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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火箭军某旅开展“读红色
家书、当时代新人”文化活动，带领官兵
重温革命先烈们的炽热初心，鼓舞兵
心、提振士气。

受央视热播综艺栏目《一封家书》
的启发，该旅精心选取“赵一曼忠心向
党”“徐向前谋战胜战”“许光达请求降
衔”“傅英杰一心为公”4封红色家书，
举办红色家书朗读会，通过讲述加表演
的形式向官兵“在线展示”。活动现场，

官兵通过该旅自主开发设计的“金缨融
媒”手机 APP进行实时弹幕互动、留言
点评、打分评分。

此外，他们还将更多红色家书发放
到基层带兵人手里，鼓励官兵利用训练
间隙，广泛开展朗读红色家书活动，收
到良好教育效果。

下图为红色家书朗读会现场。

赵 可摄

“红色家书”鼓舞兵心
■刘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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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全
军“赓续血脉、矢志强军”红色故事讲解
员决赛在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演播大
厅举行，来自全军各大单位和军委机关
部门的 20名优秀选手，结合担任讲解员
的亲身经历，倾情讲述红色故事，生动
描绘了部队官兵传承红色基因、奋力强
军事业的壮阔图景。

一

一幕幕真实的影像，一段段光荣的
历史，让整个决赛舞台变成了鲜活的红
色教育课堂。
“父亲用他一生的坚守，教会了我

什么是爱国与奉献，什么叫使命与担
当。我愿向祖国许下一生，像父亲那
样，做祖国的看海人！”来自武警部队的
王志国，深情讲述了父亲王继才的守岛
故事。作为开山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的讲解员，他通过一次次讲解更加懂得
父亲的崇高品质，坚定决心要将父亲爱
国奉献的精神更好地传递出去。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讲解员
贾筱艺、温泽，从荡气回肠的红色故事
中，探寻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英雄战
士的忠诚——原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
长王泉媛，始终不忘自己是党的女儿，
对敌人的酷刑毫无畏惧；1946年冬，机
要员董健民和钟琪夫妇为保护密码本

而选择跳海，誓与密码共存亡。
新疆军区喀喇昆仑精神主题馆讲

解员石佳，讲述了 69 年前进藏先遣连
和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的故事。面对进
藏后的高原病，连队官兵在生命垂危
之时谁也不肯使用能救命的盘尼西
林，坚决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我们
永远不惧与高山为伴，用生命去守护
着祖国的万里边疆”，一代代边疆军人
艰苦奋斗、忠诚守防的初心，令现场观
众为之动容。
“从讲解员们那里，我收获了许多

感动。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我会把这些
红色故事讲给我的学生们听。”现场观
众、北京市育鸿学校的老师张迪说。

二

每一个红色故事都是一座灯塔，
每一位英雄都是一座丰碑。来自第 79
集团军某旅的崔义佳，曾前往杨靖宇
烈士的埋葬地和牺牲地收集资料。他
用杨靖宇在白山黑水间的战斗故事，
诠释了“中国有我”的军人担当和家国
情怀。

来自海军某工程维护保障大队的
林婷，曾是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主题展览的一名解说员。她在比
赛中讲述了“钢铁战士”麦贤得的先进
事迹。她动情地说：“弹片，可以夺走一
个人的生命，但无法夺走英雄的信仰。”

张富清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刘海
伦，讲述了“时代楷模”张富清淡泊名
利、“富足于精神，清廉于物质”的感人

细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
讲解员周霞是一名军嫂，她讲述了英雄
田现坤参与完成我国导弹原子弹历史
性结合的壮举。田现坤在国家需要时
挺身而出，又在做出重大贡献后隐藏荣
誉、甘于平凡。

第 73集团军某旅战士贾玉名讲述
了一座解放军烈士庙的由来。27名解放
军官兵在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不到两周
的时间里，为使福建省惠安县崇武镇的
老百姓免受迫害而献出年轻生命。江西
省兴国县民兵连班长范颖，讲述邱会培
一家八口先后为革命牺牲的故事。

现场观看决赛的军事博物馆下士
李伟林说：“这些英雄们可敬可爱，他们
的精神会永远熠熠发光，激励我们继续
奋进！”

三

在我军 9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有无
数军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用实际行
动书写强国强军的时代华章。来自海
军陆战队的王飞，讲述了“人民楷模”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朱彦夫的故事。朱
彦夫在朝鲜战场上用“死也要死在阵地
上”的战斗姿态，捍卫了中国军人的血
性与荣誉。“祖国不会忘记那些奉献于
祖国的人！”中国军人用生命诠释信仰，
用牺牲捍卫尊严，用奉献铸就辉煌，挺
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北部战区海军政治工作部解说员
郜洁，讲述了中国海军也门撤侨的细
节，宣示海军官兵“国家利益所至，舰艇

航迹必达”的信心。火箭军某基地军史
馆解说员崔倩影，带来火箭军部队导弹
押运兵满载忠诚、托举大国神剑的奉献
故事。

来自海军某部的胡静，以《生死抉择
4.4秒》为题，讲述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
一级飞行员张超在牺牲前的 4.4秒作出
的壮举——为了挽救“飞鲨”战机，他错
过求生机会，将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

郭娅是联勤保障部队西宁联勤保障
中心某医院的护士长，曾多次执行国际
维和任务。在现场，她讲到烈士申亮亮、
杨树鹏的牺牲，“我和我的维和战友一
起，勇敢地站在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
方，只为忠诚履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

比赛结束后，很多讲解员表示，他
们将通过自己的讲解去传递红色故事
的力量，让更多的人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让英雄的精神永远熠熠发光。西部
战区陆军某旅志愿讲解员牛尧说：“我
相信，这些红色故事，通过我的声音，会
化为一颗颗种子，深深埋在战友们的心
底。迟早有一天，它们会生根发芽，长
成参天大树，鼓舞我们为国奉献！”南京
渡江胜利纪念馆志愿讲解员、联勤保障
部队某部干事耿欣，出生在沂蒙革命老
区，她表示：“我愿用我的微薄之力，让
更多的人了解我党我军的感人事迹。”

红色故事有温度、有筋骨。现场评
委王树增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今天讲
红色故事，就是在当代中国人心中树立
起一座又一座纪念碑。告诉当代中国
人，我们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有力量的，
因为我们有英雄。”

立起我们心中的丰碑
■夏董财 刘翀辰

文化前沿

10月中旬以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
放军进疆 70周年，新疆军区文工团编排
了《我为祖国守边疆》文艺演出，走进天
山南北军营，巡回演出 40多场。厚重的
历史底蕴、鲜明的时代主题和精湛的表
演，让官兵在回望驻疆部队 70载辉煌征
程中，筑牢信仰根基、坚定戍边信念。

一

1949年开国大典，当各族人民沉浸
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时，人民子弟兵
正在向新疆这片广袤土地奋勇进军。
“红旗漫卷，天高地远，解放的神圣

使命，由我们来承担……”大幕拉开，舞
蹈《挺进，挺进》气贯长虹。

挺进，这是如山的使命；挺进，这是
忠诚的誓言。战风沙、斗严寒、忍饥渴，
从吐鲁番徒步一千多公里到达喀什，历
经 15昼夜穿越“死亡之海”，单衣薄裤的
壮士们一往无前。
“战斗英雄”胡青山、“人民功臣”

李狄三、“滚雷英雄”罗光燮……他们
伟岸的身影穿越烽火硝烟，出现在情
景剧《边地英雄》中。烈火铸就英雄
志，昆仑铭刻忠勇魂。边地英雄们用
钢铁脊梁，将忠诚镌刻于喀喇昆仑之
巅，让观众心中升腾起深深敬意。
“屯垦戍边责任大，挖地三尺建个

家！”表演唱《挖地三尺建个家》中，演员
们“化身”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撸起衣
袖、挽起裤腿，拿起劳作工具奋力挥舞，
生动再现了兵团战士建设新疆的情景。

为推动新疆各项事业发展，1954
年 10 月，党中央一声令下，新疆军区
10 万官兵就地转业，用青春染绿戈壁
荒漠，天山南北一片生机。创作剧本
时，新疆军区文工团团长蒋兴国、导演
米卡拉姆等主创人员实地走访了 10

多位兵团老战士，采撷传统之光，寻找
精神之根。

国家一级演员巴哈尔古丽 1963 年
出生，她演唱的歌曲《新疆好》欢快又深
情：“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
场……”一开腔便掌声四起。这首与她
同年诞生的歌曲，总会让人产生穿越时
空的共鸣。

二

第二幕开篇，战士们肩扛钢枪、身
背行囊，高喊着：“到边疆去，到高原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荧幕上，喀喇昆仑山巍巍屹立。
这是平均海拔超过 5500米的世界第二
高山脉，无畏的边防官兵就在这里建
立起一座座“钢铁哨卡”：神仙湾、天文
点……这些地标，也成为新疆军区一
茬茬官兵的精神向导。在配乐诗朗诵
《昆仑战旗红》中，在喀喇昆仑精神感
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位位英模人物仿佛
矗立在大家面前：
——“爱民模范”贺昌富，在拉煤的

大卡车就要倾覆的一瞬间，不是自己跳
车逃生，而是转身将车上的哈萨克族少
年紧紧搂在怀中，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
——“昆仑不老松”吴德寿，扎根喀

喇昆仑和阿里高原 38载，把毕生精力献
给边防事业。他虽然没有子孙，却留下
了激励官兵卫国戍边的宝贵精神财富；

……

昆仑的雪飘不尽，感人的歌唱不
完。“坚强战士”买托乎提、“时代楷模”
张富清、“将军农民”甘祖昌、“雪域高原
模范护士长”姜云燕……这一个个闪光
的名字，是驻疆军人光荣的象征。他们
的感人事迹，深深触动着全场观众。

三

“烧红的钢、淬火的铁，打赢走在最
前列……”第三幕开篇歌曲《强军走在
最前列》，在浓浓的战斗气息中上演。
演员们表情刚毅、动作迅猛，时而卧倒、
时而匍匐的表演将晚会氛围推向高潮，
也将军区部队官兵闻令而动，以高昂热
情投入练兵备战的生动场景展现得淋
漓尽致。

舞台上，强军号角激昂澎湃；舞台
下，天山南北硝烟弥漫。就在晚会巡回
演出期间，新疆军区年度军事训练考核
拉开大幕。他们增加了远距离机动、系
统对抗、实兵交战对抗等环节，让考核
更贴近实战。

鼓声骤停，琴声渐起。身着民族
服饰的演员们脸上洋溢着笑容。当美
丽的塔吉克族姑娘为小伙子阿米尔戴
上红花、送他去当兵时，全场响起热
烈掌声。改编自歌曲《花儿为什么这
样红》的舞蹈《花儿永远这样红》，令
人耳目一新。该节目在今年 8月摘得
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
间舞金奖。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
亲。70年前，曾在南泥湾大生产中屡建
奇功的英雄部队，在新疆这片古老而神
奇的土地上再续辉煌。
“精准扶贫的解放军，让贫穷的乡

村变新貌！”伴随着欢快的音乐，穿着各
色服饰的群众载歌载舞鱼贯而出，商人
们带着营业执照、学生手拿录取通知
书、村党支部书记捧着“先进党支部”奖
牌……音乐短剧《亲戚来了》，再现军区
部队为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办好事的生
动场景：

在劳动现场，部队官兵从打扫庭
院、收割庄稼等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增
进感情；在安居前线，援建富民房 2100
多套，拉运建材物资 18.4 万吨；在扶贫
路上，与 4400多户少数民族群众结对认
亲，定点帮扶 128 个边境村，逐步推进
7200户贫困群众稳定脱贫……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守卫边疆的钢铁屏障
愈发稳固。
“五星出东方，五星凝信仰……”伴

随着合唱《五星出东方》豪迈的旋律，晚
会徐徐落下帷幕。81分钟的时间里，这
场演出演绎了 70年里一代代驻疆部队
官兵上仰“万山之祖”、下瞰“死亡之
海”、走马“北庭古道”、巡边“生命禁区”
的辉煌壮举，绘成一幅守卫边疆的壮美
画卷。

上图为表演唱《挖地三尺建个家》

演出现场。 王鹏飞摄

一幅守卫边疆的壮美画卷
■黄宗兴 訾 豪 单传扬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在一片陌生的

土地上，被一首连歌词都听不太懂的民

歌所吸引。

前段时间，我跟随“记者再走长征

路”主题采访团来到江西赣州。这是我

第一次踏上这片红色热土。一路上有

太多历史要讲，有太多故事要听。而这

首歌，就在这一段段历史故事中，被反

复吟唱。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

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

贫农……”

这首民歌，名叫《苏区干部好作

风》。没有人知道这首歌到底创作于哪年

哪月，只知道，在红军踏上两万五千里长

征之前，这首婉转动听的民歌就已经在这

片土地上流传。而80多年后，这首“老

歌”依然是这片土地上的“流行歌曲”。

“90后”的我，对于红军的认识，来自

于历史课本上的图片和文字，来自长辈口

中遥远的故事，来自于影视作品中的一个

个画面。这首民歌里的故事，让我对红军

历史又多了一种灵动的认识方式。

时间倒回到1933年。中央苏区第

五次反“围剿”期间，疯狂的敌人对中央

革命根据地实行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

济封锁，意图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

勺水”落入共产党手中。

站在宁都的中央苏区反“围剿”战

争纪念馆，看着一件件文物和一张张照

片，我努力想象着那时的艰难困境。纪

念馆馆藏室研究员夏邦鑫，遇见过许多

像我一样的参观者，他说：“生在和平年

代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出那

时的情况有多难。”

当时，中央苏区境内不产盐，食盐

主要依靠外界运送。敌人数年的封锁，

让军民备受煎熬。许多官兵和群众因

长期缺盐而身体浮肿，受伤的官兵身体

变得越来越虚弱。

盐，成了苏区最稀缺的物资。

苏维埃政府为省下食盐给群众，要

求工作人员每人每月供应旧秤4两食

盐。毛泽东以身作则，坚持执行最低食

盐定量标准。有一次，前方红军部队想

方设法给苏区中央机关送来两担盐，毛

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却将这两担盐全

部送给了中央红色医院。

因为缺盐，周恩来的身体虚弱，警卫

员看着心疼，偷偷在他的饭菜里放了盐，

尝出咸味的周恩来严肃批评了警卫员。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这样的同甘

共苦，让我想到那一句“岂曰无衣？与子

同袍。”对于身处苏区的他们来说，几粒盐

巴，意味着他们是否可以冲锋陷阵，甚至

可能意味着他们是否可以健康地活下去。

苏区群众将这件“小事”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唱在歌里。他们也纷纷将自

家省下来的盐和食物送给红军。

时过境迁。当地群众已经过上美

好的生活，似乎谁都不会再强调这一味

日常调味料的重要性。但在宁都，一道

别致的菜肴——无盐汤，让这一份军民

鱼水情随着历史的红飘带传到了现在。

在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内，一个

早已泛黄的布袋子引人注意。讲解员小

刘介绍，这是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

春用过的米袋子——每次下乡工作时，

李富春的米袋子里，正面装着文件，背面

装着饭勺子，里面是生米和辣椒干。中

午吃饭时，李富春就把米放进老乡家的

大锅，就着辣椒干解决自己的午餐。

“他自备干粮，只是不想给百姓添

麻烦……”讲解员小刘说。

这不就是歌中那句“自带干粮去办

公”的真实写照吗？一碗饭，或许微不

足道。但军与民之间的情感，正是在这

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积攒起来

的。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朴实情感，也

是一股强大的精神源泉。

这样的精神源泉还藏在那一口口

井中。

还记得那篇课文《吃水不忘挖井

人》吗？这次采访，我亲眼看到了课文

中的那口“红井”。它位于江西瑞金沙

洲坝。我原以为井已干涸，可探身一

看，竟从井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江西瑞金红井革命旧址群的讲解

员一脸自豪地说：“这口红井，一直被当

地百姓精心维护着。几十年来，井水从

未干涸。”

木桶一沉，水花四溅。舀一瓢井水

送到嘴边，咂一口，有点甜！

1933年春天，毛主席发现乡亲们吃

水用水极为困难，便带着军民选址挖

井。经过十几天的奋战，水井挖成了，沙

洲坝人民终于喝上了清澈甘甜的井水。

当地群众当年立下的石碑，今天仍保存

完好，石碑上“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

念毛主席”14个大字依旧清晰。

事实上，不仅是在沙洲坝有著名的

“红井”，在赣南许许多多曾经吃水不便

的山村里，都有红军当年为百姓修建的

水井。百姓在井边认识了红军，也记住

了中国共产党。

再次哼唱《苏区干部好作风》这首

歌，我记住的已不仅仅是它的旋律，歌

中蕴藏的这一段段故事，也随着音符流

淌进了我的心里。

战火纷飞的年代早已远去，但歌里

的故事、歌里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珍

藏。因为这其中蕴含着我们永远的“传

家宝”。

永
远
的
﹃
传
家
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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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