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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
社主办的“奋斗·青春”报告文学创作
笔会，在北京举办。这是继“诗颂强军
新时代”诗歌创作笔会和“传承红色基
因、抒写强军故事”小说创作笔会之后
的又一次全军文学培训活动，共有 40
多名军队文学创作骨干参会。笔会围
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
“军旅文学聚焦备战打仗”“讴歌新时
代英雄”等主题展开，大家就报告文学
如何反映时代、军旅报告文学创作中
常见的误区，以及新一代报告文学创
作队伍的培养建设等问题展开了全面
深入的探讨。

在笔会的主题论坛上，军旅作家
朱向前、江永红、徐贵祥、刘天增、郭
富文等指导老师和全体参会学员就
“如何展现军旅文学新风新貌，唱响
新时代强军战歌”进行了交流。朱向
前强调了当今中国对报告文学的迫
切呼唤。他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军
事报告文学的黄金时代讲起，回顾了
军事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认为当今
报告文学可以和当下流行的碎片化
阅读相结合，更好地对重大事件进行
真实、准确、有深度地呈现。徐贵祥
回忆了自己当战士时参加边境战斗
的经历，指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他
说，文学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组织，这
个组织可以是一级班子，也可以是一
种氛围；军旅作者的成长需要组织的
鼓励和支持。

老师们的发言激发了学员们的交
流热情。有的学员分享了自己走上文
学之路的缘由，有的则道出了描写当
下军营生活所面临的困境。学员王昆
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到
报告文学的写作应“不议论、不说理、
不喊口号”，让读者自己评价。

在专题授课辅导环节，国防大学
教授孟祥青分析了世界格局的态势以
及我国国家安全环境所面临的新机
遇、新挑战，鼓励大家以更大的格局和
更宽广的视野为时代放歌。以军事训
练题材创作而闻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江
永红谈道：报告文学首先应是文学，要
以人为本，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宗旨；人
物的塑造应把重点放在思想上，而非
一味描写厮杀或武器装备；作者只有
懂军史、军事理论和高科技，才能写出
既有深度、又充满细节的军事报告文
学。空军作家刘天增认为，文学写作
应“心之所动，言之由衷”，写出来的作
品必须先打动自己，才能感染读者。
作家裘山山结合自己创作《一个让人
内疚的日子》《第九次在天堂》《一个军
事记者的十次车祸》等多部报告文学
作品的经历，向学员讲述了如何发掘
素材、切入角度、写好人物，还针对学
员们在阅读积累和文学创作中的困
惑，进行了答疑解惑。

创作过报告文学《海军陆战队》《生
死远航》和长篇小说《战争目光》《天净
沙》的作家郭富文说：“作为军队的报告
文学作家，要有强军意识、英雄主义意
识和正能量意识，要用优秀的作品去鼓
舞人、感染人。”他认为，报告文学要“六
分采访、四分写作”，采访要细，开掘要
深，要从真实的人物、事件中开掘出其
社会意义。作家徐剑向学员们分享了
他的创作经验，他说：我们应该坚持听
不到的故事不写、看不到的真相不写、
走不到的地方不写，以扎实的采访和精
彩的写作，回应时代的呼唤。
“这次笔会就像是在我心里撒下

了一粒文学的种子”，东部战区海军某
部指导员王煊堘说，“我要更加注重观
察与实践，用文学作品记录下更多战
友们的故事。”武警某部副政委杨玺
表示，此次笔会专业性强、内容丰富，
自己受益匪浅。

在热烈的讨论中，为期 7天的“奋
斗·青春”报告文学创作笔会落下帷
幕。文学的火种伴着青春的热忱撒向
大江南北的军营，收获的喜悦与时代
的呼唤激励着青年文学骨干们，为繁
荣军旅报告文学创作作出更大贡献。

撒下文学火种
——“奋斗·青春”

报告文学创作笔会侧记

■谌 督 王赢琛

提起“罗盛教”这个名字，相信很多
人都会想起语文课本中，那个飞身跃入
冰窟、勇救落水少年的年轻战士——
1952年 1月 2日，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 47 军 141 师直属侦察连
文书罗盛教，在朝鲜平安道冒着零下 20
摄氏度的严寒跳入冰窟中，为抢救朝鲜
落水儿童崔莹献出了年仅 21岁的宝贵
生命。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表彰
罗盛教伟大的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为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
爱民模范”称号。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
官金日成为罗盛教烈士纪念碑题词：罗
盛教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
永远共存。

英雄远去，魂留乾坤。在英雄生前
所在部队、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眼
中，英雄当年托起的不仅是一条生命，
更是中国军人的本色和使命。英雄牺
牲自己挽救他人的爱民行动，凝聚成
“无私奉献为人民”的罗盛教精神，在一
代代罗盛教传人血脉中赓续传承，激励
着官兵不断续写英雄部队新的荣光。

一

去年 4月，在罗盛教诞辰 88周年之
际，“罗盛教连”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
人——年逾八旬的罗盛教弟媳陈纯老
人。她从湖南省新化县老家赶到部队，
和官兵一起，共同缅怀伟大的国际主义
战士罗盛教。从英雄儿时的轶事，到湘
西剿匪的战斗，再到朝鲜战场上的纵身
一跃，从陈纯老人的娓娓叙说中，官兵仿
佛穿越时空，回到那充满炮火硝烟的峥
嵘岁月，看到英雄爬冰卧雪、浴血冲锋的
姿态和那英勇无畏的救人壮举……
“我们是罗盛教的传人，‘无私奉献

为人民’是我们的连魂。连兴我荣，连
衰我耻，忠诚可靠，铁血丹心，为罗盛教
的旗帜增添新的荣光！”这是每天晚点
名时，“罗盛教连”全体官兵都会喊响的
一段话。

岁月流逝，英雄之魂始终未曾走
远。在这支部队，官兵始终与英雄紧紧
“融”在一起：连队常态开展“讲盛教故
事，传盛教精神，当盛教传人”活动；每
天晚点名，第一个呼点的就是“伟大的
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全连官兵齐声
答“到”；每逢老兵复退时，大家都会到
罗盛教雕像前挥手告别。

作为“罗盛教连”的第 113任文书，
上等兵戚文杨每天早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到老文书罗盛教的床铺前，认真
为英雄整理内务，拉床单、整被子、理军
装、擦照片……
“当‘罗盛教连’的兵，就要传承罗

盛教精神，弘扬英雄勇于牺牲的高贵品
格、无私奉献的博大胸怀、热爱人民的
崇高风范，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
谁’，敢于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一切……”
戚文杨告诉我们，他至今还记得，来到
连队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指导员熊峰的
带领下，到荣誉室瞻仰英雄雕像，接受
光辉连史的洗礼。

近年来，“罗盛教连”官兵先后参加
第 15批、16批赴刚果（金）维和分队，执
行武装随护任务。维和期间，官兵传承
发扬英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无惧危

险，不怕牺牲，克服当地社会动荡、疾病
肆虐等不利因素，用生命铸起安全屏障，
为当地修补道路、修建学校、送医送药、
传播农业种植技术，赢得了联合国刚果
（金）稳定特派团及当地民众的高度赞
誉，被联合国授予“维和勋章”，也在当地
人民心中赢得了一块块无形的“勋章”。

去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前夕，罗
盛教被国家评选为“最美奋斗者”，罗盛
教精神有了新的时代坐标。部队官兵
代表陪同罗盛教亲属，在人民大会堂参
加了隆重的表彰仪式，对罗盛教精神有
了更加深刻的体悟。

二

“当我被侵略者的子弹打中以后，
希望你不要在我的尸体面前停留，应该
继续勇敢前进，为千万朝鲜人民和牺牲
的同志报仇……”

1951 年，当罗盛教踏上朝鲜战场，
看到遍地焦土后，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
段话。后来，这段话被谱进《罗盛教连
连歌》，被一代代官兵传唱至今。随同
这首连歌一同传承下来的，还有英雄不
惧生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敢于战
斗的血性虎气。

移防不移志，血脉永相续。2017年
调整移防到新驻地后，连队第一时间组
织官兵收集整理“红色家产”，腾出房间
设置连队荣誉室，在连队大厅、楼道营
造富有英雄连队特色的文化氛围，采取
制作微视频、举行故事会等形式讲好连
史故事，让官兵从承载着连队历史和荣

誉的照片、旗帜、故事中汲取奋进动力。
“1964 年，在全军军事大比武活动

中，连队官兵全员全装参加武装泅渡课
目比武……司号员在水上吹起冲锋号，
就连炊事班也背着炊具完成了水上射
击。最终，连队取得武装泅渡比赛一等
奖，受到叶剑英元帅夸奖。同年 12月，
连队被国防部授予‘红色尖兵连’荣誉
称号。”如今，连队大厅里悬挂着这面书
写着“红色尖兵连”几个金灿灿大字的
红色锦旗，“罗盛教连”每一名官兵都能
讲出它所承载的荣誉和故事。敢于战
斗、善于战斗的红色基因在连队一代代
官兵的血脉里流淌，几十年来积淀形成
了“团结拼搏、挑战极限、崇尚荣誉、尖
兵战斗”的“红色尖兵精神”，与“无私奉
献为人民”的罗盛教精神交相辉映，砥
砺着英雄传人的精武豪情，激励着英雄
连队阔步前进。

2018 年 7 月，太行山腹地，大雨倾
盆。陆军首届“侦察奇兵”比武赛场，一
支全副武装的侦察小分队在班长王国
大带领下，艰难跋涉在泥泞的山路上。
这是调整改革后，罗盛教传人首次“迎
战”来自陆军部队的对手。

人均负重 35 公斤、36 个小时连贯
作业、30公里雨夜山路、25公里负重渗
透……战士们要在这样严苛条件下，完
成山地攀登、翻越断崖等多个险难课目
的连贯考核，还要随时应对遭“敌”生化
袭击、“敌”兵力袭扰等突发情况。

在近似实战的陌生环境中，侦察小
分队一次次被逼上“绝境”。作为小分队
主心骨的班长王国大说，环境越极端、越

恶劣，罗盛教传人化在骨子里的战斗热
情越高昂。最终，他们凭借顽强的意志，
技压群雄，夺得比赛总评第一名。

最好的传承是打赢，最美的姿态是
冲锋。去年年初，当王国大站在西部战
区陆军首届练兵备战“十大先锋”颁奖
典礼的领奖台上，从 80多岁的“罗盛教
连”老指导员肖中江手中接过奖杯时，
他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他接过
的不仅是新的荣誉，更是新时代“罗盛
教连”官兵对老一辈罗盛教传人的承
诺：练强打仗本领，当好“红色尖兵”，做
好英雄传人！

三

“陆军见习干部锻炼基地”、西部战
区陆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军事训练先
进单位”“先进基层单位标兵”……这是
“罗盛教连”所在营组建两年多来交上
的成绩单。是什么让这个由来自不同
单位官兵混编而成的新型作战营迅速
拧成一股绳、富有战斗力？教导员杨浩
一语道破：这同组建之初的“罗盛教连”
官兵密切相关。

组建之初，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面
孔和不同单位各种传统习惯冲突，96名
“罗盛教连”官兵立起一个个标杆，给官
兵提供了比学赶帮超的身边榜样。

一个集体，有了精神就有了灵魂。
在英雄精神和荣誉连队官兵的带动下，
“传盛教精神，讲尖兵故事，当红色传
人”活动在全营火热开展，罗盛教精神
和红色尖兵精神迅速成为全营官兵共

同的思想认同。
如今，每年清明节，总会有一批批

来自其他连队的战士自发来到“罗盛教
连”荣誉室，追思怀念，接受思想洗
礼……英雄连队的红色影响力已在全
旅辐射开来。该旅官兵奋战在比武赛
场、练兵一线，涌现出了旅军事运动会
“铁人三项”冠军杨锌、优秀狙击教练员
孙小斌、优秀射手赵兴棋、攀登能手方
聪等一批先进典型。
“猛士绝尘雪茫茫，朔风狂。三尺

枪，可杀豺狼。青春褪去何凄楚，顶风
雷，又何妨？夜阑谁与话衷肠，领凝霜，
梦岩疆。衾薄裘寒，晖素映刀枪。南征
北战风为马，众心同，冰山红。”高原练
兵场上，带领官兵翻越海拔 5300米的高
山达坂间隙，“罗盛教营”营长、曾任第
25任“罗盛教连”连长的胡江平即兴吟
诵一首《江城子·猛士绝尘》，大家听得
热血沸腾，连连鼓掌叫好。
“营长，我们每天这么走，这么辛

苦，会不会有人知道？”胡江平身边一名
年轻战士喘着粗气问道。“当然会有人
知道，觊觎这里的敌人会知道，守卫过
这里的先辈们会知道，祖国和人民会知
道！”胡营长望着远处巍峨的雪山坚定
地回答。
“咯吱”“咯吱”的踩雪声，和着一串

串粗重的喘息声，奏成一曲独特的西部
战歌。暴风雪迟滞着官兵行军的速度，
却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稍事休
整的新时代罗盛教传人，手脚并用，艰
难却又成功地再次翻越达坂。这是驻
训以来他们第 21次成功挑战极限……

红色尖兵托起英雄荣光
■柴晓旭 本报特约记者 樊净芷

不知不觉间，我入伍已经17年了，也
收获了不少荣誉。这其中，有些是有奖
章、奖牌或证书的，还有些是没有的，如战
友给我的称谓——“兵老师”。这个称谓，
是我特别珍惜的一项“荣誉”。

前不久，旅里组织“导弹专业基础知
识”讲座，战友们在讲座中一口一个“王
老师”，向我提各种问题。我逐一进行解
答。讲座结束后，旅领导对我竖起了大
拇指，说：“你现在不仅是我们旅常委特
聘的‘兵老师’，也成了全旅官兵公认的
‘兵老师’了！”

入伍以来，我一直都以“小学生”的姿
态不断学习，生怕自己的知识积累跟不上

装备的更新换代。如今，能被大伙儿称为
“老师”，我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

“兵老师”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
称谓，可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我心里
很清楚。

3年前，我从兄弟单位转隶到新组
建的导弹旅。面对组建之初的困难挑
战，我作为某新型导弹主操作号手，深知
自己没有退路，必须迎难而上。为此，我
主动请缨与技术室几名技术干部昼夜
奋战查资料、研原理、过图纸，加班加点
编撰出该型号导弹发射专业教材。通
过基地审核后，这本教材成为了旅发射
专业官兵学习专业的第一手资料。

行为知之始，知为行之成。为尽快
掌握新型导弹操作技能，早日形成作战
能力，旅里多次安排我到装备生产厂家
跟岗见学。我深知责任重大，抓紧时间
虚心学习原理、苦练操作技能，用 3个月
时间“啃完”10余本专业教材，并写下数
十万字的学习笔记。最终，我成功做到
80张原理图、近千条电线、上万个节点
牢记于心，实装操作次次精准无差错，
为“传道授业”打下坚实基础。

自己拼是本职，能带着大家一起拼
是本事。面对新单位、新装备、新理论
和新的使命任务，学习方法当然也不能
落后。我发现之前单一专业、单一模块

的学习理念，难以满足新单位作战能力
生成需求，便融汇自己经年累积的经验
和学到的知识，自创全系统整体学习新
思路“123学习法”，即 1套发射系统、地
面和弹上 2个方面、发射车上 3个不同
号位，先全面系统了解，后分步具体掌
握的学习方法。这种学习方法通过试
点后，迅速在全旅进行推广，成为发射
专业操作号手快速掌握专业技能的“秘
密武器”。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去年底，旅里组织“最强发射架”比
武。我作为专业组长，自己加班加点练
专业的同时，还每天带着操作号手深研

原理、分析现象、处理故障……经过激
烈角逐，在个人总排名中我夺得第一
名，所在发射架也荣登榜首。

我很珍惜“兵老师”这个称呼。每
当大家这样叫我，我内心的骄傲和自豪
便油然而生。其实，我也对这个称呼感
到有压力，因为要扛得起这样的荣誉，
就需要加倍地努力付出。我时常告诫
自己：一朝入伍，永不退缩；善为学生，
方可成师。以前我是这么做的，以后我
也会继续坚持！

（推荐整理：白云）

特别荣誉
■火箭军某旅三级军士长 王金辉

罗盛教精神

本期关注

罗盛教生前所在部队官兵赓续传承“无私奉献为人民”的罗盛教精神，不怕吃苦，敢于战斗，勇于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切。图为今年7月，罗盛教部队官兵顶风冒

雪，行进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练兵路上。 高晓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