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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寒风呼啸的大漠深处，皑皑白雪一
望无际，夜间最低气温仍在零下十几摄
氏度。驻守在这里的陆军某蓝军旅，与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文化共建工作，
却依然暖流滚滚。
“一方是草原‘红色轻骑兵’，一方

是‘大漠铁骑’，一文一武搞文化共建，
珠联璧合，异彩纷呈！”某次交流活动
中，乌兰牧骑队员的这番话，似乎把历
史纵深和精彩过往一下子拉到当下：
1957年，为丰富牧民文化生活，乌兰牧
骑在苏尼特右旗应运而生，从此，沉寂
的草原多了欢声笑语；2012年，某旅动
若风发、挥师大漠，开启专业化模拟蓝
军建设序幕。时空相隔 55载，“红色轻
骑兵”和“大漠铁骑”遇到一起，谱写出
精彩的文化共建篇章。

一

去年金秋，该蓝军旅组织新毕业排
长到乌兰牧骑史馆参观见学。“乌兰牧
骑创建初期只有 9名队员，演出场地就
是一块空地，一块幕布，我们点着煤油
灯、火把为农牧民演出……”乌兰牧骑
史馆的解说员热情解说道。

同样身处大漠，乌兰牧骑无畏艰
难的奋进历程，让新排长们回想起几
天前参观蓝军旅史馆的经历：蓝军旅
建旅初始，全体官兵连续奋战 4 个多
月，夜以继日、风雨无阻，在荒原冻土
构筑起强军砺剑的新家园。他们像
“老榆树”一样扎根奉献，像“草原狼”
一样顽强战斗，像“磨刀石”一样磨砺
“红军”。一张张图片记录着蓝军旅的
奋斗史，一件件物品诉说着强军路上
的感人故事，一个个功臣的名字成为
新排长们的指路明灯。

铁石相激，必有火花；水气相荡，乃
生长虹。活动结束后，新排长们组织了
“学习乌兰牧骑精神，传承大漠铁骑意
志”活动，交流心得体会，向象征旅魂的
磨刀石宣誓，激励自己扎根大漠、建功
北疆。

军地文化共建，要找到双方共同的
精神家园，才能产生共鸣，才能真正让官
兵受到熏陶、获得激励。该旅党委对此
达成共识，并以此为契机，组织开展“精
神寻根，探寻红色足迹”活动：到革命老
区井冈山追溯光荣历史，荣誉连队“睢杞
阻击战斗模范连”到河南睢县、杞县追根

溯源，邀请老英雄们讲述战争年代的
历史……他们还精心打造“功臣号、铁
钉子、敖包山、磨刀石、草原狼、老榆树、
一杆旗、牛车班、蒋长勇精神和‘刘四连’
血脉”的“九荣一脉”军营文化，在官兵心
中播下红色文化种子，不断激发官兵自
豪感与荣誉感。

二

去年的一个夏日，刚从训练场赶回
来的蓝军旅官兵迎来了一份由乌兰牧
骑精心准备的文化“慰问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文艺汇演。队员们为
官兵献上了《驼铃》《打起手鼓唱起歌》
《游击队之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甘把青
春献国防，愿将热血化丹青。慰问演出
给官兵带来持久感动，为火热的练兵提
供了精神动力。
“军地文化共建，只有结合部队

战斗精神培养，并有机地融入地域文
化特色，才能融入到官兵日常生活，
展现出活力迸发、生机勃勃的一面。”
该旅领导说，乌兰牧骑走到哪唱到哪

的文化魅力，也深深感染了蓝军旅官
兵。军歌嘹亮已成为该旅官兵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已习惯用歌声提
振兵心士气，激励精武强能的热血豪
情。近年来，由该旅官兵原创的多首
贴近军营生活的歌曲，如《红色蓝军
旅》《我的蓝军旅》《战狼》《沙葱花》
等，都在该旅广为传唱。
“大漠劲旅在哪里，你看，你看，在

那里……”去年 11 月的一个冬日，内
蒙古草原已白雪皑皑。训练场上寒风
刺骨，有的官兵冻得浑身发抖。忽然，
堑壕中隐约传来哼唱旅歌的声音。一
个人、两个人，最后大家齐声唱起来，
慷慨激昂、勇往直前的气势充满整个
堑壕。

三

“乌兰牧骑到驻训场看我们来了！”
官兵一拥而上，帮队员们拎行李，抬道
具。去年的一个晴朗秋日，乌兰牧骑又
如约来到部队驻训场真情服务。

没有光彩夺目的灯光，没有明亮
宽敞的舞台，多的是心贴心的亲切、实

打实的深情。草原就是舞台，白云就
是幕布，两台解放车披上伪装网就是
背景墙，官兵的帐篷就是更衣室。舞
蹈《鸿雁》、马头琴二重奏将演出推向
高潮，队员们一次次“加演”，嘹亮悠长
的歌声在草原上空回荡……

通过与队员们聊天，蓝军旅的官
兵了解到，乌兰牧骑的足迹已遍布苏
尼特右旗的大小村庄。听说他们下一
站要到一个贫困村——额很乌苏村，
蓝军旅官兵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了额很
乌苏村：送书、理发、送药……村里没
有劳动力，官兵帮村民建大棚；附近没
有医院，军医就定期到村里为村民检
查；村里党员少，部队就帮助村民组织
党建活动。去年 11 月，该蓝军旅某分
队被评为军队系统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

自从有了额很乌苏村这个联系点，
一文一武两支队伍的关系更加紧密，他
们不断把对群众的关爱之情洒向辽阔草
原，将军地文化共建成果转化为热爱人
民、服务人民的精神动力和实际行动。

上图：乌兰牧骑来到驻训场为官兵

演出。 韩一民摄

大漠深处的文化暖流
——陆军某蓝军旅与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开展文化共建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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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阻击战打响以来，解放军文工
团迅速组织创作人员开展战“疫”主题
文艺作品创作，以歌曲、诗歌、朗诵、微
视频及书画等形式，记录全国军民面对
灾难时的顽强与大爱，礼赞抗疫英雄，
致敬白衣天使，有效发挥了文艺鼓舞军
心士气的作用，担当起军队文艺工作者
的使命和责任。
“我们坚信有爱就会赢，无法拥抱

却离你最近……”2月 2日，抗疫主题音
乐短片《坚信爱会赢》在多个网络平台
上线，并在中央电视台和多家省级卫视
滚动播出，鼓舞了全国人民抗击疫情的
信心和决心。这首歌曲，由解放军文工
团创作员舒楠作曲并参与演唱。面对
来势汹汹的疫情，解放军文工团的文艺
战士们心系抗疫一线，情牵逆行勇士，
踊跃投入战“疫”主题创作。特别是军
队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出征战“疫”的壮
举，使大家迸发出激昂的创作热情。他
们以“誓死不退”的战斗精神，昼夜奋
战，连续推出近 30件有影响力的文艺
作品。
“千里万里接近生死的距离，最危

险的境地有你挺立。”歌曲《因为有你》
用深情的旋律和鲜活的视频，展现白衣
战士用爱创造奇迹、用爱凝聚力量的感
人形象。歌曲《向前方》《解放军来了》
《跟我上》《等着我，亲爱的人》《盼望你
们的好消息》《决胜春天》《我相信》等，
从不同侧面讴歌白衣战士勇敢逆行，与
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英雄壮举，赞
颂广大共产党员把忠诚写在抗疫战场
的铁骨担当，展示广大军民万众一心、
抗击疫情的必胜决心和坚定信念。

朗诵《我与你同在》《你，就是我的
阳光》《感恩 2020——献给最美逆行
者》等，咏唱白衣天使奋战火线、不离不
弃的真情相守以及普通人的坚持与奉
献，刻画了前线军民的英勇事迹，谱写
了军民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迎接春天
的同心曲。微视频《写给武汉的信》情
景交融地回顾了文艺战士们与武汉这
座英雄城市的深厚情缘，寄托对江城人
民的鱼水深情和美好祈愿。插画《必胜
迷彩》等书画作品，形象生动地再现人
民子弟兵驰援一线、勇挑重担、敢打硬
仗的感人画面。

这些作品，以其鲜明的主题、真挚
的情感在军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为激励
广大军民打赢这场不见硝烟的战斗提
供了精神动力。

该文工团人员充分利用科技手段
和新媒体技术搞好创作和宣传。在制
作音乐短片过程中，他们精选了大量
震撼人心的抗疫最前线的图片和视
频，增强画面冲击力，使作品充满强烈

的艺术感染力。他们通过电视、网络
及时掌握疫情动态，了解战况，捕捉灵
感，深度挖掘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涌现
出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受疫情影
响，作品录制难度较大，此次创作的不
少作品都是该团创作人员在不同时空
分头创作和录制，最后隔空连线合力
完成。该文工团作曲赵麟说：“战争年
代的条件更加艰苦，军队文艺战士从
来都是迎难而上，用笔做刀枪，越是艰
险越向前。”编剧赵大鸣表示：“我们上
不了前线，唯有拿起手中的笔，守好阵
地，拿出作品，唱响心中的歌，为一线
将士擂鼓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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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抗疫战歌《因为有

你》音乐短片，获取歌曲

音频及伴奏。

多年以来，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都

是国家主旋律题材和弘扬主流价值观

创作的重要部分，是受人们广泛关注的

一个重要题材。其背后，是一支以军人

为主体的、具有国家情怀和文化战略眼

光的队伍的不懈努力。

军事题材创作提供优秀作品，是

人民对文艺工作者的热切期盼。很多

中国观众正是通过《亮剑》《激情燃烧

的岁月》《历史的天空》等一批高扬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旗帜的作品，认识评

价和深度了解了我们人民军队的革命

传统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很多青

年，正是通过《DA师》《突出重围》《士

兵突击》等作品而喜爱军队、从而立下

从军报国的壮志。尤其是近些年来，

大学生报国从军出现热潮，离不开军

旅影视剧的宣传影响。可以说，这些

年军事题材作品对革命英雄主义的大

力宣扬，对革命历史的艺术回顾和艺

术表现，为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发挥了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上世纪末，军队文艺队伍高举革命

英雄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旗帜，

理直气壮地用影视剧来宣扬英雄、宣扬

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主流价值观。军队影视艺术家们奉献

了一大批表现长征，表现革命，表现毛

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

感人作品。这些作品根植于中国共产

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向

全社会宣传主流价值观，构建起先进军

事文化的高地。

作为艺术形态的军事题材电影电

视，不管市场怎样变化，创作队伍必须

具有国家情怀，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利益

上看待创作，这是历史对这支队伍的要

求。艺术能否走在现实的前边？能否

引领军队现代化的发展？这对于文艺

创作者而言，需要一种胆识。

当然，这种胆识，来源于对现代化

知识的学习和预判，必须以对军队建

设“ 现 在 进 行 时 ”的 密 切 关 注 为 基

础。2002年《DA师》拍摄的时候，数

字化部队对我军来说还是一个新概

念。如果说当年的《突出重围》是对

当时军队变革的一种强烈呼唤和展望

的话，那么《DA师》就是用一种前瞻

的视野，用艺术的手段描绘了军队向

数字化迈进的蓝图。这种大胆的设计

和对未来的展望，给人以耳目一新的

感受，成为轰动一时的佳作。今天，

当数字化、电子化部队建设已经成为

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回顾我军文艺未雨绸缪的这种大

胆创作，的确值得称道。

文艺如何反映现实，是一种古老的

美学思想，但如何创造现实和引领现

实，是一种更具现代和前瞻的美学思

想。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思考，我们的

军队文艺应该依附在什么母体上？作

为表现军队和战争的艺术，毫无疑问，

它应该依附于准备打仗、打胜仗这样一

个母体上。

军队文艺工作者在打造《DA师》之

后，接连又打造了《狼烟》和《战争目光》

等作品。在有前瞻眼光的军队文艺家

看来，面对军队现代化日新月异的变

化，我们必须提高全民的国防意识，不

能只关注GDP数字。所以，当时几位

军队影视工作者提出，“通过影视打造

绿色国防生态”。他们策划打造了《狼

烟》《战争目光》等一批作品，表现当某

一天战争来临时，我们整个社会怎么应

对突然而来的战争。这种超前思考，实

际上是在培养国民思想深处的战备意

识和战争意识。后来，出于这种认知，

他们又相继打造了一大批反映军队现

代化建设的作品，诸如《第五空间》等。

这种强烈的国防观念和国家意识，后来

不仅影响了创作领域，也影响了国民的

思想认知。

适应新形势，当前军队文艺工作

者应当怎样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军

队影视文艺工作者们已有共识——不

管编制体制怎么变，军队影视工作者

的队列意识不能变，歌颂党和军队的

基本职能不能变，军人的本色不能

变。在当前形势下，军队影视工作者

们不论在什么编制岗位上，都要增强

导向意识、精品意识、创新意识，努力

奉献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好作品。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

作，努力实现由高原向高峰的登攀，创

造军事题材文艺的再度繁荣，是这个

时代赋予军事题材艺术家们的光荣使

命，军队影视工作者责无旁贷。

向着高峰登攀
■陈先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