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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除夕夜驰援武汉的军人中，有一

位医务人员面对记者采访时说：“别播

名字，妈妈会担心，我是党员，也是军

人，名字就不说了吧！”短短几句话，真

实而动人，道出一位党员、一位军人向

着危险逆行时的质朴心声。

回想这段时间以来，在抗疫一线，这

样动人的场景一次次出现在我们的视

野。为了挽救生命，为了尽快打赢这场抗

疫阻击战，无数人冒着危险，克服重重困

难，在不同岗位上义无反顾地默默奉献。

那盖满红手印的请战书，一批又一批向武

汉集结的迷彩方阵，为抗击病毒剪下的缕

缕青丝，留下满是压痕的疲惫面孔，拔地

而起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这其中不

知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名字，但他们在疫

情考验面前的坚定、勇毅与担当，都被人

们记在了心里。所以，有人动情地说，在

抗疫一线，遍地英雄。他们可能是医护人

员、军人、警察，也可能是建筑工人、志愿

者、车间工人、基层工作者等。

什么是英雄？不同的人可能有不

同的表述。但毫无疑问，在人民利益受

到威胁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敢于牺

牲奉献的人，就是我们的英雄。

没有人天生是英雄，只是当危险降

临时，有人果断地挺身而出，把危险挡

在自己身前。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疫

情，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一员，过

着平淡生活，品尝着各自的喜怒哀乐、

酸甜苦辣。而当疫情来临，他们做出了

一个共同的选择，那就是向着危险逆

行，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战位上与

疫情搏斗。他们当中多数人可能不曾

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人称之为英雄，

但他们的身影已然印刻在这个艰难的

新春时节，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英雄。

危急时刻，遍地英雄，这样的情景

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在98抗洪时

我们感受过，在抗击非典时我们感受

过，在汶川地震时我们感受过。再远一

些，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们见到过，

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见到过，在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我们也见到

过。不同的考验，相似的选择。不同的

面孔，相似的表情。不同的年代，相似

的坚决。可以说，危急时刻，遍地英雄，

是近百年来我们战胜强敌、赢得各种艰

难挑战的强大支撑，也是中华民族英雄

品格的生动彰显。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中华民

族的英雄品格自有其根脉。数千年连绵

不绝的英雄史，就像一条割不断的链条贯

穿于我们的历史文化，滋养着一代代华夏

儿女的家国情怀，凝铸着我们中华民族的

英雄气。特别是在民族遭受苦难的时候，

天地间总能留下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

正所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

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然而，厚实的文化根脉并不等于

文化生命的长青。在中国的封建时

代，也曾多次出现过“一人为刚万夫

柔”“天下一盘散沙”的社会局面，社会

浮华成风、精神萎靡、凝聚力消散，由

此带来的历史惨剧常常让人扼腕叹

息。在这种背景下，每当风雨来袭，我

们总能看到“英雄无觅”的悲叹，也总

能看到少数英雄人物即使牺牲了自

己，终究难以力挽狂澜，无法摆脱孤独

而悲壮的命运。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自觉传承弘扬英雄精

神，涵养提振民族的英雄气概，在任何历

史阶段都是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主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

视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英雄精神，民族

的英雄气激荡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

世界，“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壮阔景象与

国家建设发展的步伐始终交相辉映。特

别是近些年来，从国家烈士纪念日的设

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

法》的颁布实施；从广泛深入开展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教育实践活动，隆重授予国家

荣誉勋章和八一勋章，到深藏功与名的

老英雄张富清、排雷英雄杜富国、守岛英

雄王继才等众多英雄人物事迹的广泛传

扬，全社会铭记英雄、崇尚英雄、捍卫英

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氛围越加浓

厚。这种氛围让浩然正气充盈在人们身

边，让勇敢担当、牺牲奉献的英雄精神成

为更多人心中的价值追求。今天在抗疫

一线，由普通人构成的英雄群体大量涌

现，不正是生动注脚吗？

危急时刻，又见遍地英雄，这让我

们更加理解了文化自信为什么是最根

本、最深沉的自信，也让我们更加理解

了中国人的自信力。当年，鲁迅先生在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谈到，

“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

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

蔑”，因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

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

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

的脊梁”。在过去近百年的时间里，英

雄的中华儿女不仅在心里记住了这句

话，而且用青春与生命、勇敢与牺牲诠

释什么叫“中国的脊梁”。今天，在社会

生活翻天覆地、物质高楼林立的时候，

人们心中的精神高楼始终巍然耸立。

在全社会各行各业，中国故事、中国精

神激荡神州，享誉海内外。我们完全可

以告慰先人，“中国的脊梁”正拓展为无

数个默默无闻的追梦人，中国人的自信

力正化作拧成一股绳的奋进勇气和攻

坚克难、赢得胜利的底气。

遍地英雄 胜利底气
■栗振宇

文化时评

“走遍祖国大地，听从党的召唤，新
一代的军人步伐矫健……”走进新疆军
区某红军团团史馆，随着一曲激昂的
《勇猛顽强英雄团团歌》响起，一代代红
军传人战斗路线图在屏幕上显示，让人
们的思绪回到那段峥嵘岁月……

从创建自陕甘边根据地到保卫延
安、从解放兰州到西藏平叛、从边境作
战到卫戍新疆，这支红军部队已经走过
80多年的风雨征程，红色基因始终伴随
官兵代代传承。一代代官兵从厚重的
红色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在戈壁滩建
功立业、在祖国“西大门”忠诚戍边，绘
就了一幅不畏艰难险阻、勇挑革命重担
的画卷。

一

这个团驻守在大名鼎鼎的火焰山脚
下。诗人岑参曾有诗云，“暮投交河城，
火山赤崔巍。九月尚流汗，炎风吹沙
埃”。这里一年四季都极为干燥，夏季酷
热难当。同时，这里又是中国有名的“风
库”。“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
走”的诗句，不是艺术的夸张，而是具体
的生活现实。

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可历代坚守
在这里的官兵，像大漠胡杨、戈壁红柳
那样，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土地上，靠
的是什么？翻开该团的史册，答案逐渐
清晰——

该团是 1932年由刘志丹、谢子长、
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
和领导的陕北红军部队。自创建以来，
先后转战西部 9省区，一代代红军传人
始终高举党的旗帜、心怀对党的忠诚，
坚决做到“党叫去哪就去哪”“党叫干

啥就干啥”，铁心向党的红色基因世代
传承。
“听党指挥，永远把大局放在前面，

是红军部队的优良传统！”据该团领导
介绍，80 多年间全团历经 30 余次改编
整编、10余次换防调整，有的营连番号
被取消，有的随队举家搬迁数次。但所
有官兵都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没有一
人说二话，没有一人有怨言。

1950年 1月，全团进入甘南地区执
行剿匪任务。在翻越扎尕那山时，四连
战士李三桂双脚冻伤，与照顾他的副班
长杨本成掉了队。伤愈后，两个人一路
乔装乞讨，历时两个月赶了上千里路，
最终成功追上连队。千里寻队伍，铁心
跟党走。从此，这个故事便成为该团新
兵入伍后的第一课。

唱红色歌曲、讲红色故事、吃“红军
饭”……近些年来，该团官兵从革命先辈
事迹中汲取精神养分，把对党的无限忠
诚转化为“听党话，跟党走”的实际行动，
一次次用实干和担当诠释着对党忠诚的
可贵，让红色传统在一次次追忆中蓬勃
出愈发强劲的精神力量。去年，拟转业
的该团原副政委杨韶龙，在全师拟转业
干部几乎全部离队时，仍远赴重庆为患
病战士解决就医问题，用自身表率践行
“在位一分钟，干好六十秒”的承诺；在团
队执行重大任务时期，某营教导员郭东
冬耐心做好亲属思想工作，在妻子刚生
育不久后就提前归队投入到工作中……

二

去年 4月 29日，该团组织专题座谈
会，邀请老兵、老英模回到部队讲传统、

话传承。红六连指导员班超的发言，引
起在场官兵的强烈共鸣：“前辈们讲述
的战斗故事，让人心潮澎湃，我们作为
红军传人，就是要不畏生死，敢打硬
仗！”

穿过历史硝烟，该团历经的 870余
次战斗，让英勇善战的基因奔涌在这支
英雄部队的血脉中。1949年 8月 25日，
兰州战役。该团担负夺占沈家岭的主
攻任务，与敌激战 14小时，歼敌 3000余
人，全团仅剩 120人，时任团长的王学礼
壮烈牺牲。战后，该团被第一野战军授
予“勇猛顽强英雄团”称号。如今，这面
两米多高的锦旗，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也在官兵心中矗立起一
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1962年 11月，在边境作战中，该团
在高原山地迂回穿插 7天 6夜，深入敌
后 180多公里，切断敌军退路，达成战役
合围。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这个红军
团在战火硝烟中打出来的精神气质，是
红军传人在腥风血雨里凝聚起的打赢
基因。强军兴军新征程上，他们把红色
基因传承向战斗力生成转化，用打赢基
因激发必胜信心。2017年，国际安全环
境比武竞赛前，高炮连藏族战士索南多
杰，每天在 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穿戴
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训练，
一天内反复通过障碍，刻管、侦毒达 200
次以上。最终他随队夺冠，荣立一等
功，再次彰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
斗精神的强大力量。

承平日久，忧思不忘。去年 8月，
该团举办第三届“学礼日”纪念活动，

缅怀战斗中牺牲的老团长王学礼。战
士们特意编排了一台情景剧，真实还
原沈家岭战斗场景。激昂的音乐响
起，只见“王学礼”冲锋在前，带领战友
们浴血奋战，一个个“解放军战士”前
仆后继，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把战旗
插上山头。那一个个不畏生死的身
影、一幕幕穿越时空的画面，让在场官
兵为之动容。

三

进入新时代，官兵直面血火生死考
验的机会虽然少了，但他们始终将自己
的使命担当高高举过头顶。去年 10月
1 日，该团战士郝行召，接过先辈的钢
枪，高擎“勇猛顽强”旗帜，行进在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阅兵式上，续写着战
旗新的荣光。“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
都不惧！我要用最标准的姿态迎接祖
国和人民的检阅！”这是郝行召在参训
时许下的承诺。他为了练习向右转头
的定位感，在自己衣领上别上大头针；
练习答词，嗓子喊哑了，含上“喉宝”接
着练……

火焰山下砺精兵。厚重光荣的红
色历史，不断激发着全团官兵的训练
热情。今年开训以来，尽管驻地仍是
寒风凛冽、大雪飞扬，但官兵战风雪、
斗严寒的训练热情不减。严寒条件下
夜间射击练习、野战生存、掩体构筑等
一个个实战化训练课目，正如火如荼
地进行……

上图为该团官兵在火焰山上拉练。

许朱凯摄

红色记忆的力量
—感悟新疆军区某红军团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侯俊涛 高 群

强军文化观察

日前，由解放军文工团策划制作，
陈道斌作词、王喆作曲、雷佳演唱的歌
曲《解放军来了》，经中国军网等多家网
络媒体推送后，赢得网友好评。这部作
品，歌词简洁质朴，旋律悠扬深情，音乐
短片精选影像画面、生动呈现官兵在一
线抗疫的决心意志和感人场景，充满艺
术感染力。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即为命令。这
是一首为抗击疫情、保护人民而谱写的
激情战歌，充分展现人民子弟兵对党的
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

一身“军装”、熟悉的“模样”，还是
“鱼水般情深”、还是“铁骨的担当”，“子
弟兵的情义比长江水长”。歌曲将显性
的诗歌意象和鲜明的音乐语汇交融，让
人民子弟兵的责任担当、与人民群众的
鱼水情深，如蒙太奇画面一般在旋律中
次第映现，汇聚成军民合力共抗“疫魔”
的动人交响。

副歌部分，作品放眼现在，把音乐
情绪推向高潮：“解放军来了/带来温
暖/带来希望/解放军来了/血脉相连筑

起防线/为我们把风雨阻挡……”真切
的诉说，抒发着人民群众的真挚情感和
由衷期盼。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

前，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这
是决心，是情怀，是人民子弟兵的铮铮
誓言；“解放军来了！我们放心了！”这
是呼唤，是欣喜，是人民群众发自内心
的信任与期盼。音乐短片中的这两组
采访画面，让作品的主题更加鲜明突
出，引发人们的强烈共鸣。

军人生来为打仗。能打仗、打胜
仗，既是党和人民对人民解放军的期望
和要求，也是我们这支从战火中走来的
人民军队鲜明的精神底色。抗击疫情，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统帅一声令
下，全军将士闻令而动。面对危险，毫
不畏惧、勇往直前，而且越是艰险越向
前，这是人民军队创造一个又一个奇
迹、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的精神密码。

打 针 输 液 、护 理 患 者 、打 扫 病
区……口罩勒红了脸颊，汗水浸透了
衣背，一张张“最美面孔”、一个个“最美
身影”在音乐短片中呈现。这些采集自
抗疫战场一线的感人画面，催人泪下。

为了人民，人民子弟兵总是不惜一

切、全力以赴，这是我们自始至终的无
悔抉择。正是这份使命担当，才让“子
弟兵的情义，比长江水长”的具体意象
如此打动人心。日月肩上过，山河大如
天。在这场战“疫”中，“誓死不退”是冲
锋的号角，中国军人用实际行动坚守不
变的初心。《解放军来了》这首触动人心
的佳作，传递着温暖与希望，相信会给
共克时艰的人们带来更多信心与力量。

上图：《解放军来了》音乐短片截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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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