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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3千多米的某高原军营里，有
一块巨石，见证了不少荡气回肠的故
事。巨石上镌刻朱红的“磐石”二字，底
座嵌刻着 4行字：“忠诚于党的信念坚如
磐石，扎根高原的精神安如磐石，装配
检测的操作稳如磐石，守卫国宝的责任
重如磐石。”

从 1958 年第一批高原火箭兵走进
风雪弥漫的高原深山，61年来，一代代
高原火箭军官兵便如一块块坚定执着
的“磐石”，深深扎根在雪域高原。“扎
根、过硬、奋斗、奉献”，他们用青春、热
血、牺牲与奉献，在高原矗立起磐石般
的精神坐标，成为激励高原火箭兵建功
立业、矢志强军的力量源泉。

一

部队驻防点位平均海拔 3000米，最
高驻防点海拔 3651米，含氧量只有内地
的 60%，紫外线强度是内地 10多倍，冬
季最低温度零下40摄氏度……

在该基地军史馆内有一幅油画，画
面上黄尘滚滚，漫山裸石中几个军人正艰
辛地与沙尘暴搏斗着搭建帐篷。这是上
世纪 50年代高原火箭兵生活的真实写
照。那时起，艰苦的生活就与官兵为伴。
知难不畏难，他们带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的嘱托，忠诚于党的信念坚如磐石。

史馆的“忠诚展览墙”上，有一张发
黄的老照片，照片上的人头发略显凌
乱，胸前挂满奖章，厚厚的眼镜片后面，
一双眼睛明亮睿智。他就是“献身国防
科技事业的模范共产党员”贺先觉，是
见证“两弹”腾飞的第一代高原火箭
兵。上世纪 60年代，贺先觉从西北工业
大学毕业后参军，在导弹洞库当了一名
普通技术员。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贺
先觉与战友们长期在放射性物质超标
的环境中搞科研。他坚守的信念简单
又伟大——“洞库改造是百年工程、是
党的事业，总得有人去干。”

无畏生死的牺牲奉献彰显对信仰
的绝对忠诚。几十年来，守卫“大国长
剑”的高原火箭兵已经习惯了大风、缺
氧、严寒，一颗颗忠诚奉献的红心却始
终滚烫如初。今天，在该基地某旅营
区对面的山头上，人们仍能看到前几
代高原火箭兵用石头摆成的大字——
“扎根高原，无私奉献”。这个旅的官
兵在近几年圆满完成 10余项大型实战
化演训任务，在零下 20 摄氏度的大雪
天通过了“军事训练一级旅”考核，用
实际行动践行缺氧不缺精神、苦干不
苦熬的誓言。

二

在海拔 3600米的风雪巡逻线上，骑
兵、战马、军刀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某旅骑兵连一次次出色完成重要
警戒执勤任务，被誉为“高原铁骑”。在
某旅组织的“老高原故事会”上，骑兵田
存良卷起右手臂衣袖，露出一道长约 5
厘米的疤痕。然后，他讲了疤痕背后的
故事：一次巡逻探路时，田存良踏上狭
窄小道上松动的石头，差点滚落悬崖。
他扒住岩边拼命挣扎，手臂被锋利的岩
石划伤，留下这道疤。“穿草地、蹚河流，
翻越断崖山，巡逻路上的艰险咱见识多
了！”田存良自豪地说。

贯通时空，赓续传统。这些年来，
该基地部队常态化组织“老高原故事
会”。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让官兵从先
进英模事迹中汲取榜样的力量。

在雪域高原的连绵群山中，散布着
该基地的座座哨所。某哨所旁，有一片
红树林。这是该哨所第 22任哨长曹新
节从很远的地方带来的。他把小树苗
种在哨所荒滩上，自己也永远地留在了
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他在高原一干
就是 12年，积劳成疾、不幸罹患绝症，去
世前的最后要求是把骨灰埋在连队背
后的山脚下。

被誉为“东方神剑第一哨”的 9号哨

所，搭建在海拔 3600 多米的无名山梁
上。“关门几个兵，开门一片冰，吃水靠破
冰，运粮靠骑兵”，这样的环境并没有让
哨所官兵退却，反而磨砺出他们磐石般
坚毅的品性。那年深冬，9号哨所遭遇罕
见暴风雪，营里补给无法送达。两个月
里，官兵只能用盐水煮马料充饥。为了
完成巡逻任务，哨长聂延希带着战士每
天边铲边走，第一时间将通往山顶瞭望
点的路打通。

如今，昆仑山上的风雪依然呼啸，
但座座哨所的面貌已今非昔比。新式
营房将风雪隔离在外，温室大棚解决
了补给短缺，先进的制氧机让“吸氧”
不再困难。但这些高原火箭兵坚守哨
所、砥砺本领、精武强能的使命追求一
直未变。

现任 9号哨所哨长汪富富只有 5年
兵龄，但他已将巡逻区域内的危险点、
重要坐标和路径记在脑海，被称为“活
地图”。多少次暴风雪里巡逻，都是汪
富富走在队伍最前头辨识路况，带领战
友顺利返回哨所。

三

“我们是雪域的钢刀，寒光出鞘所
向披靡；我们是戈壁的长剑，直刺云天
威力无比……”曲调昂扬、充满激情的
《雷霆从高原响起》，诠释着高原火箭兵

守护“大国长剑”的理想情怀。
党的十九大代表陈学东，是火箭

军“十大砺剑尖兵”，也是新型“导弹
通”。他有 30余项科研成果被推广，数
百次为基层实操训练把关指导。前不
久，阵地某系统安装调试。年近 5旬的
他充满干劲，始终冲在一线。他说：
“训练场上有灵感，我还要出更多实用
管用的成果。”

高原磐石，静默无语，自有一股淡
定从容。近年来，该基地着力打造“磐
石文化”。他们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纪念馆等红色文化资源，纳入现地教学
体系；开设高原火箭兵精气神讲坛；组
织文艺轻骑队奔赴基层一线慰问演出，
谱写《高原火箭兵之歌》《骑着马上战
场》《冲锋的士兵》等歌曲，受到官兵喜
欢。为配合主题教育，他们正在开展一
系列活动——编演一台主题晚会、评选
一批先进典型、拍摄一批微视频、组织
一次官兵故事会、举办一次美术书法摄
影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高原火
箭兵精神的影响力更为深远广泛。
“磐石”盛开精神之花，香满高原。

今年八一，官兵在“磐石”巨石前再次庄
严宣誓：“氧气少，奉献精神不能少；海
拔高，工作标准要更高；环境苦，更要苦
干不苦熬！”铿锵誓言凌越长空，新时代
的高原火箭兵将继续在雪山戈壁间用
青春热血书写使命荣光……

雪域高原磐石坚
■岳小琳 赵丽丽 张 帆

军人的故事、军嫂的故事、军人母亲
的故事……8月以来，由河南省周口市军
地联合打造的“歌颂奉献者”主题电视晚
会，让观众深受触动，引发社会热议。我
们透过晚会背后的故事，能感受到为“让
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落到实处，
中原人民所付出的一片真情。

周口，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
的故里、新四军“杜岗会师”所在地。72
年前，黄泛区村民拆门板帮助刘邓大军
渡沙河的故事被传为美谈。现在，爱国
拥军的光荣传统仍在这里延续。周口
市所辖的淮阳、鹿邑、太康等县连续多
年开展好兵妈妈、好军嫂评选表彰活
动。在太康县新落成的“好人公园”中，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王永兴、河南省最美
退役军人赵金豹，现役军人赵莉莉、徐
伟、蒋昆，兵妈妈周慧等名列其中。近
两年来，周口市有多名优秀子弟兵立功
受奖。敲锣打鼓登门入户送立功喜报，
成为这块拥军热土的亮丽风景。

今年八一前，军地协商要办一台
“让人民群众走近‘好兵’、了解‘好兵妈
妈’、认识‘好军嫂’，让拥军爱兵成为全
社会的自觉行动”的主题晚会。这台晚
会的构思和准备就此拉开了序幕。

晚会筹备期间，军地抽调人员成立
的 11个采访摄制组一直在路上。他们
奔赴新疆昌吉、青海格尔木、辽宁锦州、
江苏常州、河北保定等“好兵”所在的营
区驻地和驻训场，拍摄采访到诸多感人

至深的故事。
“这一次采访让我真正认识了新时

代的军人！”回想起远赴青海格尔木昆
仑山口，采访第 76集团军某防空旅四级
军士长王艳东时的情景，周口广播电视
台记者梁振华依然动情。

昆仑山口，海拔 4767 米。河南周
口，海拔 49 米。从 49 到 4767，海拔骤
升近百倍，对于一个常年生活在内地
的人是怎样的体验？梁振华说起来仍
心有余悸：“过了格尔木，我们一行都

感觉头懵懵的，像木头一样。”因为高
原反应，除了摄像机外，多余的东西梁
振华一点不敢多带，也尽量不走动。
梁振华看到王艳东时，他正和战友们
全副武装，背着数十斤重的装备在训
练场上挥汗如雨。

面对镜头，王艳东抹去脸上汗渍，嘿
嘿一笑：“咱当兵的就不怕吃苦！”好兵的
故事呈现在晚会中，感动了全场观众。
“你拿青春献国防，我用真情守护

你。”晚会情景剧《我等着你》的主人公军

嫂王会侠的事迹，让不少观众湿了眼眶。
宋海涛是第 75集团军某旅某连二

级军士长。当兵近三十载，他靠过硬的
军事技术，成为连队的“技术大拿”。王
会侠与宋海涛结婚 11年，已经习惯了聚
少离多的生活。视频聊天成为他们一
家人“相聚”的特殊方式，儿子称宋海涛
为“屏幕爸爸”，王会侠称丈夫为“手机
老公”。

因为任务，短片中呈现的视频通话，
仅持续了短短两分多钟就结束了。“作为
一名军嫂，我会永远做你坚强的后盾！”
王会侠这句表白的话语，朴实却豪迈。

晚会背后的故事还有很多。晚会正
式开始前的 3个多小时，王艳东的妻子
段敏带着 5岁的儿子坐火车、转汽车，用
了近 30个小时辗转赶到周口，她说只为
替自己的爱人到现场感受一下受尊崇的
氛围。晚会当天，某部干部候国领用两
次立一等功、两次立二等功、六次立三等
功的过硬事迹震撼全场。晚会前一天，
他请假从部队兴冲冲赶回周口邀请母亲
一同参加时，才知道她已经因病住了一
个多月的院。这一个月里，都是医院护
士长宋红梅在悉心照顾母亲。情景诗朗
诵《敬仰》的伴舞演员郭露露，大学刚毕
业的她说自己从前对部队不了解，但今
年想报名参军当一名女兵……

一段段震撼心灵的短片展示、一幕
幕深情感人的艺术呈现，讲述着一个个
感人故事，打造了一堂生动的全民国防
教育课，随着现代传媒传遍千家万户，
极大激发了适龄青年的参军热情。周
口市领导说，这台晚会让我们各级领导
和人民群众走近了“好兵”，认识了“好
兵妈妈”“好军嫂”，为周口这座城市传
承红色基因助了力。我们要让关心国
防、支持军队成为这块红色土地的接力
棒，一棒棒传下来，要让尊崇军人成为
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图为“歌颂奉献者”主题电视晚会

演出场景。 作者提供

拥军热土涌真情
—一台晚会背后的故事

■李 扬

淮海战役胜利 70周年之际，一部由
徐州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创作的革命历史
题材音乐剧《淮海儿女》亮相京城，受到
观众好评。

场灯熄灭，大幕未开，前幕上投放出
“淮海战役”的视频，触动人心的解说词
和具有视觉冲击的影像画面迅速将观众
带入情境之中。《淮海儿女》将影像与舞
台表演巧妙结合，在历史真实与舞台表
演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全方位调动观众
感官，最终实现审美通感。

音乐剧的灵魂是音乐。《淮海儿女》
旋律动人，演唱动情，音乐气势恢宏，壮
丽辽阔。整部剧的演唱形式和方法多
变。剧中主人公英梅以民族唱法演绎，
突出人物的淳朴。孤寡老人采用美声唱
法，将老者沉稳、坚毅的性格特征与声音
形象完美结合。“有一种倒下叫挺立，有
一种挥别叫牺牲……”军旅画家在尾声
中有大段歌剧“咏叹调”般的抒情独唱，
使剧作的情感与立意全面升华。另外，
《淮海儿女》音乐元素凸显民族特征。比
如“舂米”的舞蹈片段中，配乐主要使用
笛子，同时结合小提琴、大提琴、小号等，
勾勒出一片繁忙热闹的大后方景象。剧
中以徐州琴书形式展现支前民众的准备
工作，别具匠心。

这部剧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对时空处
理的自由灵活。如第一幕尾声，几个演
区同时亮起灯光，剧中人物刘永良、英
梅、大柱、族长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四人
唱念交叉进行，各有所表，极大推进叙事
速度。多重时空的处理，实现心理时空
的外化，取得动人的艺术效果。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

车推出来的。”本剧的剧作家把创作视角
放在了后方队伍——普通的淮海儿女身
上，描写他们为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以
此表达对先烈的崇敬之情。如“筹粮”一
场，村中的老者唱：“捧出缸底的米哟，刮
尽盆底的面。拿出最后一尺布，还有那
半斤棉。咱心甘，咱情愿……”这些表达
质朴无华，温暖人心。

音乐剧《淮海儿女》融音乐、舞蹈、诗
歌、影像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舞台效
果，用极具美感的视听画面承载起厚重
的革命题材，不仅带给观众良好的观剧
体验，同时也为音乐剧的本土化作出了
有益积累。

下图为《淮海儿女》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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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
向太阳！”“我们诞生在这里，我们战斗在
这里！”……烈日炎炎、风沙扑面，舞台上
的官兵唱得格外起劲。近日，新疆军区
某炮兵团组织的“燃情练兵场，热血铸军
魂”文艺汇演，在西北大漠某野外驻训场
拉开帷幕。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

在咆哮……”激昂的旋律如同怒吼的黄河
波涛，舞台上官兵手中的红绸带伴着军乐
团的现场伴奏上下翻动。由红军连队某
营一连官兵带来的合唱《保卫黄河》，气势
雄壮，赢得一片热烈掌声。
“多少支军歌诞生于战火硝烟，多少

支军歌鼓舞着我军将士英勇战斗……”
在主持人王玉玺的串场词中，军歌一支
接着一支被唱响。由二营一连带来的表

演唱《强军战歌》让女兵曾程倍感自豪。
舞台上八一军旗迎风飘扬，舞台两旁的
野战文化车 LED 屏里播放官兵练兵备
战视频，只见英姿飒爽的她驾驶着战车
呼啸而过。

汇演节目中，小品《当你的秀发拂过
我的钢枪》、情景剧《七天六夜》《红旗插上
邦迪拉》等，创作来源都是基层部队真实
感人的故事，引起官兵共鸣。此次汇演特
别增加年轻官兵喜闻乐见的街舞、B-
BOX和说唱等流行元素，引发阵阵叫好。

夕阳西下，热烈的篝火被点燃，几位
维吾尔族大叔弹起热瓦甫、打起手鼓。
少数民族群众和官兵一起跳起欢快的麦
西来甫，欢乐的旋律飘扬在大漠上空。

下图为文艺汇演现场。

张 哲摄

战歌燃情练兵场
■帅丽建 王彦举

火箭军某旅骑兵连官兵在缅怀英烈活动中向牺牲在高原的烈士行军刀礼。 赵志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