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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军营

津津乐道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70 年前，优秀中华儿女雄赳赳、气
昂昂跨过鸭绿江，踏上了壮烈的抗美援
朝战场。在这支英雄的队伍中，有一群
年轻的文艺战士。他们一手拿枪、一手
拿琴，与前线官兵并肩作战、同生共
死。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
重要作用，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一把精
神利剑。

哪里有战斗，哪里就

有战地文艺

“到一线去，到战壕去，到火热的
战士生活中去。”在抗美援朝战争一开
始，这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叫得最响
的口号。

当年，志愿军每个军都设有文工
团，每个师设有文工队。在前线，这支
文艺轻骑兵穿行于战火纷飞的崇山峻
岭，活跃在志愿军各部的驻地之间。不
论是阵地前沿还是狭窄坑道，无论是行
军路上还是在战斗间隙，哪里有战斗，
哪里就有战地文艺；哪里有官兵，哪里
就有文艺战士的光荣足迹。

朝鲜战场上战斗频繁、情况多变。
文工队在敌炮轰击和敌机空袭下的火线
慰问演出是常态。他们始终秉承我军文
艺工作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服务
队的优良传统，坚持一边战斗，一边开展
文艺工作，有效鼓舞了官兵的战斗意志，
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文艺战士走到哪演到哪。演出内
容多是宣传胜利、宣扬英雄、介绍战斗
经验、揭露敌人的侵略本质等。表演形
式既活泼又生动，有大鼓、相声、杂耍、
山东快书、河南坠子、边疆舞蹈等，这些
短小精悍、轻快活泼的演出深受官兵喜
爱。每逢文艺战士来演出的日子，就像
是前线战士们的节日。很多战士悄悄
地把慰问团带来的水果糖保留下来，等
到文工队来演出时拿给队员们吃。

为了使文艺工作紧密地配合战场

任务，及时鼓舞部队的战斗情绪，文工
队表演的节目，多是就地取材、即编即
演。他们到哪个连就演哪个连，节目内
容说的都是战士身边的事。比如，依旧
曲填新词，这是我军文艺战士在红军时
期就常用的军歌创作手法。即选取战
士们熟悉的歌曲旋律，填写上表现战士
英勇事迹的新歌词。这些歌，亲切质
朴，贴近兵心。当战士们听到歌中唱到
自己的光荣事迹时，一下子成了大家瞩
目的中心，倍感光荣，情绪十分高涨，英
勇无畏、崇尚荣誉的战斗精神就这样被
激发出来。

文工队随部队行军，要在最艰难的
路段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这位同志本
姓张，肩上扛着两支枪，班长同志就是

好，带领全班往前跑……”类似这样火
热亲切的鼓励，常常响彻在艰苦的行军
路上。

战士们听到沿路的宣传鼓动词，总
能打起精神、忘记疲劳，顺利到达目的
地。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这声声呼唤
既是温暖的问候，也是贴心的照应，充
分体现着我军官兵同甘共苦、团结友
爱，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

在战火中淬炼成长

在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志愿军文艺
战士们以天地为幕、以战地为台，学英
雄、唱英雄、演英雄，用一曲曲壮丽的战
歌和一个个动人的节目，吹响了冲锋的
号角、擂起了激昂的战鼓。

今天，当我们翻开那一页页写满了
文艺战士荣光的历史资料时，仍然会被
他们烈火般炽热的情怀所震撼、所感
动。

解秀梅，志愿军 154个一等功臣中
唯一的女战士。1951年，她随志愿军第
68 军 202 师文工队入朝。18 天的连续
行军，解秀梅背着和男同志一样重的行
装，不仅没有掉队，还经常帮助体弱的
同志背背包、米袋等物品。在行军最困
难的时候，解秀梅常常以乐观的精神鼓
励战友。一会儿是清脆的快板，“同志

们，不怕难，快快走到‘三八线’”一会儿
是嘹亮的歌声，“你（指敌机）在天上团
团转，我在地上走得欢。你扰乱得再厉

害，不误咱们上前线。”大家都被她坚
定、乐观的情绪所感染。

1951 年 11 月，组织上安排解秀梅
到志愿军后勤战时手术所工作，她到任
后，把全部的爱投入到对伤员的照顾
中。一天，解秀梅上山砍柴回来，美军
的 6架飞机突然临空。她扔下柴草，急
忙冲进屋里呼喊同志们隐蔽。敌机一
阵轰炸之后，紧挨着手术所的房子被炸
弹击中，燃起熊熊大火。解秀梅知道屋
里还有一个未转移的战友李永华，便不
顾一切地冲进去，背起他就往山上跑。
炸弹在不远处落下时，解秀梅想都没想
立刻用身体扑在伤员身上。

经过战火洗礼和考验的解秀梅，成
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女英雄，一次
荣立一等功，两次荣立三等功。回到祖
国后，她还作为功臣代表，受到毛主席
的亲切接见。影片《英雄儿女》中舍生
忘死救战友的王芳同志的原型正是解
秀梅。

尹阿琴，1951年入朝参战时年仅 12
岁。她与不满 15岁的哥哥尹云鹏一起
参加了志愿军第 68军文工团。1952年
4月 2日，第 68军文工团部分人员奉命
到一个深山沟，为即将奔赴前线阻击敌
人的部队进行战前演出，不幸突遭敌机
轰炸。尹阿琴身负重伤，深度昏迷的她
被迅速转移到附近的野战医院。在抢
救和治疗中，这个年仅 13岁的小姑娘面
对巨大伤痛不吭一声的“硬骨头”精神
令医务人员动容，大家都对这位坚强不
屈的“娃娃兵”十分敬佩。

战场是残酷的，文艺战士们在战火
中淬炼成长。他们不畏艰险、克服重重
困难，给前线官兵送去温暖的问候与鼓
励。在他们的队伍中也流传着一首深
情的战歌。每次出征回来，文艺战士都
会迈着豪迈的步伐，齐声高唱：“我们是
为兵服务的文化战士，我们在战斗里成

长，我们是部队的宣传队，活跃在爱国

自卫的战场，把人民的力量，战士的荣

光，高声歌唱。把杀敌的勇气，战斗的

烈火，高度发扬……”

壮丽战歌响彻疆场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

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每当这首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响起时，人们脑
海中总会浮现出志愿军将士义无反顾
奔赴朝鲜前线的情景。这首战歌是如
此的气势如虹、铿锵有力。它不仅是一
首嘹亮的战歌，更是催征的号角，鼓舞
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不畏任何艰难
险阻勇往直前。

另一首传唱于朝鲜战场和祖国大
江南北的作品《我是一个兵》，也是这一
时期诞生的著名战歌。它排山倒海的
气势，犹如一股不可遏制的洪流。当时
西方舆论界评论说：中国军队在朝鲜有
两颗“重磅炸弹”，一颗是《我是一个
兵》，另一颗是作家魏巍的散文《谁是最
可爱的人》。

这首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为开头的歌曲创作于 1950年，词曲作者
是志愿军第 46军 137 师文工团的岳仑
和陆原。这首歌尽管歌词质朴、旋律简
单，但它充满着昂扬的斗志和雄壮的力
量，凝结着人民子弟兵对祖国和人民的
无限忠诚。

1953 年 2月 8日晚，敌机在朝鲜北
部某地铁路线上投下大量炸弹。铁道
兵某部班长袁孝文冒着敌机的轰炸去
铁路沿线检查线路情况，不幸被炸断了
双腿，昏倒在铁轨上……当他被战友们
抬回去急救时，他对连长说：“不要为我
担心，为了祖国和朝鲜人民，我牺牲了
也是光荣的。”他用微弱的声音唱起“我
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随后慢慢
闭上了眼睛。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曾经响
彻在朝鲜战场上的壮丽战歌，唱响的是
一个民族坚贞不屈的品格。这是无数
先烈用生命和热血浇灌出来的胜利之
花，也是革命先辈在战火纷飞的烈焰中
锻造出来的精神利剑。在强军兴军的
伟大征途上，我们既要记住那撼人心魄
的枪声炮声，也同样要记住炮火纷飞中
那壮烈的歌声。

放声歌唱“最可爱的人”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地文艺

■林国宏

10 月 28 日晚，解放军总医院第六
医学中心举行“人民军医忠于党”主题
歌咏比赛。10支代表队的 800余名医
务人员参加了比赛，共同用歌声诠释白
衣军魂，展现强军风采。

每支参赛代表队除了必唱曲目《我
们是救死扶伤排头兵》外，均精心挑选
了一首自选曲目。伴随着铿锵的旋律，
《我和我的祖国》《谢谢你们为我拼过
命》《忠诚于党》等一首首激昂的战歌相
继唱响。歌曲表达了官兵对革命先辈
的无限敬仰，也唱出了人民军医忠诚于

党的坚定誓言。
合唱中还穿插了舞蹈、情景表演、诗

词朗诵等节目。《祖国不会忘记》《逆行的
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等合唱曲目编
排新颖，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

召唤在前方……”比赛在全场医务工作
者共同演唱的《强军战歌》中圆满落下
帷幕。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自组
建以来，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人、培养人、塑造人，始终把特色文化建
设作为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他们组
建了合唱团、解说队等多支特色文化队
伍，建设了军史文化长廊，群众文化活
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歌声嘹亮铸军魂
■毛 宇 符圣杰

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在文章中
说：“那些拿起枪来献身革命斗争的工
农子弟，那些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武装起来的战士们，我感到他们是最可
爱的人。”

翻开泛黄的纸张，文字中承载的是
一个战地记者言不尽道不完的感慨与
感动。“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事
情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
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
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
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
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感觉到谁是
我们最可爱的人！”

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记述了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战士们的
事迹。文字的无声之处，情感如惊雷
涌动。

文章里，作者首先讲述了朝鲜战场
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
斗。志愿军战士在烟与火的山岗上，一
次又一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激战持续
了 8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
敌机投掷汽油弹，敌人蜂拥而上，勇士
们身上燃着火苗，向敌人扑去，与敌人
同归于尽。烈士们的尸体，保留着各种
姿势，有的抱住敌人的腰，有的抱住敌
人的头，还有的嘴里仍衔着敌人的半块

耳朵……一幕幕场景惊心动魄，让我们
深刻领略到战争的残酷，也对这群视死
如归的勇士更加敬仰。

第二则故事，作者用一名普通战士
的口吻讲述了我们的战士对敌人的恨
和对朝鲜人民的深厚情谊。第三则故
事只是简短的几段对话，折射的却是我
们的战士平凡又伟大的心灵。防空洞
里，一个战士，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
作者问他，你不觉得苦吗？战士回答：
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
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
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
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简短的三则故事却蕴含着撞击心
灵的力量。对于这群最可爱的人，我不
由得发出与作者同样的感慨：他们的灵
魂多么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
界上第一流的战士！

70 年过去了，很多事物在岁月的
洗礼下已不复当年模样，但是那群为了
祖国和人民浴血奋战的英雄们，千载万
世永垂不朽。词作家阎肃曾有一首词，
“哪有那许多相思眼泪？哪有那许多离
别柔肠？当我们勇敢地踏上战场，胸膛
里喷涌的是雷、是火、是钢！哪有那许
多哀怨惆怅？哪有那许多痛苦忧伤？
当我们呐喊着冲上阵地，眼睛里飞舞的
是旗、是血、是枪！”雷、火、钢、旗、血、
枪，这是军人的使命与荣光。作为年轻
一代官兵，我们要传承先烈们英勇无畏
的精神，时刻保持着冲锋的姿态。

冲锋的姿态
■段皖皖

新作推介

阅读时光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西

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巡

逻分队，在海拔5400多米的

某山口执行巡逻任务的场

景。拍摄者采用仰拍的视

角，耀眼阳光下，战士们步

伐坚定。天空离他们是那

样近，云朵仿佛触手可及。

山高人为峰。在战士们的

默默无言中，我们感受到了

一种精神力量。

巡逻到天边
■摄影 刘晓东

阅图

“这个‘消防水泵过滤器’是我们连
的战友发明的，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战士们自豪地介绍说。

因该连处在一级防火区，确保消防
安全的责任重大。为保证突发火情时，
消防水泵的高效使用，连队的一名战士
发明了这款新型“消防水泵过滤器”。新
装置试用后，大大提升了抽水速度，延长
了水泵的使用寿命。

新型“消防水泵过滤器”的发明者
叫翟铁岭，是北京卫戍区某部七连的一
名中士。大学期间，翟铁岭就经常参加
各类发明大赛，曾多次在全国发明比赛
中获奖。

步入军营后，他不仅工作干劲足，
而且特别爱钻研。2018年，连队训练课
目演示需要教学沙盘，为防止失泄密不
能向外订制。翟铁岭主动请缨，要自己
制作沙盘。他一边测绘，一边建模。楼
房的模型采用 3D打印制作；假山、灌木
用石膏泡沫塑形；还为沙盘添加了感应
灯光、报警器等装置；海拔、方位在沙盘

上一目了然。经过他的精心制作，沙盘
满足了训练课目演示的需要。

在日常工作中，“科技迷”翟铁岭是
个有心人。前段时间，他发现连队使用
的传统水泵过滤网很容易堵塞，存在安
全隐患，影响水泵的使用寿命。“能不能
设计一种新型的水泵过滤装置呢？”翟
铁岭又萌生了发明的想法。
“连队要有创新文化，只要你有才

华，军营就给你舞台。”连党支部非常支
持他。

为获取第一手资料，翟铁岭认真收
集记录消防水泵过滤器数据。白天上

哨，晚上加班制作机件，并用一组组翔
实的数据建立起滤网孔径数据库。经
过他的反复尝试，终于设计出这款新型
“消防水泵过滤器”。新装置不但体积
小、便于携带，而且可以有效过滤水中
杂质，即使有异物堵塞时也能保证水流
正常通过，不会卡死电机。新装置的使
用不受水源、水质等因素影响，能有效
提高抽水速度，节约了成本。

除了这些革新发明，他的本职工作
也干得有声有色。入伍 4年来，他多次
获得上级嘉奖，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一
致好评。

连队有个“发明家”
■楚继生

合唱曲目编排新颖，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