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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名战士登上讲台、27 篇优秀
读书感悟在官兵手中流转、强军网读书
体会专栏成为官兵喜爱的栏目……5
月下旬以来，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组织开
展“增智修身”主题读书演讲活动。他
们结合连队分布广、人员难聚集等实
际，依托强军网开设“读书增智”论坛，
将优秀读书感悟上传至网络，让全团官
兵跨越空间障碍进行读书交流。此外，
他们还灵活开展读书赠书、感悟评比等
活动，营造读书学习的良好氛围。

（高 群）

●西藏军区某部在驻训点依托集
装箱式野战移动文化舞台，举办歌咏汇
演。此次汇演精选了 13首歌曲，有 40
余名官兵登台献唱。汇演曲目中，既有
《长长长长川藏线》等紧贴运输任务的

军旅歌曲，也有《成都》《老男孩》等流行
歌曲，还有反映军旅情怀的官兵原创歌
曲《很庆幸》。演出丰富了驻训文化生
活，受到官兵欢迎。

（郭 宏）

●“我的班长，自新兵起就扎根深
山，16年来无怨无悔、默默奉献……”郑
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组织以挖掘身边
榜样为主题的强军故事会，引起官兵强
烈共鸣。以故事启迪兵心，用哲理解开
心结。这是该仓库为推动主题教育走深
落实的举措之一。该仓库自组建以来，
一代代官兵坚守山沟、以库为家，凝聚成
宝贵的“青银沟精神”。在主题教育中，
他们创新教育方法手段，充分挖掘部队
优良传统，起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刘 星）

朱光斗，著名曲艺家，国家一级编

剧，山东临清人，1932年出生，1946年

参军。曾任原沈阳军区文工团曲艺队

队长、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中

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他创演的主要作品有快板《学雷锋》《赞

王杰》《唱苏宁》《怀念杨业功》《新时代

雷锋传人郭明义》《仰天望海赞罗阳》

《巧遇好八连》《说长征》《唱延安》《神枪

手》等，被原沈阳军区授予学雷锋金质

荣誉章。其中，对口快板《学雷锋》被誉

为“红色经典”曲目，半个多世纪来一直

被人们传唱。

焦凡洪，作家，原沈阳军区政治部

文艺创作室主任、白山出版社社长。

焦凡洪：我听说自疫情以来，您虽

然宅居家中，但笔一直没封。

朱光斗：前段时间，我是宅家防疫
没下楼，但抗疫的战果暖心头。那些新
时代“雷锋”们白衣执甲、勇斗病魔的事
迹令人感动。我琢磨，自己作为一个文
艺老兵，虽然去不了抗疫斗争前线，但
也应力所能及地尽一份责任。于是，我
就创作了快板小段《全民抗“疫”》。写
完后，我给干休所所长陈连望打电话征
求意见，给他唱道：“同志们，要听清，新
冠肺炎闹得凶。这种病毒易传染，陋习
不改很危险……”正在组织官兵做防控
工作的陈所长，听后说：“太好了，您这
个段子写得非常及时，既能鼓舞大家斗
志，又能普及防疫知识。”我很欣慰，马
上让老伴帮助录制视频，转发给大家。
现在我准备创作一个反映军队支援湖
北医疗队事迹的快板作品。我今年 88
岁了，写不了长段就编小段儿，打不灵
竹板就敲桌面儿，就像那红烛永燃捻
儿，歌唱英雄不断线儿。

焦凡洪：几十年来，您两手竹板声

声，一腔唱词朗朗，一直是全身心拥抱

时代、歌颂英雄。当年您是怎样走上曲

艺创作演唱道路的？

朱光斗：1946 年，我 14 岁，从山东
临清长途跋涉奔赴延安，在中央机关当
了一名公务员。在陕北，虽然物质生活
艰苦，但精神世界红红火火、蓬勃向上，
特别是大合唱、秧歌剧、墙头诗等革命
文化使我如痴如醉，在我心灵埋下了艺
术的种子。解放后，我选择当一名部队
文艺战士，先学京剧、唱单弦，后专门说
快板。对这一行当，有的人看不大上
眼。但我认为，它反映生活快，擅唱正
气歌，轻便又灵活，群众易掌握。我跟
朋友说：“我搞艺术就铁定它了。竹板
飞扬飘红缨，我用快板唱英雄，面向连
队心想兵，喜闻战士欢笑声。”这些话也
是我终生的艺术追求。

焦凡洪：1963年3月12日，在毛主

席给雷锋题词发表后的第7天，您与知

名曲艺演员范延东表演的对口快板《学

雷锋》，在原沈阳军区八一剧场首演，一

炮打响。这是第一个把雷锋事迹成功

搬上舞台的艺术作品，也创造了军事文

艺紧跟时代步伐、快速反映生活的典型

范例，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

朱光斗：1963年 3月 5日，毛主席“向
雷锋同志学习”的光辉题词发表，全国掀
起学雷锋活动热潮。雷锋是沈阳军区的
战士，军区文工团责无旁贷地要创作歌
颂雷锋精神的节目。团里交给我的任
务，是写一段全面反映雷锋事迹的对口
快板。起初，我感到这是一个手到擒来
的活。因为我了解雷锋事迹，还见过雷
锋 3次。结果，稿纸铺开了，我的思路却
怎么也打不开：雷锋的事迹太多了，从哪
儿下手，怎样解决“散”的问题？雷锋做

的那些事情都挺平常的，上哪儿寻“包
袱”、找“高潮”，怎样解决“平”的问题？
特别是领导和战友对我提出“讴歌雷锋
的创作虽然是急就章、但要努力搞成艺
术品”的希望，该如何实现？

多年的艺术实践，我总结了一套自
己的“创作辙”：“素材不凑手，生活里走
一走；写作遇困难，军营里转一转。”憋在
屋里“呱哒”不出词来，我就去找官兵摆
龙门阵。战士们听说我见过雷锋、还跟
雷锋唠过嗑，呼啦一下，像见到英雄那
样，把我紧紧围在中间，激动地问我跟雷
锋见面的情景。我顿时找到了灵感：是
啊，谁离雷锋近一步，谁就多一分光荣；
谁与雷锋亲一分，谁就增一分自豪；雷锋
是军人的骄傲，共产党人的骄傲；雷锋的
伟大正是体现在平凡之中。再伏案，我
激情奔涌。我采取了两个战友争夸雷
锋、互不服气，一个比一个对雷锋事迹了
解多、一层比一层对雷锋精神解读深的
结构。在这个框架下，精心安排了表现
雷锋的苦难童年、报名参军、钻研理论、
苦练投弹、艰苦奋斗、服务人民等故事细
节，从而在普通中见崇高、平凡中显伟
大，塑造了雷锋的典型艺术形象。

焦凡洪：1990年全军文艺会演中，

您与朱宝昌合作创作了对口快板《接

“雷锋”》，被称作《学雷锋》的续篇。这

个作品有什么特点？

朱光斗：这个作品，一开场，台上的
甲就说：“前些天领导派我去沈阳，要求
三天之内回营房。交给我一项任务很
光荣，让我到沈阳接‘雷锋’。”雷锋已经
牺牲了，怎么接雷锋？节目开场就设置
了“包袱”，给观众留下悬念。然后，慢
慢“抖包袱”，层层“解扣子”——原来说
的是部队要建雷锋事迹陈列馆，甲去购
买雷锋半身塑像过程中遇见很多感人
事儿。“接‘雷锋’，遇‘雷锋’，雷锋就在
群众中”，作品在一波三折的情节中，表
现广大军民敬仰雷锋、学习雷锋，雷锋
精神与时代同行的主题意蕴。这个节
目经演员郭其富、李智敏表演后，在全
军获奖，并被拍成电影艺术片。

焦凡洪：您创作的对口快板《巧遇

好八连》，讲的是“南京路上好八连”这

个英雄群体，是快板反映先进集体事迹

的经典之作。这个作品是怎样产生的？

朱光斗：要在一个快板段子里展现
一个先进集体，写作难度更大。我还是
信奉那套“创作辙”：“唱响主旋律，必须
接地气。创作要搞好，灵感生活找。”那
时，正好军区文工团的舞剧《蝶恋花》要
去南方巡回演出，我积极要求参加。每
到一地，晚上我在舞台打灯光，白天到连
队去采访。到了上海，我干脆挤进时任

“南京路上好八连”指导员刘仁福的宿
舍，一住就是半拉月，与连队官兵同学
习、同训练、同工作。在与干部战士的朝
夕相处中，我了解到“好八连”的很多故
事，既探究了他们金子般的心灵，也找到
了艺术瑰宝。因此，创作的对口快板《巧
遇好八连》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

焦凡洪：您的创作表演在军队曲艺

界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这与您体察生

活、直奔部队前沿，反映生活、深入官兵

内心分不开。据我所知，您就曾多次到

部队抢险救灾一线演出。

朱光斗：每当灾难来袭，人民子弟
兵总是闻令而动、冲锋在前。这也是军
事文艺创作大显身手、发挥特殊作用的
时候。1975年海城地震，我冒着余震，
跟着救灾部队上了一线，写出了《海城
会亲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领一个
文艺小组奔向震区，边救灾边创作，写
出了《重返唐山》……1998 年，我已 66
岁。在哈尔滨松花江大堤上，我现编现
唱，为抗洪官兵和人民群众鼓劲加油：
“打竹板，响叮当，对面就是松花江。松
花江，松花江，就像野马脱了缰。部队
官兵斗志强，挑着担子抬着筐，哪里
危险哪里闯，再大困难敢承当……”指
战员们看到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兵与
他们一起战斗，斗志更旺。他们挑着石
料、扛着沙袋，在泥水里拼命地奔跑。
那个场面我终生难忘。

焦凡洪：有部队官兵这样称赞您：快

板不离手，英雄不离口，绿色军营遍地

走，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好战友。说说

您到部队演出时记忆深刻的事情吧。

朱光斗：曾经有位年轻演员看到我
经常使用的那副竹板，不解地问：“朱老
师，我跑了多少商店，买的那呱哒板都
白呲咧的，你的呱哒板为什么是紫红
的，油光闪亮？”我说：“我可没有特意为
它化过妆，等时间长了你就会明白的。”

士兵爱枪，我爱竹板。多少年，它
伴我下海岛、走边关、上哨所、进坑道。
我身上的汗、手上的油把它浸润了一次
又一次，泡透了一遍又一遍，于是它也
变得与我的脸膛一个颜色。这也是军
队文艺战士本色的印迹吧！说到记忆
深刻，要说那一年在辽南某团的演出。
当时，全团官兵集合在俱乐部，翘首以
待要看我的拿手节目《学雷锋》。可我
上台刚扬起竹板，灯光突然灭了，音响
也没了——停电了！场内一片惋惜抱
怨声。这时我赶紧“救场”，用曲艺行话
“现挂”来稳定大家情绪。我大声唱道：
“没有灯，停了电，大家光听不用看；停
了电，没了灯，我照样给大家唱雷锋；只
要心中有雷锋，如同点亮一盏灯！”官兵

非常惊喜，立刻安静下来。这在我的演
艺生涯中可称得上一次空前绝后的演
出：我在台上摸着黑唱，官兵在台下摸
着黑听，直到把一个完整的段子唱完，
全场官兵起立为我鼓掌。

焦凡洪：文艺轻骑队到部队演出

时，像相声、快板等曲艺节目非常受欢

迎。您对部队年轻的曲艺创作演出者，

有什么建议？

朱光斗：曲艺作品一般是短小精
悍，具有反映现实生活敏捷迅速的特
点，素有“快反尖兵”之称。快捷，就是
对生活有敏锐洞察力、机智反应力、精
准表现力，这需要创作者夯实理论功
底和增强艺术修养，深入部队前沿阵
地，把握生活时代脉冲。短小，要小中
见大，立意高远，作品要有深邃的思想
意蕴，直面生活但不能主题直白，切忌
口号化、庸俗化。精悍，要构思精巧，
结构新颖，内容精彩，形式多样。说唱
艺术，特别要在语言上下功夫，要多与
战士对对话，多听听战车的轰鸣，使其
有兵神兵韵、兵情兵味。艺术贵在出
新。改革强军的伟大实践，为军旅曲
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文艺
轻骑兵更要聚焦演兵场，让快板叩响
钢枪的心音，将唱词溢满硝烟的芳
香。要始终牢记，我们的主责主业是
为兵创作、为兵演出、为兵服务。军营
是我们最宽广的舞台，官兵的口碑是
我们荣誉最高的奖杯。

竹板飞扬唱英雄
——访曲艺家朱光斗

■焦凡洪

如果不是讲解员的介绍，也许很少
有人会知道，我眼前这座青砖黛瓦的江
南祠堂——叶家祠，便是我军历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个连队党支部旧
址。

它坐落在江西井冈山西麓的炎陵
县水口镇，是一座典型的晚清江南祠堂
建筑，砖木结构，气势宏伟，古朴庄严。
其门楣匾额“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连队
建党旧址”，是 1976年赖毅将军重返叶
家祠时亲笔题写。党的生日前夕，我怀
着朝圣般的心情，来到这里。

时间的刻刀，在历史之壁雕凿。九
十多年前，这个深山小村，迎来了它历
史上最荣耀、最可爱的一支队伍——中
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桥头江家，是水口镇水口村江家组
的一座小院落，与叶家祠隔河相望。院
落的门前，河水缓缓流淌，河边种有两
棵高大的乌桕树。院落后侧，还有棵千
年古松。

1927年 10月 15日上午，毛泽东在
其住地桥头江家，召开了各连党代表会
议。会议在各代表提名的基础上，讨论
通过了 6名新党员。他们是陈士榘、欧
阳健、李恒、赖毅、鄢辉、刘炎。会后，党
代表通知新党员晚上在叶家祠开会。

当晚，小阁楼里一灯如炬。祠堂靠
北墙边放着一张四方桌，桌上放着一盏
小马灯，灯下压着两张红纸：一张写着
“C·C·P”3个英语字母(英文“中国共产
党”的缩写)，另一张写着入党誓词。灯
光下，一名身材瘦高的 30多岁的男子，
庄重地举起右拳。在他的对面，6个年
轻人也跟着举起拳头。随着高个子的
声音，几个年轻人一字一句地宣誓：“牺
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
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就在这星夜
温暖的灯光里，一件和中国革命密切相
连的大事件正在发生——这个简单而
庄严的仪式结束后，人民军队第一个连
队党支部诞生了！

那个引导宣誓的人，正是刚刚领导
了秋收起义的毛泽东。由于进攻长沙
失利，毛泽东果断作出决定，率领秋收
起义的部队向敌人统治薄弱的湘赣边
界农村转移。南昌起义成功之后，由于
只是在团一级建立了党支部，导致党的
支部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使得工农革命
军政治上不巩固，经不起残酷战争的考
验。针对这些现象，我们党开始着手加
强对军队的控制能力。

1927 年 9 月 29 日，部队到达江西
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召开前敌委员
会会议，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提出
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但由于行军打仗，
一直没有机会付诸实施，直至部队来到
水口。

水口建党，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
则付诸实践：班、排设党小组，团、营建
立党委，全军由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
导；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在连一级，党代
表由党的支部书记担任。支部建在连
上，使得部队基层单位直接处于党的领
导之下，避免了领导上的断层现象。同
时小组设在班排，与士兵群众直接联
系，因而使部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水
口建党，对党员要求非常严格，发展的
都是军政兼优的同志，不仅为部队增添
了党的新鲜血液，加强了“支部建在连
上”的士兵基础，而且为初创时期红军
党的建设摸索和积累了经验。

这是我军历史上最早在连队开展
的建党活动，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
上的一项创举。有了党的领导核心和
基层党组织，连队立刻有了灵魂。连里
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
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1929 年
12月 28日召开的古田会议，将“支部建
在连上”确定为建党建军的一条重要原
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找到了
有效途径。

在叶家祠主持连队建党后不久，毛
泽东审时度势，最终做出了不去湘南而
上井冈的历史性决断。工农武装割据、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历

程由此发轫。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对

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支部建在连上和
发展新党员都是到水口以后的事情。
水口是个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发展了
秋收起义后的第一批党员，我当时住在
一个姓江的农民家里。”

流动的时间，凝固成历史。在水口
镇不断建起的新楼群里，叶家祠依然守
护着自己的一方宁静。6名战士宣誓
的阁楼还在，登上阁楼的木梯还在，放
置油灯的四方小桌还在。伫立于此，耳
畔仿佛又传来当年那铿锵有力的誓
言。墙上斑驳的解说词告诉我们，这 6
名战士中，有两人后来成为战功赫赫的
开国将领。

看着阁楼桌上的马灯，默读着入党
誓词，我神思感奋，心潮起伏。走进历
史是为了面向未来；清醒地知道从哪
来，才能明白坚定地向何处去。井冈山
时期，这里没有荣华富贵，有的只是恶
劣的环境和随时可能牺牲的危险，而无
数革命者却如激流入海般汇集。像磁
石般吸引他们的，是远大而崇高的理
想。我们的革命先辈为什么毁家纾难、
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率领万千民众
赤手托起即将沉沦的中华大地？因为
他们坚信，党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必
有胜利的一天。也许他们自己看不到
那一天，但他们都怀着必胜的信念为那
一天而奋斗。有了如此笃定的信仰，他
们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中才充满了智
慧和勇气，才会绝路逢生、创造奇迹。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
指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
‘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这
段论述高度肯定了水口党建工作的重
大意义，同时揭示了人民军队的胜利之
路和力量之源。因为有了党的组织建
设，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在红军
官兵中的影响得以有效确立，为信仰信
念敢于牺牲的精神力量得以迸发。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和安身立命之本，坚定信仰是最重要的
党性修养。这既是我们党和军队由小
到大、由弱到强的“起家本钱”，也是我
们党和军队必须长期坚持的“看家本
领”和“传家法宝”。

风雨沧桑，冲不尽历史印迹；行程
万里，忘不了苦难辉煌。今天，我军的
组织建设已经健全而又成熟，但信仰信
念弱化的问题不容忽视，遇到的挑战同
样巨大。水口解决的是有没有组织的
问题，今天我们要解决的是信仰信念是
否得到坚守的问题。只有坚守之，方能
铸就强军魂，托举中国梦。这也是这座
祠堂告诉后人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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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朱老的这些天，我的面前一直

耀动着一个“亮”字：他脑门锃亮、嗓音

洪亮，手中的竹板油亮，身后更是一道

闪亮的足迹……

彩虹总在风雨后。

当初，有的人对于他敲的那竹板不

屑一顾。然而，他坚定地迈着自己的

“台步”，让板点和着时代的鼓点，词韵

连着官兵的情感，一腔热血咏赞英雄精

神。因为他的心头飞扬着一束红缨，笔

管流淌着一种向往。他说：“心赤板正

感情真，创演为兵为人民，不争官高待

遇厚，只求精神启后人。”所以，半个多

世纪以来，随着那一段段经典旋律，舞

台上延伸出一条属于英雄的璀璨星河。

亮丽的艺术风景升腾在军营的沃

土，而托起它的是耿耿兵心……

耿耿兵心
■焦凡洪

采访手记

文化广角

5月下旬，火

箭军某部组织文

艺轻骑队开展“走

在强军路上”为兵

服 务 慰 问 演 出 。

此次演出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基

础上，采取单位联

谊、合办晚会的方

式进行。兵写兵、

兵演兵、兵唱兵，

接地气的演出受

到官兵欢迎。

黄建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