哈达，承载关爱，表达深情，连接着内
地与壮丽的雪域高原。
“我的生命因子，只有放在青藏线

上才最活跃。”被中央军委授予“青藏高
原模范干部”荣誉称号的该部原运输科
科长张鼎全，曾在零下 30摄氏度的极度
严寒中，上百次带领车队翻越海拔 5200
多米的唐古拉山。即使患上肺癌后，他
仍以透支生命的代价坚守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路段，最终把 39岁的生命永远
镌刻进雪山高原。

2018年 11月，还是在这条生死青藏
线上，某汽车运输旅士官张千千驾驶军
车行驶至唐古拉山时，因严重高原反应
引发急性脑水肿。昏迷之际他一边尽力
控制着车速和方向，一边缓慢地拉好手
刹停下车……经抢救苏醒后的张千千说
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车停稳了吗？”

传承红色基因，首先要理解其中的
精神内涵。青藏兵站部上高原执勤 60
多年来历经 6次重大调整改革，一代代
官兵穿行生命禁区，闯过死亡地带，用
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孕育和锻造了“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
高原精神，先后有 44个集体、个人被授
予荣誉称号或记一等功，涌现出“青藏
线上模范运输连”“高原红旗兵站”“红
旗边防哨所”等先进集体，780多名官兵
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雪域高原。

红色基因要挖掘，精神“家谱”要
续写。青藏兵站部将青藏线英烈事迹
编印成册，请“老高原”到部队讲传统，
组织“三个特别”精神报告团巡回演
讲，编写《高原精神代代相传》等宣传
书籍，编排《高原精神赞》等多场文艺
节目，拍摄“问路世界屋脊”等 10 余部
专题教育片……在红色文化的熏陶
下，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
战斗，已成为青藏线官兵的鲜亮底色。

二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今年清明节，某管线大队官兵
来到格尔木“将军楼”，重温入党誓词，
宣讲红色故事，让官兵在寻根溯源中感
悟战斗精神，激发血性豪气。

这座修建于上世纪 50年代的两层
砖瓦土木结构的小楼，便是被誉为“青
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将军当年率部修
筑青藏公路时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人称
“将军楼”。

1953年 8月，刚从抗美援朝战场回
国的慕生忠，征尘未洗便奉命率部进军
青藏高原，探寻打通连接祖国内地与西
藏的物资运输通道。

部队行至昆仑山下的一条河流处，
部属问他：“我们在哪里安营扎寨？”
“格尔木！”
“格尔木在哪里？”
慕生忠望了望四周荒漠，将手中铁

锹猛然往地上一插：“这里就是格尔木！”
于是，部队在格尔木河两岸扎下营

盘，官兵清除杂草，赶走狼群，搭起第一
批帐篷军营，栽活第一棵杨柳，收获第
一茬蔬菜，完成了格尔木市从无到有的
奠基工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将军楼”栉风
沐雨，仰望昆仑山高，俯瞰江河流长，见
证了格尔木市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见
证了一代代青藏兵站部官兵的热血担
当。
“将军楼是一座丰碑。”如今，每逢

重大任务、重要节日，青藏兵站部都要
组织官兵到将军楼接受传统教育，引导

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用优良传统擦亮
“精神刀锋”。

一次，西藏那曲、阿里、日喀则等地
区遭受特大雪灾。兵站部官兵接到上
级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连夜突击装
车，105台运输车满载着救灾物资向灾
区疾驶。车队行驶至唐古拉山时，山沟
被雪填平了，公路被雪覆盖着，哪里是
沟，哪里是路，只能凭借山的位置来判
断。一些车辆深深陷入了雪坑。官兵
跳下车，用脸盆、铁锹铲雪开路。饿了，
啃一口压缩饼干；渴了，吃一把雪……5
天 5夜后，官兵把救灾物资安全送抵灾
区。牧民群众欢呼雀跃：“金珠玛米！
救命菩萨！”

爬雪山、趟冰河、越戈壁，某管线大
队三级军士长崔新泽每年有 160天奔波
在青藏线，探索研究出管线“带油焊接”
新技术，先后 100余次参与管线抢修任
务，为国家避免经济损失 800余万元，培
养技术骨干 70余名，在亘古不化的冰雪
中燃烧着火热青春。

三
“欢快的藏族锅庄跳起来，优美的

哈萨克族歌曲唱起来……”日前，青藏
兵站部着眼创新发展强军文化，发动官
兵学民族语言、学民族风俗，让高原军
营文化建设更加鲜活生动，更加富有地
域特色。

青藏兵站部常年在高寒缺氧的青
藏线上流动执勤，驻地有藏、回、哈萨克
等 10多个少数民族。该部领导深刻认
识到，驻地越是环境艰苦，就越需要用
强军文化凝聚军心士气。为此，他们吸

纳“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和柴达木
精神的精髓，不断赋予“三个特别”精神
新的时代内涵。他们充分发挥青藏线
建设史、开拓史的励志铸魂作用，挖掘
“精神富矿”，打牢“红色烙印”，先后挂
牌成立 6个红色教育基地，广泛开展“学
英模事迹、讲英模故事、做英模传人”活
动，让官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战斗文化
的感染和熏陶。
“在雪域高原服役的 5400多个日夜

里，他练就了 10余种柴油机装备维修技
能，被誉为柴油机‘神医’……”大屏幕
上，一部短视频生动讲述着某管线大队
安多泵站四级军士长妥应旭扎根本职
岗位，用青春和热血守护“高原油龙”的
感人故事。

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激荡着官
兵心灵。唐古拉兵站炊事班班长、四级
军士长余金涛在雪山之巅一守就是 13
年，演奏锅碗瓢盆的交响乐章，烹调逐
梦军旅的兵味人生；某汽车运输旅四级
军士长闫成海入伍 16 年，岗位几经轮
换，每次都奋力实现华丽转身；第 22医
院儿科主任徐春玲，凭借仁心医术，在
戈壁大漠、雪域藏乡抢救了一个又一个
垂危的生命……
“一个典型树起一面旗帜，一个榜

样立起一根标杆。”该部领导介绍说，从
2013年开始，他们持续开展“感动雪线”
年度人物评选表彰活动，每两年评选一
届，至今已有 15名官兵和 2个集体光荣
当选。这一活动成为激发官兵练兵备
战热情的重要载体和具有青藏线部队
特色的文化品牌，在官兵中产生了广泛
影响力和感召力。

世界屋脊上的“精神磁场”
■何勇民 李 磊 朱伊丹

早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八月桂

花遍地开》这支革命歌曲，就先后在鄂

豫皖、川陕甘地区的红军和人民群众中

传唱。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支

红军歌曲几乎唱遍全中国。从1929年

到今天，这支红军歌曲传唱至今已有九

十年。

1929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豫

东南地区的商南起义 （又叫立夏节起

义）胜利。要举行庆祝大会，需要一支

好听的歌曲来纪念它。创作任务就交给

了红日剧团的王继初。团政治处的同志

找到他，让他编一首革命歌曲，歌唱红

军，歌唱苏维埃。王继初就当着大家的

面，把一肚子的歌曲一个个都唱了出

来，让他们挑。挑过来，挑过去，最后

选中了《八段锦》这个调。大家拍手

说：“这么欢快的调子，配得上歌唱苏

维埃。”于是，由县苏维埃负责宣传的

陈世鸿同志按照王继初的句式要求填

词，经县委书记吴靖宇同志修改后，再

交给王继初配上《八段锦》的调。因为

这首歌的第一句是“八月桂花遍地

开”，所以歌名就叫 《八月桂花遍地

开》。鄂豫皖地区第一支红军歌曲就这

样诞生了。

庆祝大会召开的那天，全场军民齐

声高唱：

八月桂花遍地开，

鲜红的旗帜竖呀嘛竖起来。

张灯又结彩呀，

张灯又结彩呀，

光辉灿烂现出新世界。

亲爱的工友们呀啊，

亲爱的农友们呀啊，

唱一曲国际歌，

庆祝苏维埃。

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王继初还

找来了几十面锣鼓和唢呐同时伴奏。随

着“咚咚嚓”的锣鼓声和高亢的唢呐

声，优美的旋律、欢快的节奏引得所有

到会的红军战士、工人和农友们齐声高

唱。由于这支歌子的曲调大家熟悉，又

是采用当地民歌的唱法，歌词也简单，

人们一听就会。会上唱完了，会后十里

八乡的老百姓也就学会了。

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部队准备反

“围剿”时，扩充兵员是首要任务。王

继初也参加了“扩红”。当时的“扩

红”小分队，都用唱歌、跳秧歌、快板

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宣传红军，效

果很好。王继初就把他新编的《八月桂

花遍地开》编成女兵小合唱，深受老百

姓的欢迎。

老红军张文同志出生在四川省通

江县洪口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来到了张文的

家乡。张文同志说，红军部队来了以

后，大街上歌声一片，尤其《八月桂

花遍地开》这首歌特别好听，深深打

动了她，她就是听了这首歌参加了红

军队伍的。

《八月桂花遍地开》成了红四方面

军在征兵动员期间唱得非常响亮的革命

歌曲，也成了部队征兵时有力的动员载

体。直到全国解放后，征兵期间很多征

兵站还在用录音机播放这支红军时期的

革命歌曲。

1931年夏，原红三十二师副师长

漆德伟等人，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调

到中央根据地工作，这支歌就由他们

带到了中央根据地，很快在那里流传

开来。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到了

四川，这支歌又被带到四川。《八月桂

花遍地开》这首歌就这样伴随着红军

的足迹和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

来。

这支革命歌曲的魅力、影响力和感

染力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述的，它已经成

了人民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洪学智上

将曾经这样评价这支歌，他说在战争年

代，这支歌就好像是战斗的动员令。

1932年3月，他在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

团任连长，在打苏家埠战役之前，洪学

智为了提振连队的战斗士气，把全连带

到一个山坳里，比赛唱《八月桂花遍地

开》。后来他在朝鲜战场，到了他曾经

所在的老部队，发现面对武装到牙齿的

美国人和冰天雪地的战场，部队的战士

们仍然在传唱这支革命歌曲。徐光友、

徐兴华和史群英等许多红军老战士在谈

到自己革命经历的时候，也提到他们忘

不掉的就是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认

为这支红军歌曲给他们带来革命斗志和

力量。

这支歌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直唱

到全中国，从部队唱到地方，从艰苦卓

绝的战争年代唱到新时代，而今已经成

为人们缅怀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

内容。它就像一柄精神火炬，在一代代

人的激情传唱中，不断点燃着战斗情

怀，激励着人们不断奔向前方。

作者小记：朱冬生，1968年入

伍，原解放军出版社社长。著有《共产

党人的正气歌》《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

略战争》《百名老革命家记忆中的生死

征途》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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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兵站部运输车队驰骋在风雪青藏线上。 邹小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