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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浙江总队台州支队开展
“追寻红色印记”系列活动，组织官兵
寻访驻地革命旧址、收集战斗故事
等。他们还采用“小教员、小课堂、小
块时间、小故事、小道理”“五小”教育
模式，进行重温红色历史、探寻先辈足
迹、传承红色文化等 6类授课，有效催
生练兵动力。 （陶宜成）

●陆军第 83 集团军某合成旅组
织文艺小分队，开展驻训慰问演出。
有兵味、接地气的文艺节目，缓解了官
兵 训 练 压 力 ，受 到 官 兵 欢 迎 。

（程致远）

●新疆军区某火力团开展“图书
进军营”活动。活动前期，他们充分调
研官兵阅读需求；活动现场，各类符合
官兵“胃口”的书籍琳琅满目。此外，
他们还定期组织“读书漂流”“扫码阅
读”等活动，激发官兵阅读热情。

（台 浩）

●第 72集团军某特战旅组织“三
送”服务小分队，将理论宣讲、心理服
务、文艺演出送达驻训一线，丰富官兵
文化生活，激发官兵练兵热情。

（胡雪峰）

茫茫雪域，巍巍昆仑，青藏铁路如
同世界屋脊上的一条钢铁巨龙，突破生
命禁区，穿越高山戈壁，为雪域儿女送
去幸福安康。

从解放初期开工建设，到 2006年全
线建成通车，青藏铁路历经了几十万建
设大军、跨越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接力
奋战。几代建设者冒严寒、顶风雪、战
缺氧、斗冻土，挑战生理心理极限，付出
巨大牺牲，最终创造了人间奇迹，凝聚
成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为核心的青
藏铁路精神。

几十年来，武警青海总队一代代官
兵，在青藏铁路精神的感召引领下，高
擎猎猎战旗、坚守茫茫高原戈壁，在担
当奉献中赋予青藏铁路精神新的时代
内涵，并由此孕育出“忠于职守、甘于寂
寞、乐于奉献、艰苦创业”的“高原卫士
精神”，成为广大官兵扎根高原、战天斗
地、履行使命的强大精神支柱。

一

青藏铁路的诞生，谱写了人类铁路
建设史上的光辉篇章，其被国际社会誉
为“堪与长城媲美的伟大工程”。

惟其艰巨，方显伟大。仅以海拔约
3700 米的老关角隧道为例。该隧道总
长 4公里，前前后后却修了近 30年。隧
道地质情况复杂，多处断层切割。修建
中，先后发生大小塌方 130 多次，有 50
多人在此牺牲。

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极端
艰苦的条件，铁路建设者们凭借高昂的
革命热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惊人
的毅力和勇气，攻克了“高寒缺氧、多年
冻土、生态脆弱”三大难题。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记得筑路者
中，那位名叫邓广吉的连长。他为修建
青藏铁路三上高原，患了癌症，仍然坚
持在工地上组织施工。在病重被送往
医院抢救时，他留下遗嘱：“请把我埋在
青藏高原上，我活着不能修好铁路，死
了也要看着铁龙飞架世界屋脊。”

2001年，23支施工队伍、十多万建
设大军终于挺进高原，向平均海拔 4500
米的格拉段发起最后的“总攻”。
“青藏铁路格拉段建设之初，很多

人写下请战书，还出现了父送子、妻送
郎的感人画面。我爷爷就是在那个时
候把我爸爸送上一线的……”去年的新
兵入伍教育课上，士官教员罗昌强讲述
了他家“祖孙三代上昆仑”的故事，让新
战士们深受触动。

罗昌强是青藏铁路昆仑山隧道守护
中队的一名上士。他的爷爷罗生芳，曾参
加青藏公路整治改造工程 11年。2001
年，罗生芳把儿子罗正廷送上了青藏铁路
大会战。2010年，罗昌强又在爷爷和父
亲的鼓励下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天路
卫士”。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武警青海总
队官兵便从筑路英雄们的手中接过历史

的接力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护着这
条重要的国家命脉线。该总队青藏线守
护部队自上勤至今，无一人主动申请调
离，先后有 9个集体和个人被授予荣誉
称号或记一等功。在高寒缺氧的雪域高
原，“坚守”二字显得尤为可贵，也成为青
年官兵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的生动注脚。

二

“青春的浪漫在雪绒花前，士兵的风

流在关山月下……任寒风吹过绿色的记

忆，让雪山见证信仰的海拔……”这首
《云端哨卡》，旋律优美舒缓、歌词动人心
弦，是该总队文艺轻骑队专门为驻守在
昆仑山巅的官兵而创作。随着文艺轻骑
队巡演的足迹，这首歌感染了众多高原
官兵。
“争做传承伟大精神的先锋和模

范！”近年来，该总队创新红色教育载
体，织密红色教育网络，教育和引导官
兵不断从青藏铁路精神中汲取力量。
他们组织编印《在那云端之上》《战斗到
最后一秒》《气贯昆仑》等故事集，放映
《天路故事》《青藏铁路》《青藏线》等影
片纪录片，创作《难忘昆仑山》《天路赞
歌》《再吸一口氧》等文艺作品……
“我们为了不饿肚子，挖野菜、捉草

鼠，味道还是蛮不错的，你不用担心……”
前不久，该总队通过电视会议系统，在全
部队范围组织了一场“倾听青藏线”红色
家书诵读会。筑路者们那一封封朴实的
家信，感动了官兵。诵读会后，他们趁热
打铁，在总队微信公众号平台开设专栏，
搭建交流平台，设置“筑路故事”“红色家
书”“续写新篇”3个互动话题，组织官兵
开展留言点赞活动，让红色文化更持久

更深入地浸润兵心，激发官兵扎根高原、
矢志奉献的热血豪情。

环境越艰苦，越要用强军文化充实
官兵精神世界，砥砺官兵精气神。在这
里，不管是日常的教育谈心，还是定期组
织的“昆仑故事会”，前辈们筚路蓝缕、勇
往直前的奋斗故事常常让官兵热泪盈眶，
激励着官兵苦干不苦熬、苦中有作为。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杨富祥，已

经守护了青藏线 14年。用他自己的话
说，“我把高原病基本患全了”，但是组织
多次要把他调下山，都被他婉言拒绝。他
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离不开。”

精神的薪火相传，迸发强大的力
量。2018年，杨富祥作为全军青年典型
在武警工程大学作报告。即将毕业的
学员和洋洋听后非常受触动，在内心埋
下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理想火
种。分配时，和洋洋主动申请，来到海
拔 4868米、武警部队海拔最高的固定执
勤点——昆仑山隧道 2号哨，用奉献续
写奋斗故事。

三

近日，该总队“魔鬼周”极限训练拉
开大幕。海拔 4300米的昆仑山腹地，一
阵阵马达轰鸣声打破了雪域高原的寂
静。数十台防暴装甲车迅速开进到指
定地域，潜伏在雪地里的官兵随即登
车。指挥员一声令下，装甲车队如利剑
出鞘，绝尘而去……

极限训练前的动员大会上，该总队
领导用青藏铁路建设者的事迹鼓励大
家：“我们要向英雄的前辈们学习，敢于
挑战、攻坚克难，在冰天雪地中探寻制
胜打赢之道！”

感悟崇高精神、激活红色基因，最
终的落脚点是为强军事业不懈奋斗。
该总队驻扎在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的
高寒缺氧地区，自然环境艰苦，气候异
常恶劣，开展军事训练面临很大挑战。
近年来，他们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
练，广大官兵以顽强的毅力挑战生理极
限，战天斗地、苦练硬功，先后创新“情
况处置梯次增援法”等十余种高原战法
训法，攻克了“快速除雪盲”“严寒狙击”
等高原实战难题，部队战斗力稳步提
升。

2014 年，因突降暴雨，海拔近 4800
米的昆仑山隧道口发生严重的山体滑
坡。巨石和泥沙侵入隧道，将铁轨掩埋
了 20多米长。距离下一趟列车经过，还
剩下不到 1小时，但机械设备一时却无
法送入洞内。为了抢时间，官兵冲进隧
道，肩扛手抬，徒手清理沙石，仅用 20分
钟就抢修完毕。出隧道时，很多官兵的
双手都被石块扎破，留下多处伤口。

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抢修路线……
用奉献乃至生命守护雪域高原，是总队
官兵的铿锵誓言。1997年 8月 4日晚，龙
羊峡地区突发山洪。危急关头，原二支
队三中队副班长张海西，为保卫电厂献
出了年轻的生命，被武警总部授予“忠于
职守的好战士”荣誉称号；西宁支队卫生
员段磊，在执行玉树抗震救灾、格尔木抗
洪抢险任务中，因劳累过度，病倒在一
线，最终因抢救无效、光荣牺牲，被武警
部队追授“献身使命的高原卫士”荣誉称
号……

岁月长河，历史足迹未曾磨灭；时
代变迁，红色精神熠熠发光。辽阔的青
海大地上，该总队一批批官兵在伟大精
神的激励鼓舞下，燃烧热血、激扬青春，
书写着高原军人的使命担当。

在那云端之上
■郭紫阳 龚泽玺

强军文化观察

盛夏时节，黄海之滨，北部战区海
军某基地勤务保障大队“蓝飘带”文艺
小分队，来到码头保障一线，慰问长期
在码头执行保障任务的官兵。傍晚时
分，夕阳将海面染成金黄色。“红旗飘
舞随风扬，我们的歌声多嘹亮……”一
首合唱歌曲《人民海军向前进》，拉开
了这场“码头演出”的序幕。

此次演出，“蓝飘带”文艺小分队
带来歌唱、朗诵、小品等节目。演出节
目内容紧贴军港保障兵实际，兵味、
“海”味十足，受到官兵好评。

“扬心潮澎湃的帆，驾乘风破浪的
船……”一首男女兵对唱《乘风破浪》，
与一望无际的浩瀚大海相映成趣，似
乎在向大海诉说着保障兵踏浪深蓝大
洋的美好憧憬。几名列兵带来舞蹈
《天天向上》，活力十足，点燃现场热烈
气氛。小品《任务之前》，是根据基层
官兵身边故事改编，幽默诙谐之余又
饱含温情，赢得官兵阵阵笑声掌声。

夜幕渐起，舞台屏幕上播放一则
短片：一艘艘舰艇从远方驶回；码头

上，带缆兵早已整齐列队。拖船迅速
靠上前，一拖一带、一抛一拉，数艘舰
艇在保障兵合力协作下顺利靠岸。这
则由该大队“浪花工作室”拍摄制作的
《起航，我们未来可期》短片，生动呈现
军港勤务保障兵的日常工作，引发现
场官兵强烈共鸣。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

摇……”静谧的夜色中，吉他演唱队弹
唱起《军港之夜》，台下官兵跟着节奏
轻声和唱。这是水兵送给军港的专属
“情歌”，也是保障兵对他们岗位的深
情告白。优美的旋律在码头萦绕，海
面伴随节奏掀起阵阵波浪……

上图：文艺小分队表演歌曲联唱

《青春踏浪》。 崔 旭摄

水兵的情怀 水兵的告白
■鲍 骏 崔 旭

抗战前，我在上海《女子月刊》做编

辑工作。身处国民党统治区，目睹社会

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现象，我不禁向往革

命圣地延安。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我

和左明（著名戏剧家、左翼戏剧运动先

锋战士）商量成立了上海救亡演剧第五

队，进行抗战宣传。当时听说八路军千

里跋涉挺进华北抗击日寇，而国民党军

队却从抗日前线节节败退，我更加敬仰

八路军，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了。淞沪会

战爆发后，我们决定到西北大后方进行

救亡宣传。我心中默默地想，到大西北

去，离延安就近了。

当我们演剧队到西安演出时，正是

1937年9月间。不久，就听说延安党中

央宣传部派抗战剧社的同志，到西安八

路军办事处接我们赴延安。听了这个

大好消息，我们是多么高兴啊！但这时

使我们厌烦与恼怒的，是西安国民党反

动当局派一些文化特务，来我们演剧队

的驻地——西安抗敌后援会“转悠”，造

谣诬蔑延安，又以金钱地位引诱，要我

们留在西安国民党的剧团工作，还威胁

我们不准去延安。他们这些鬼把戏，都

一一被我们识破了。

于是在一天深夜，我们悄悄背着简

单行李，奔向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

处。我们正兴高采烈地走着，没想到走

在队伍后面的队长左明，却被特务抓走

了。我们到了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对

我们很热情，并派人向国民党西安当局

交涉，并要求释放左明。1937年 10

月，我们终于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

在西安办事处的协助下，奔赴地处陕北

高原的延安。

一到延安，我们除为党中央和延安

军民演出外，还集体进入抗日军政大学

（第三期）学习。后来，我又到鲁艺学

习。延安的生活，是我们这一代投奔延

安青年一生的转折点。我心里常想，我

什么时候能唱出自己心灵的歌，唱出自

己写的热爱延安、歌颂延安的歌。我虽

在早年即拿起幼稚的笔，抒发自己反帝

反封建的激情，用诗歌和其他文艺形式

在厦门和上海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习

作，但那都是些忧郁的呻吟、苦闷的呐

喊、愤怒的嚎叫。我那时没写过歌颂的

东西，也不知从何写起。

一天下午，延安城里开大会。散会

后，我们几个同学爬上半山坡，站在土

坪上，眼望着延安城里出来的一队队抗

大同志和战友。歌声和口号声响成一

片，而延安城里也是满城歌声回荡。这

动人的场面，使我心潮汹涌，热血沸

腾。这时，音乐系的朝鲜同学郑律成正

站在我旁边，他看出我的激动心情，就

对我说：“给我写个歌词吧！”

他要我给他写歌词，过去已经说过

几次。也许是因为我在抗大学习时，写

过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歌词，由

音乐家向隅给谱了曲，在抗大演唱。后

来，我到鲁艺又给郑律成同志写了个

《肉弹勇士》的歌词，由他谱了曲，也在

抗大演唱。他这时又叫我给写歌词，正

引发了我孕育已久的激情。

此刻，那庄严雄伟的延安古城，正

巍然屹立于延河边。夕阳照耀着宝塔

山上的宝塔，清清的延河水潺潺流淌

着，在夕照中闪闪发光的群山连绵起

伏，像围屏似地护卫着延安，显出一抹

抹的青黛颜色。眼前这一切清丽感人

的景色，在我心里形成了一幅诗意浓郁

的风景画。这是革命圣地呵！这里的

一切仿佛都沐浴在革命光辉之中。这

种雄浑又清新的美景，触动着我的心

灵，激起了我对延安的无限爱慕之情。

创作的欲望在我心中跃动，诗情画意在

我脑海中奔腾。我生怕这一闪的灵感

飞逝，急忙抽出笔，把满腔的革命激情、

对美的感受倾诉在小本子上，一口气写

出了歌词：“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

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

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

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

了抗战的歌声。啊！延安！你这庄严

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我写好了歌词，题目叫《歌颂延

安》，交给了郑律成同志，他高兴地拿走

了。那些天，我期待着律成同志早点把

这首延安的颂歌谱成唱出。我有时看

见他在他的窑洞门前低吟浅唱，有时看

见他爬上窑洞顶的山头上放声高歌。

我理解这是他在寻找最合适的曲调、最

动听的旋律，来表达自己的创作激情。

几天后，在延安礼堂举行的一次晚

会上，第一个节目就是《歌领延安》，由

郑律成同志和女高音歌唱家唐荣枚同

志男女声合唱。我悄悄地坐在礼堂的

边上，怀着紧张和激动的心情，想看看

大家对我写的《歌颂延安》有什么反

应。只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静静地

听着，歌唱完后，毛主席带头鼓起了

掌。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呵！我终于

表达了我歌颂延安的热切心情。

第二天，听说党中央宣传部来人要

《歌颂延安》这首歌。不久，鲁艺的秘书

长拿来一份铅印的歌页给我看。我一

看，原来就是我的那首歌，题目由《歌颂

延安》改为《延安颂》。我当时高兴地叫

起来：“《延安颂》，这题目改得好！”

从此，《延安颂》的歌声传遍了延安

和各抗日根据地。当时延安开大会时，

《延安颂》的歌声此起彼落，这队唱了那

队唱。听说周恩来同志在中央机关，还

指挥大家唱过《延安颂》。

战争年代里，《延安颂》的歌声总使

我深深地眷恋亲爱的延安。几十年后，

当我从电影上、舞台上以及电视和广播

中，听到《延安颂》的歌声时，我好像又回

到了亲爱的延安，回到了我的母校鲁艺，

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易之根据莫耶回忆文章整理，有

删减。原文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

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作者简介：莫耶，原名陈媛、陈淑

媛，曾用笔名白冰、椰子、沙岛等刊发作

品。1918年出生于福建安溪，1937年

进入延安抗大学习，曾任八路军120师

战斗剧社创作员、《战斗报》编辑和记

者、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甘肃

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延安颂》是一首抒发革命
豪情的歌曲。它热情歌颂延安欣欣向
荣的动人景象，具有抒情性又富有战斗
气息。该曲在延安首唱后，迅速传到各
解放区，旋即传遍全中国。在中华民族
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众多年轻人受到
该歌曲的感染，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
路。这首歌曲成为延安精神的象征，被
人们传唱至今。1993 年，《延安颂》被
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为“20 世纪华
人音乐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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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青海总队传承发扬青藏铁路精神，立足艰苦环境，注重文化育人，激励官兵扎根高原、奉献青春。图为驻地海拔

近4800米的青藏铁路昆仑山隧道守护中队官兵，在业余时间弹唱歌曲《云端哨卡》。 秋银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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