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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东部战区海军组织文艺轻
骑队，用一批充满兵味、深接地气的优
秀文艺作品，为部队官兵奉献一场场文
艺演出，为东海水兵传承红色基因、锻
造东海劲旅带来力量。

一

灯光璀璨，曲声悠扬，由该战区海军
文艺轻骑队带来的“扬帆奋进新时代”主
题文艺汇演正在某部队礼堂上演。
“过去，咱们跟敌人在陆地打仗，以

后，咱们就跟他们在海上干！”“为了解放
全中国，为了保卫新中国！”……舞台上，
最早一批成为人民海军的解放军指战员
们振聋发聩的豪迈誓言穿越时空直抵现
场。1949年 4月 23日，伴随着百万雄师
横渡长江的隆隆炮声，人民海军第一支部
队、东部战区海军前身——华东军区海军
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情景朗诵
《为战而生》展现的就是这一历史场景。

文艺汇演第一篇章“为战而生”，综合
运用音乐视频、历史影像、服装道具、舞美
灯光，将该战区海军 70年波澜壮阔的历
史凝练成一部鲜活的音画诗，激励官兵在
追溯历史中汲取精神动力。第二篇章“砺
剑东海”、第三篇章“逐梦深蓝”分别展现
改革开放以来该战区海军的建设发展和
官兵逐梦深蓝、转型奋进的新航程，集中
展示新时代东海水兵的昂扬精神风貌。

小合唱《艇长的秒表》、舞蹈《与浪
共舞》、音乐快板《壮志凌云》、表演唱
《登陆！登陆！》等节目分别从不同侧面
展现官兵劈波斩浪、勇闯大洋的时代风
采。“一流的海军/威武的气派/中国海
军走向未来！”男声独唱《我从东方来》
让观众心潮澎湃，深受感染。

二

LED大荧幕上，一艘潜艇正在寂静
的大洋深处航行。“咚！”声呐的回音苍
凉而又孤寂。舞台上，排成潜艇造型的
10多名演员齐声放歌，激昂的旋律敲击
着观众的耳膜：“当艇长按下胸前的秒

表/就是他发出口令的时候/随着秒针哒
哒地跳动啊/我们的雷霆让世界颤动！”

男声小合唱《艇长的秒表》，充分运
用视听语言，以艇长的秒表为表现意
象。“这首歌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潜艇兵百
人一条心的凝聚力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
精气神，有着浓郁的兵味战味！”某潜艇
支队政委费建平观赏完节目后感慨道。

这部作品的创作者刘品晶，是该战
区海军某基地一名网络配线班班长。
作为业余文化骨干，刘品晶先后 3次深
入一线发掘素材，与官兵共同打磨，终
于推出了这首官兵叫好、部队欢迎的作
品。

艺术之花不会盛放在贫瘠的土地
上。近年来，由于改革调整，该战区海军
原先的业余文艺骨干力量全部归建营连
班排，星散到广袤基层。但无论编制体
制如何变化，广大官兵对强军文化的期
盼没有变，强军文化为备战打仗鼓劲加
油的使命没有变，一线战场依然离不开
强军音符的砥砺。该战区海军党委积极
发挥文化骨干的“种子”和“酵母”作用，

定期开展骨干培训和文艺创演活动，带
来文化创作力量的竞相闪耀，优秀作品
不断涌现。此次汇演的 14部作品中，有
13部都是由基层官兵原创。

三

“听从了你的一声召唤/我奔向了海
的辽阔……”某军港，一艘艘战舰威武屹
立，猎猎军旗下，官兵在飞行甲板上围出
一个简单的“舞台”，欣赏着文艺轻骑兵
队员彭香玲演唱的《这片海有我》。

此次文艺汇演首场演出一结束，文
艺轻骑队队员们便奔赴各个一线部队，
一路轻舟、踏歌而行，几天内连续在码
头、机场、雷达站、舰艇、战位组织巡演
18场。场地因陋就简、人员轻装简从、
节目短小精悍，队员们演出了热气腾腾
的硝烟味儿、杀气腾腾的战斗劲儿。

该战区海军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
他们以每年开展的“蓝色文化先锋艇”
文化服务为抓手，积极学习发扬“乌兰
牧骑”精神，文艺轻骑队每次演出都为

不同任务部队官兵量身定制创作一批
优秀作品。这些鲜活的文艺作品，孕育
自基层热土，由普通官兵谱写，替东海
水兵抒怀，为一线将士放歌。
“神圣使命担在肩/联合登陆起狂

澜……”在某登陆舰支队的舰艇甲板
上，文艺轻骑队专门为该支队官兵创作
的歌曲《登陆！登陆！》唱响，引来在场
官兵阵阵叫好。“走向大洋不腼腆/驰骋
深蓝扬风帆……”一首女声表演唱《海
上花木兰》唱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潇洒豪
迈，引起部队不同岗位女军人的共鸣。

在一次次为兵服务中，文艺轻骑队
把舞台当战场、把演出当战斗，面对面
地教唱原创战斗歌曲、零距离鼓舞一线
任务官兵，树立起文艺战士应有的好样
子。一首首战斗歌曲传递军人血性，每
一场真情演出都是战斗动员。目光从
舞台到大海，豪情满怀的东海水兵正驰
骋在向海图强的新航程上……

上图为该战区海军文艺轻骑队在

舰艇甲板为官兵演出。

吴炜权摄

战歌声声激扬水兵情怀
■方立华 贾 磊

“喜马拉雅你高耸无比，黄河长江
奔流不息，伟大祖国日新月异，承前启
后开天辟地……”日前，一首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的献礼歌曲《祝福你祖
国》，经过中国军网等多家网络媒体推
送后赢得众多好评。这首歌歌词简洁明
快，歌声恢宏豪迈，镜头影像呈现伟大
祖国的壮美河山和中国建设取得的骄人
成绩，整支音乐短片既有新时代特色，
又有艺术美感。

歌曲《祝福你祖国》的词作者是军
旅书法家李洪海，他曾创作过《钢盔卫
士之歌》《海浪之歌》等歌曲作品。作
为 1946 年出生的老兵，李洪海经历了
新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
展历程，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他说：“回顾我的成长进步，我始终心
怀对党、对祖国、对军队的感恩之情。
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军人，更作为祖
国发展的亲历者，在迎来新中国 70华
诞的时候，我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的
心意。”

歌词几经修改后，李洪海找到作曲
家张宏光，请他为这首歌谱曲。此前，
张宏光也一直想创作一首赞颂祖国的主
旋律歌曲。两人明确了歌唱祖国、礼赞
新时代的作品基调。谱曲时，张宏光在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混声合唱
部分巧妙融入了《春天的故事》旋律，
使歌曲更加容易引起听众共鸣。

这首歌曲在张宏光的指挥、亚洲
爱乐合唱团的演唱下，最终以气势磅
礴、雄浑优美的音乐风格被展示出
来。在音乐短片的制作上，视频剪辑
李刚等人配合曲调歌词，精心选取国
产大飞机C919、高铁、航母、“中国天
眼”等画面，彰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其中的喜马拉

雅山脉、黄河、长江等具象，意喻了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和奋发
崛起的新时代姿态。军事博物馆副研
究馆员张杰留言说：“这首歌旋律动听
上口，既适合独声演绎，又适合齐声高
歌，唱出了泱泱大国奋发崛起之雄魄，
颂出巍巍中华发展历程之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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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
舰支队“海上先锋舰”哈尔滨舰后甲板
上，一群水兵正整齐围坐在讲台前，认
真聆听着台上一位老者的动情讲述。
这位老者是哈尔滨烈士陵园名誉主任
杨雁，她向年轻的哈尔滨舰舰员们讲
述着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的
故事。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

言万语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
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
是为国而牺牲的……”杨雁深情朗诵赵
一曼烈士写给儿子的家书，让在场官兵
在聆听烈士事迹中感悟共产主义者的初
心使命和崇高信仰。

活动中，哈尔滨市烈士陵园讲解员
原野与哈尔滨舰航海部门操舵兵高嘉擎

作了发言。二人年龄相仿，同为大学生
毕业，一个选择入伍成为海军战士，驾舰
勇闯大洋；一个选择守护烈士陵园，传诵
英雄们的革命事迹。他们的“初心”，都
源于要为国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抗
联精神的传播者与先锋精神的传承者这
场关于“初心”的精彩对话，赢得大家阵
阵掌声。
“先锋舰舰员们听宣讲团讲东北深

山密林里的抗联故事，是作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思想发动，也
是引导官兵回望初心、担当使命的有效
形式。”该舰领导说，下步他们还将应邀
选派优秀舰员，前往哈尔滨市宣讲“先锋
故事”，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上图为活动中，哈尔滨舰舰员们打

出“不忘初心”的旗语。 王 游摄

聆听烈士事迹 感悟初心使命
■王冠彪 李 昊

●第83集团军某旅组建特色文化
队伍，丰富驻训文化生活，激发官兵训练

热情。他们在充分收集官兵意见的基础

上，组建龙虎棍术队、青春舞蹈队、热血

格斗队等9支兵味浓郁的文化队伍。在

编排节目方面，他们外请地方专业力量

进行指导，积极融入该旅优良传统元素，

使节目更具感染力、吸引力，让特色文化

队伍建设成为提振官兵精气神的重要举

措。 （王 越）

●6月下旬以来，第80集团军某旅
组织开展“我的家乡我的国”活动。他们

以连为单位利用业余时间，发动官兵轮

流上台，依托PPT、手绘连环画、小视频

等多种载体，多角度展现官兵家乡风

采。官兵在了解祖国大好河山、激发爱

国情怀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战友感

情、增强了凝聚力。

（陈 陟）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六支队某中
队组织“非遗”文化进军营活动，邀请驻

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与

太极拳、剪纸等“非遗”项目老师，带着中

国传统文化走进军营，提升官兵文化修

养、丰富官兵课余文化生活。

（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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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角

1952年 3月，组建仅1年零3个月的
空十二师奉命开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
场，凭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有
我无敌的英雄气概，与号称“世界空军
王牌”的美国空军展开了殊死较量。在
1年零 4个月的激烈战斗中，该师空战
84次，取得击落敌机 56架、击伤 11架的
辉煌战绩。该部队由此形成了以铁拳
般的凝聚力、铁拳般的突击力、铁拳般
的打击力为内核的“空中铁拳精神”。
多年来，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熔铸进“铁
拳传人”的血脉基因代代相传，成为“铁
拳”部队的“制胜法宝”和“铁拳”官兵的
鲜明特质。 ——编 者

盛夏，某海湾碧波荡漾。
海天之间，一场空战对抗匐然展

开。飞行员袁劲瞪大了警惕的双眼，边搜
索“敌机”，边随时准备战斗。少时，一个
黑点闯进他的视野。几番缠斗厮杀，袁劲
成功摆脱“敌机”追咬，顺利返航。

灿烂阳光照射下，袁劲的飞行头盔
上，一个拳头形状的图案熠熠闪光。调
入部队前身为空十二师的北部战区空军
航空兵某旅后，他被老前辈郭道远在抗
美援朝战场单机会敌的壮举所感染，那
个“拳头”成为他最喜欢的图案。他说，
要时刻提醒自己是一名“铁拳传人”，牢
记先辈用赫赫战功和牺牲奉献铸造的
“空中铁拳精神”。

一

去年夏天，“空中铁拳部队”战斗英

雄王忠重回老部队。
老英雄王忠坐着轮椅，90多岁的他

患病后记忆严重受损。令大家没想到
的是，当老英雄看到一件件从当年朝鲜
战场上遗留下来的物件，看到那面颜色
几乎褪尽、弹痕斑斑的战旗，他嘴唇颤
抖，艰难地抬起右手，边比划边说：“打，
死也要打赢……”
“以前都是从史馆里、书本中、课

堂上学‘空中铁拳精神’，这次感觉热
血沸腾，战斗英雄就在我眼前，感觉浑
身充满力量。”该旅年轻飞行员步佳文
感慨道。
“只有让‘空中铁拳精神’入脑入

心，官兵才能自觉转化成实际行动。”该
旅领导说，他们通过培养官兵认同感、
荣誉感来激发大家自觉传承发扬“空中
铁拳精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纪念
部队“首战日”等为契机，广泛开展群众
性纪念活动。通过邀请入朝作战老英
雄讲历史、话传统，组织官兵重温“铁拳
精神”、重读“铁拳历史”、重讲“铁拳故
事”，帮助官兵了解红色基因传承脉络，
加深对红色血脉的情感认同。

只有弄明白“从哪来”“怎么来”，才
能搞清楚“向哪去”“如何去”。“说实话，
我一开始对‘铁拳精神’并没有什么感
觉。但当我深入了解它的浴血荣光后，
我找到了那种精神频率上的共振。”袁
劲刚调入时，正赶上该旅开展“重温红
色战史、解读红色文化”活动。当听到
同样身为飞行员的战友们上台讲述那
段峥嵘岁月，当听到“铁拳”前辈们一个
个战斗故事后，他被“空中铁拳精神”深
深感染。

二

去年 4月，空军“金飞镖-2018”突
防突击考核竞赛现场。

僚机刚刚的一个失误，让孙瑜压力
倍增。“下面的几个课目不能再失误
了。”孙瑜知道自己必须保持冷静，和战

友配合默契。“放平心态，后面好好打，
没有问题。”他用无线电对僚机说道。
他们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训练场，
最终凭借平时训练积攒的良好默契、精
准操作，顺利完成了后续的所有内容，
成功斩获了该机型的团体第一名，孙瑜
赢得了“金飞镖”称号。
“以不变应万变，才能出奇制胜，

决胜云端。”从几个月前得知自己将要
参加“金飞镖”竞赛考核的那一刻起，
孙瑜就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
中。正是靠着每天都不曾改变的刻苦
训练，最终才能在多变的战场上赢得
胜利。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52年。
美军参战飞行员三分之一参加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均在 600小
时以上，还有不少是所谓的“王牌”“双
料王牌”飞行员。而我们年轻的飞行员
在米格－15飞机上平均飞行时间仅 20
多小时。面对强大的对手，空中指挥员
郑长华苦苦思索，想要找到以弱胜强的
密码。他发扬军事民主、集中群众智
慧、潜心研究战法，坚持从战争中学习
战争，率先提出了“蛇形队形”，多次击
破敌人的“鱼饵”战术。

60多年的时间跨度，不同的任务，
相同的使命；不同的环境，相同的担
当。“铁拳传人”始终瞄准强敌练本领、
精益求精谋打赢，不断学战、谋战、研
战，让英勇顽强、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
在时空隧道中发生联接。

紧跟强军步伐、聚焦备战打仗，将
红色基因中蕴含的伟大精神和革命传
统转化到强军实践中，才能真正催生
强军兴军的强大能量。基于这样的认
识，该旅党委下大气力用“空中铁拳精
神”砥砺剑锋。他们以战备值班、演习
演练及实战化训练等任务为平台，广
泛开展“空战龙虎榜、尖刀群英谱、星
级标兵席”比武竞赛，组织“讲战史、评
战例、学战将、当战斗英雄”立功创模
等活动，不断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的热

情干劲。

三

2015 年，接到上级转战西北的号
令，该部官兵快速完成战斗准备，所有
飞机一次启动成功，跨区奔袭千余公
里，在规定的时间内抵达目的地。次日
出动战机，与兄弟部队展开自由空战对
抗，打出“铁拳部队”风采。

2016年，该部整建制执行高原驻训
任务。飞行员架战鹰集中跨区转场，抵
达海拔 3千多米的某机场，随即展开低
空、超低空飞行，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喜
马拉雅山巅练战术、练胆识，探索出一
批适应高原作战的战法。

和平年代“铁拳”的锋芒到底如
何？这两次转战征程无疑给出了答
案。在战时敢于面对强大敌手、创造最
好的战绩，在平时争创一流的战斗力、
一流的工作成绩。自 1950年奉命改编
组建至今，一批又一批的官兵接续奋
斗，从感悟“铁拳精神”到弘扬“铁拳精
神”，像是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火种，让
“空中铁拳精神”不断赓续传承，历久弥
新。如今，一面面奖牌锦旗、一份份喜
报通令、一个个冠军奖杯，处处记载着
“铁拳”前辈和传人创造的辉煌。

“英雄的番号虽已隐去，但‘铁拳
精神’早已厚植心底、融入血脉，成为
我们砥砺前行的精神富矿。”在该旅
“铁拳故事会”上，来自各个岗位的代
表，讲述自己投身练兵备战的故事，触
动着听众。
“砺兵云中沙场/再为铁拳加钢/忠

诚写满天海间/我的领空我担当……”一
首铿锵有力的《长空铁拳》让人心情激
扬。我们相信，经过战火洗礼的“空中
铁拳精神”，必将穿越历史的天空，凝铸
成永恒的风景。经过加钢淬火的“铁拳
传人”，必将战鼓不歇、战甲不卸。只要
祖国和人民一有召唤，他们就会像“铁
拳”一样迅速出击，夺取胜利。

铁拳精神贯长空
■王之信 许 森 詹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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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铁拳精神”

永恒的精神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