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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米赛道上，将军与士兵你追我赶、
奋力奔跑；冲刺终点时，官兵携手并肩、呐
喊鼓劲……回眸10多天前“强军杯”微型
马拉松比赛现场的一幕幕场景，军委联合
参谋部某部官兵仍然心潮澎湃：他们为官
兵一心、顽强拼搏的精神所感动，也为军
委联合参谋部着眼使命倡导培育的以“忠
诚、谋战、联合、守正”为价值导向的特色
文化所感染。

一

一个尘封了 40多年的感人故事，在
一场故事会后，刻进了官兵的心中：当大
地震来袭，楼房剧烈摇晃中，别人都在往
外跑，而两名值班员却始终坚守在楼内的
岗位上。
“一场故事会，让英模得以跨越时空

与当今的官兵对话，并持续产生影响，这
就是文化的力量！”近年来，军委联合参
谋部每年举办“践行新时代强军目标新
闻人物颁奖晚会”“践行强军目标故事
会”等活动，生动展现官兵忠诚使命、听
党指挥的时代风采，让大家感悟文化力
量，接受灵魂洗礼；结合执行重大任务，
广泛开展系列实践活动，引导官兵在大
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
立场坚定，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绝对忠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誓言。
“忠诚是第一位的政治要求，是强军

文化的灵魂。”技术专家、全国“三八红旗
手”张洪英对此认识深刻。作为保障指挥
中枢的技术骨干，她刚做完开颅手术几个
月，就心忧部队作战指挥系统建设，主动
归队和官兵一起写方案、建系统、做调
试。她说：“忠诚既要刻印于心，更要见诸
于行。”

二

近年来，军委联合参谋部着力厚植
官兵尚武备战的文化土壤，广泛开展学
习战史、战例、战将、战斗英雄等文化活
动。他们开办文化讲坛，将经典战例、
军事知识搬上讲台，大力宣扬投身备战
打仗的先进典型，不断培育官兵战斗精
神。

军事战略运筹最考验清醒和定力。
一次集中研判，一名参谋和领导“杠”上
了。领导急了，一拍桌子：“你说个行的！”
这名参谋一股脑讲出了自己的想法后，领

导点点头：“你小子行！”
为什么和领导力争？这名参谋说：

“谋战只能唯实，不能唯上。真正对备战
打仗负责，就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在一次作战构想讨论中，一名参谋的
建议受到质疑。那天夜里，他顶着压力，
围着门前的小湖转了一圈又一圈，反复思
考构想中的每一个细节。晚上 10点多，
他召集战友继续深入研究讨论。凌晨 1
点多，他敲响课题组组长的房门，力荐自
己的构想。最终，他的建议得到认可。
“随时准备上战场！我们决不辜负伟

大时代！决不辜负崇高使命！”这是在军
委联合参谋部践行强军目标故事会上，官
兵喊出的铮铮誓言，更是军委联合参谋部
全体官兵的价值追求。

三

“在军委联合参谋部，‘联合’已不仅
是一种编制、一种目标，而早已成为一种
文化、一种习惯。”对此，官兵感受深刻。

在组建之初的一次推演中，有的参谋
在提交的方案中，对自己出身的军种领域
条分缕析，在其他军种领域则语焉不详。

大家深刻认识到，这不仅是能力问题，也
是文化的问题。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的系统重建，从本质上讲，也是以信息主
导、体系支撑、精确作战、联合制胜为价值
目标重塑军事文化形态的过程。

那段时间，如何推动联合作战指挥由
编制体制联合的“形联”向文化联合的“神
联”深层次转型、如何打造以联合文化为
内在支撑的新战斗文化形态，是大家思考
最多的问题。
“联合”是现代战争的显著特点，也

是联合文化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军委
联合参谋部党委领导反复强调“功成不
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理念，号召大
家在任务中只要有利于提高打仗能力，
即使自己不唱主角，也要全力支持配
合。如今在军委联合参谋部，联合文化
理念已深入人心——联合作战在反复推
演中挺进纵深，更通过联合文化的培塑
和引领，实现形和神、标与本、表及里的
深层次转型。与此同时，他们充分发挥
官兵主体作用，广泛开展“强军风采”群
众性文化活动，不断增强官兵的认同感、
归属感。相互信任、相互沟通、相互支持
的内部氛围更加浓厚，汇聚起团结奋进、
干事创业的正能量。

四

“再过几天，我就要退休了。我很自
豪，亲历了强军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历
程；我很幸运，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行者，
埋头苦干，接力奋斗……”

故事会上，一位老兵的动情讲述，让官
兵深受触动。当兵40年来，这是他第一次
站在台上，讲述自己的工作。虽然仅是对朝
夕相处的战友讲，但他仍感到格外幸福。

聆听这位老兵的故事，一位领导感慨
地说：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参谋人员身居
幕后、计为帅谋，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
锐气、浩然正气，受到部队官兵认可。今
天，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官兵更要以过硬作
风、良好形象感召官兵、做好表率。

作为我军某技术领域的奠基人，军委
联合参谋部某研究所87岁的吴慰祖院士，
从军60多年取得了无数科研成果。可直
到军委设立专项奖项，吴慰祖才渐渐走进
官兵视野，而此时他已是耄耋之年。知名
院士，无名英雄。吴院士的故事感动着官
兵。谈起此事，吴院士只有一句话：“我是党
的人，对党忠诚、为党工作是我分内之事。”

联合制胜的文化底蕴
■刘建伟 张光明

6 月 1日晚上，红色话剧《马背摇
篮》在北京国安剧院公演，艺术地再现
了那段红色记忆。

该剧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进攻
延安、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进行战略转
移为背景，着重讲述了延安第二保育
院的幼教工作者们历时两年零十个
月，在 359旅官兵的护卫下，穿越炮火
硝烟，安全转移 136 名革命后代的故
事。它以“马背摇篮”的红色记忆为艺
术创作源头，精心选取挥别延安、路上
征途、驻扎柳林、抢渡汾河、翻越雪山
等真实历史事件，首次以话剧形式将
这段感人的历史搬上舞台，给人以艺
术的洗礼。
“这是 136 个 7 岁以下孩子马背

上的远征；这是两年十个月用摇篮
承载走过三千里的行程……”一束
聚光灯伴着悠扬旋律落在舞台上，
一位手持拐杖、白发苍苍的“老者”
走上舞台。深情的回望，真挚的倾
诉，带领观众走进那段 70 多年前的
烽火故事……

天空下着瓢泼大雨，道路泥泞不
堪，队伍在敌人的前后阻击中抢渡汾
河。当危险来临，负责保管儿童花名
册的赵淑平，选择执行任务却没能亲
自营救落水的女儿。雪花飘扬、北风
呼啸，保育院到达绵山附近，李爷爷为
孩子们打好了香甜的月饼，自己却不
幸受伤牺牲。小李子为掩护队伍过主
峰，阻断敌人的追击，勇敢地拉响了手
榴弹……
“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

也要在！”“护送革命种子全部到达目
的地！”铿锵坚定的誓言响彻全场。一
幕幕画面不断上演，一段段话语让人
感动落泪。136个孩子，行程三千里，
一路艰险。保育院幼教工作者和解放
军战士矢志不渝的使命坚守、牺牲奉
献的无畏精神深深触动着观众的内
心。

该剧的配乐融合了陕北民族音乐
元素，又结合当代旋律，令人印象深
刻。精心设计的舞美和意境塑造，为

观众打造“马背摇篮”跋山涉水的视觉
体验，大气、厚重，体现史诗般的艺术
风格。公演时间恰逢儿童节，今昔对
比，时空交错，给观众的震撼与感动格
外强烈。

图为《马背摇篮》剧照。

王晨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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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和同志们，我部 1938 年春诞
生于上海南汇县，其前身是新四军浙东
纵队……”第 83集团军某旅旅史馆内灯
光璀璨，一个神采奕奕的四级军士长正
为前来参加军营开放日的驻地群众讲
解着。

他就是张凤刚。他和旅史馆打交道
已有 11个年头了，是旅里有名的“旅史
通”，战友们平时都叫他“张馆长”。

张凤刚从小就有当英雄的梦想。入
伍后，他发现自己所在的部队是一支历
史悠久的英雄劲旅，战争年代曾涌现出
许多功勋卓著的英雄人物，这让他内心
激动不已。争当英雄，把名字载入部队
史册，是张凤刚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下
连后，他工作抢着干，训练比着上。课余
时间，他爱翻看下发的旅史画册。那一
个个英雄人物、一段段硝烟弥漫的文字，
激励着他不断拼搏奋进。

2007年，在该旅组织的一次演讲比
赛中，张凤刚表现亮眼。该旅政治工作
部副主任付项聪对此记忆犹新：“他的演
讲十分精彩，特别是他引用的一些旅史
故事，非常详实生动，可见他是狠下了一
番功夫的。”

那会儿正赶上旅史馆缺讲解员，付
项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可事情进展
得并没有那么顺利。这份在旁人眼中待
在室内的“好差事”，到了张凤刚这却是

百般不乐意，用他的话说，“英雄梦还没
实现呢”。这时，指导员跟他说：“岗位无
高低之分。只要把一件事干到极致，你
就是这个岗位的英雄！”

来到新岗位后，张凤刚开始全身心
地投入到旅史馆的工作中。每到军营开
放日、新兵入营以及重大纪念日等活动
时，大家总能听到他浑厚有力、饱含激情
的解说。他利用周末外出时间，到驻地
博物馆、纪念馆等场所，向专业的解说员
请教，为的就是把旅史讲得生动形象、深
入浅出，让官兵更喜欢。

就这样，张凤刚在旅史馆一干就是
11年，先后培养解说员 40余名，制作更

新旅史宣传短片 7部，参与编排旅史故
事快板书节目 10余个，整理核对英模人
物 300余人、烈士 8000余人……今年结
合主题教育，他整理汇编的 26个旅史故
事，又成了战友口口相传的活教材。
“讲好英雄故事，当好军魂传人，让

战斗基因、红色旋律在官兵中传承弘扬，
可以为单位培养出更多英雄。”张凤刚
说，“我这是用另一种方式圆英雄梦，付
出再多都值得。”

部队调整移防两年来，旅史馆曾多
次布展，他都参与其中。这不，“张馆长”
最近接到了建设数字化旅史馆的任务，
又要开始忙碌了……

士官“馆长”的英雄梦
■曹志国 殷 杰

“是谁帮咱们得解放？是亲人解
放军！是救星共产党！”陆军第 76集
团军某旅位于西北大漠的贺兰山下，
每天清晨，总能在他们营区听见这一
首《洗衣歌》。为什么这个旅的官兵对
它情有独钟？因为它不仅是一段彰显
忠诚的励志故事、一曲军民鱼水的动
人佳话，更见证着该旅官兵跨越半个
世纪的血脉传承。

塞上戈壁，落日熔金。一场晚会
在开场舞《洗衣歌》中拉开帷幕。灯
光下，几名身着藏族服装的女兵载歌
载舞，悠扬的旋律回荡在戈壁滩上。
动人的剧情、轻快的节奏、优美的舞
蹈，让官兵仿佛回到了那段慷慨壮丽
的峥嵘岁月——

该旅前身为原 18 军某部。1950
年，18军官兵响应“进军西藏、不吃地
方”的号召，爬雪山、过草地、涉险滩。
他们“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开启了艰
苦卓绝的康藏线筑路工程。百米埋忠
骨，一里一座碑，筑路大军修通了康藏
公路，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
斗口号响彻雪域高原。此后的 20年
里，官兵积极投身开荒生产、修筑公路、
平息叛乱等任务，与藏族同胞同吃、同
住、同劳动，结下了亲人般的感情。
1964年，在一次藏历新年拉萨人民的
拥军活动中，藏族同胞为 18军官兵拆
洗衣被。动人的场景使亲身经历过这
段难忘岁月的舞蹈编导李俊琛深受启

发，于是便有了这首生动反映官兵与藏
族人民鱼水深情的歌曲。

几十年来，《洗衣歌》在不断沉淀、
接续传唱中，始终充盈着那真挚的军
民之情和汉藏团结之爱，并成为该旅
的一个文化符号。节日晚会上、双拥
活动中、执行任务时……官兵都爱唱
响这首歌。

站在舞台中央，扮演“解放军班
长”的藏族战士欧珠玉珠像往常一样
热情洋溢，他手提水桶，欢快地跳着。
在藏区长大的他，从小就会唱《洗衣
歌》。入伍后，欧珠玉珠在新兵集训晚
会上看到歌舞剧《洗衣歌》，他感到心
底涌上一股暖流，不由得跟着台上的
班长们一起歌唱起来。他说：“我离开
家前，阿妈嘱咐过，她说我成了《洗衣
歌》中的解放军，一定要好好当兵。”5
年来，他入了党，立了三等功，还多次
在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

唱着《洗衣歌》，该旅从大西南千里
移防，扎根西北戈壁。当年18军举行进
军西藏誓师大会的地方，也是他们移防
前举行誓师出征仪式的地方。“《洗衣
歌》仿佛是一面镜子，让我们从自己身
上找到前辈的影子。”该旅红一连指导
员潘敏告诉笔者，“同样的出发地点、同
样的一首歌，历史与现实仿佛被打通
了，这就是一堂生动的使命教育课。”

感人的故事总是让人难以忘怀。
就像这首传唱至今的《洗衣歌》，一直
激励着该旅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
诚。对他们而言，这首歌不再是一首
普通的歌曲，而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一
种信念的传承。

经典旋律见证岁月传承
■张石水 杨臻臻

文化前沿

基层文化景观

张凤刚正在整理革命先辈们留下的遗物。 曹 洋摄

今天我出镜

●5月底，武警江西总队“星火
传播小分队”赴抚州支队，为该支队
偏远哨所的执勤官兵送上文艺演
出。他们将表演舞台搭在官兵身
边，用歌唱、舞蹈等形式生动呈现南
昌起义、井冈山会师等历史故事，为
官兵带来一次难忘的红色教育。

（章 宇）

●今年是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出
藏进疆大移防 40年，为盘活红色文
化资源、提升教育质效，他们组织“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军传统”活动，邀
请曾亲身经历进疆移防的 200多名
退伍老兵走进曾经奋斗过的连队，与
青年官兵共叙红色传统。这些老兵
来自全国 11个省市，是该团各个时
期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与老兵共讲
优良传统、共忆峥嵘往事，该团官兵
在学习先辈事迹中不断汲取精神养
分，激发练兵动力。

（孙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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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故事会，让英模得以跨越时空与当今官兵对话。图为军委联合参谋部践行强军目标故事会中，节目

《值班员》的场景。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