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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背后的故事

“我们坚信有爱就会赢，你有多痛
我就多痛心，有难一起扛，共分担才更
坚强……”这首由解放军文工团创作
员舒楠作曲、梁芒作词的抗疫主题歌
曲《坚信爱会赢》，以其动人的旋律、澎
湃的激情和质朴的词句，在抗疫斗争
中唱响了“万众一心，中国必胜”的时
代强音，为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激励
全国人民打赢疫情防控斗争提供了精
神动力。前段时间，这首作品搭载嫦
娥五号飞向太空，登上了月球。近日，
我们走访了该歌曲的曲作者、军旅作
曲家舒楠。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
国人民的心。在组织的批准和支持下，
舒楠积极响应中国文联等单位的紧急
号召，接受了文艺界抗疫歌曲的创作任
务。舒楠说：“我们当时是与时间在赛
跑。我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心系疫情
的焦虑化作音符倾注在笔端，创作出
《坚信爱会赢》。”2月 2日，歌曲MV在多
个网络平台上线，2月 4日开始在中央
电视台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家省
级卫视滚动播出。这首由 18位艺术工
作者共同演唱的音乐作品，情景交融、
振奋人心。MV画面中，白衣天使义无
反顾、挺身而出的感人场景，人民子弟
兵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的英雄壮举，激
荡着亿万观众的心。

对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舒楠怀有
很深的感情。他是武汉军运会的音乐
总监，去年一直在武汉采风创作。由他
作曲的军运会主题曲《和平的薪火》曾
在武汉体育馆万人合唱，大放光彩。舒
楠说：“没想到转眼间这座城市就遭遇
疫情肆虐。为武汉这座英雄城市加油，

为抗疫英雄们加油，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职责与担当。”

舒楠不仅是歌曲 《坚信爱会赢》
的创作者、演唱者，还身兼声乐指
导、录音总监、后期制作等职。MV制
作初期，他积极联络参与演唱的艺术
工作者，争分夺秒落实编曲、和声、
器乐等问题，想方设法借来了可以正
常使用的录音棚。舒楠说，一想到那
一张张被口罩、护目镜勒出血痕的脸
庞以及患者所遭受的痛苦，他就恨不
得立马完成作品，但又要保证作品质
量，只能靠加班加点来赶进度。最
终，在大家的全力推进下，《坚信爱会
赢》音乐短片成为文艺界第一部抗疫
主题MV，感动、振奋着处于艰难时期
的人们。有网友留言，“你们就像战争
时期的文艺宣传队，越是艰险越向
前”“这是心灵的咏唱，令人热泪盈
眶，感谢艺术家的声援”“凝聚起了力
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作为一名军队文艺战士，近年来，舒
楠完成了国家和军队赋予的多项创作任
务，谱写了一批受到人民群众喜爱的音
乐作品。舒楠感言，作曲家的心只有随
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让音乐的韵律与
心灵的脉动同频共振，才能谱写出这个
伟大时代的主旋律，创作出有筋骨、有温
度、有情怀的优秀作品。表现汶川大地
震的《生死不离》、电影《建国大业》主题
歌《追寻》、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

创作的《不忘初心》以及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优秀歌曲《新的天地》……这些作
品紧随祖国前进的步伐应时而生，与时
代的呼唤相通，与美好的生活相连，成为
人们难忘的音乐记忆。

这首《坚信爱会赢》同样如此——
用一个个音符描绘这段感天动地的历
史，回荡着作曲家充沛的情感。这次疫
情爆发之初，舒楠就第一时间投入“战
斗”，用音乐抚慰心灵、鼓舞斗志。他
说：“我们文艺工作者从抗战时期就有
这样的优良传统，总是用笔做刀枪、用
歌声去鼓舞民众。今天，在这场惊心动
魄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到不了前线，唯
有拿起手中的笔、唱响心中的歌，用最
真挚的情感去讴歌奋战在一线的医务
工作者的坚定意志和牺牲精神。”从这
种感情出发，他确立了创作思路，“不再
像《生死不离》那样，去写一首悲伤的
歌，而是以催人奋进的基调，激励全国
人民的必胜信心”。因此，这首歌曲是
昂扬激越的。第一句“为了你，我拼了
命”一出来，便是音乐铿锵，直抒胸臆，
唱出了英雄气概。

舒楠对歌词有着很强的解读能
力。他说：“因为疫情，人们彼此很难见
面，好像离得很远，但心是连在一起的，
只要心中有爱，就会战无不胜！”在他脑
海中最先出现的旋律，就是副歌第一段
“我们坚信有爱就会赢，你有多痛我就
多痛心”。舒楠抓住音乐形象的特点，

其主歌部分大开大合，刻画了白衣战士
执甲逆行的音乐形象。为了增强音乐
的感染力，他借鉴影视音乐的创作经
验，在民族民间音乐素材与当代时尚音
乐元素的交融变幻中，丰富了音乐的画
面感和戏剧性，再加上视频画面的烘
托、渲染，使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气
势和力量。

舒楠认为，当下人们对音乐审美
有全方位的需求。在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 80周年文艺晚会上，他用通俗唱法
创作的《不忘初心》，在社会上引起强
烈反响。在创作 《坚信爱会赢》 时，
为了使音乐既打动人心，又不失大气
庄重，他借助交响性的音乐思维、管
弦乐的创作方法和跌宕起伏的音程变
化，再现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抗疫斗争
的宏大场面，歌颂了“逆行者”一往
无前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一曲新时代
的生命赞歌。

用音乐传递爱的力量
■黄志凡 本报记者 袁丽萍

近日，在第 82集团军某旅的野外
驻训地，一场主题为“听令景从，向
战而行” 的文艺晚会火热开演。战味
十足的节目振奋了兵心士气，激发了
官兵敢打必胜的热血豪情。
“我要胜利，所向披靡……”晚

会在开场歌舞《我要胜利》的铿锵歌
声中拉开帷幕。实弹射击、演习演
练、大项任务……屏幕上播放着官兵
练兵备战的热血画面，点燃现场气
氛。“若以小利计，何必披征衣？硝
烟漫卷烽火日，计利生死共”，一首
《家国英雄》，荡气回肠，抒发了官兵
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战旗在前方飘
扬，那是我们前进的方向。该旅官兵
自创舞旗表演《强军新征程》，博得
了阵阵喝彩。歌曲《决战》《最后一
公里》动感十足，唱出官兵拼搏奋斗
的精神风采。《争主角》《龙虎榜》两
个语言类节目，其题材均来源于官兵
日常生活，展现了官兵刻苦训练、你
追我赶的生动场景。它们带给官兵欢
笑的同时，也引发官兵对如何科学训
练的思考。
“去，吹响冲锋号！务必要在明早

6时前，将弹药送到主峰！”一路官兵身
背弹药箱，在山谷间俯身穿梭，敌机轰
鸣着从头顶呼啸而过……舞台剧《军号
的故事》，再现抗美援朝战争中该旅前

身部队运送弹药上前线的历史场景，歌
颂了英雄前辈们不畏牺牲、英勇顽强的
战斗精神，让在场官兵深受感染。节目
《肌肉秀》和舞蹈《加油，朋友》，尽显官
兵的飒爽英姿，将晚会推向了又一个高
潮。训练场的风沙挥洒豪情浪漫，家国
情的战歌激荡忠诚热血，“信念坚定，听
令景从，英雄的工兵劲旅续写光荣”，晚
会在旅歌《工兵劲旅勇向前》的全场合
唱中落幕。

整台晚会由官兵自编自导自演，充
满兵情兵韵。他们因地制宜，用舟桥车
架设“舞台”，用探照灯和车灯点亮现
场。官兵演员演得投入，现场观众看得
尽兴。据了解，此次参加演出的演员，
都是来自基层连队的文艺骨干。他们平
日里是驾驶员、修理师，业余时间投入
文艺创作、节目创演，挖掘身边故事，
抒发官兵心声。

战味十足的节目让官兵备受感
染。看过演出，很多官兵表示，这场
战地晚会，就是一次生动的现场动员。
“举办这场晚会，我们就是想用文

艺节目诠释兵事、兵情，展现官兵谋
战备战、敢战胜战的豪情壮志。”该旅
领导表示，这场晚会是该旅群众性文
化活动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近年
来，该旅注重利用强军文化铸魂育
人，每个营都打造了一支特色文化队
伍，并多次邀请军地专业老师指导帮
带，提高了文艺骨干的创演水平。在
文艺汇演中，官兵走上舞台唱主角，
有效提振了官兵精气神。

战地文艺激荡热血青春
■王 爽

今天参加“强军故事会”，我主要
想说一个词：较真。我是一名油料化
验检验技师。油料检验绝不是旁人想
象的，穿着白大褂、摆摆瓶瓶罐罐、
摁摁仪器按钮这么简单。这是一件细
活、苦活，如果没有较真到底的严谨
细致，是很容易出差错的。我从事这
项工作已经 17年，但现在每到收发油
料时，我还是会紧绷神经、不敢有丝
毫松懈。

那年我从士官学校毕业，来到这
间化验室工作，负责检验团里收发油
料是否合格。刚开始，我都是帮师傅
“打下手”。1个月过后，师傅决定让
我独自试一试。

那天，正值夏至，天气非常闷
热。为了保证油料不被杂质污染，我
们做化验时都需紧闭化验室门窗。我
站在测定仪面前观察着数据，师傅站
在我身后，观察我每步操作是否准
确。到测试油料黏度时，我已经目不
转睛地盯着仪器超过 1个小时，汗水
早已湿透衣衫，眼前也有些模糊不
清。我怕自己中暑影响工作，就悄悄
把化验室最靠角落的窗户打开了一
点。结果，这一举动被师傅抓个正
着。他关上窗，生气地对我说：“这个
数据不能要了，从头再来！”我当时心
情沮丧到了极点。要知道，重新做化
验，意味着一上午的功夫白费了。“报
告，根据目前测试的结果看，我感觉
这批数据还是准确的。”“感觉是什么
意思，油料检验绝非儿戏，不能带丝
毫风险。从头再来！”我低下头，重新
开始准备化验。第二天凌晨 5 点多，
我结束手中的工作，向师傅报告“此
次油料纯净合格，可以加注”，他这才
点点头。

此后，每次油品检验，我总会想
起这件事。我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
绷紧弦，一丝不苟地对待每次任务、
每项工作，因为只要一步出错，后面
就可能出大错。

2006年 10月的一天凌晨，我接到
一项紧急任务通知。单位有近 1000吨
汽油要在第二天上午派发，而那时单
位只有我一个油料检验员。夜幕下，
我看不清楚油料的颜色，只能靠取油
样时闻油料的味道。在一次取样的过
程中，我闻出有混杂的柴油味道。如

果真有柴油灌进了汽油罐里，那后果
不堪设想。尽管时间十分紧张，我还
是分别把每个油罐均取了油样，进行
检测。果然，最终数据结果显示，里
面就是有两种油料，我们立刻采取了
处理措施。

油料的刺鼻味道，对旁人来讲可
能是避之不及的。但是对我来说，这
种味道是我最熟悉的。我在工作之
余，下功夫锻炼了蒙眼识别油料的能
力。而且光识别油料种类还不够，我
还要求自己有速度、准度，要识别出
同一种油是哪个厂家生产的。2018年
8月，我参加上级组织的油品识别比
武，创下了油品识别最快纪录。

化验室虽然没有训练场热闹，但
是它与战场同样紧密相连。这里就是
属于我们油料化验技师的战场，需要
我们以“较真”的精神将自己手中的
工作做到极致，打出“漂亮仗”。

（整理：轩 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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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3月，江苏许庄，战火纷飞，
硝烟弥漫。战斗中，新四军第 4师 9旅
26团 1连官兵英勇作战，战后被上级授
予“战斗模范连”荣誉战旗。此后，这支
英雄连队又在朝鲜战场上克服种种困
难，抢修战略要道，全力保障前线部队
道路畅通，再立功勋。

一次次战斗、一场场胜利，他们用
鲜血和生命、牺牲与奉献凝结出“敢打
硬拼、作风顽强、连续作战、不怕牺牲”
的“战旗精神”。如今，这种精神已成为
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官兵的宝贵财富，
激励着新时代官兵争做“战旗精神”传
人，赓续红色血脉，履行使命担当。

一

“同志们请看，这是在许庄战斗中，
面对极端不利的条件，我参战官兵充分
发扬战斗精神，不怕牺牲，连续作战，最
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冬日的驻训
场，寒风萧萧，讲解员正在流动团史馆
前给官兵讲解着那段峥嵘岁月。

1941 年 3 月末，新四军第 4师 9 旅
26团对许庄日伪军形成包围。许庄一
面靠河，三面设炮楼，外围置铁丝网，
工事十分坚固，加之敌配有 7挺机枪，
火力凶猛，因此我方迟迟无法打开突
破口。紧急关头，1连排长钟兴机，冒
着弹雨冲到敌人炮楼前。他刚将铁丝
网剪开一道缺口，就不幸中弹牺牲。1
连官兵沿着他用生命开辟出的冲锋通
道，发起了连续冲击。战斗胜利后，1
连被新四军第 4师授予“战斗模范连”
荣誉战旗。

时间转至 1950年，“战斗模范连”被
编入志愿军第 21军 63师 188团，踏上了
朝鲜战场，主要担负抢修战略道路任
务。官兵翻越雪深陡滑的高山峻岭，涉
过数道冰冷刺骨的冰河，终于到达施工
地区。他们没顾得上休整，就立即展开
施工。天寒地冻、保障困难，又无施工
组织经验、缺乏技术指导……能否按时
完成道路的抢修，成了摆在官兵面前的
最大考验。
“同志们，我们都是革命军人，经历

过无数战斗的淬炼，在沾满先烈鲜血的
战旗下，我们坚决捍卫荣誉，绝不能给
革命前辈丢人。”时任团长刘光甫作出
了铿锵有力的战场动员。经过 33天的
艰苦奋战，部队提前 15天高标准完成了
115公里的道路抢修任务，为保障朝鲜
西海岸的交通运输作出了重要贡献，被
志愿军司令部工程指挥部嘉奖表彰。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

生命开鲜花。”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
栉风沐雨几十载，代代官兵从“战旗精
神”中汲取精武强能、岗位建功的精神
力量，也用实际行动赓续传承着“战旗
精神”，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二

2015 年 9月 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阅
兵现场，“战斗模范连”这面从硝烟战火
中走来、闪耀着荣誉光辉的旗帜，作为
武警部队抗战英模方队的 5面旗帜之
一，光荣地参加了阅兵。2019年 10月 1
日，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阅兵仪式上，
这面战旗再次光荣走过天安门广场，接
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光荣战旗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我们要加倍珍惜荣誉，更要
不断努力。”受阅归来，战旗方队队员占
孝云，登上了支队“强军讲堂”，跟战友
们重温战旗背后的红色历史，分享受阅
的荣光。随后，该支队将战旗受阅的鲜
活故事纳入主题教育活动，持续开展
“传红色血脉、承先辈遗志、做钢铁传
人”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官兵将两次受
阅的自豪感转化为练兵备战热情。

春风化雨润兵心。该支队注重引
导官兵在感悟历史中传承红色基因。
他们先后整理汇编《在光辉的岁月里》
人物集和故事集，开展“我来讲英雄”活
动，让光荣历史成为官兵的精神家园，
不断从中获取奋进动力。“‘战旗精神’
能够激发官兵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持
续旺盛的战斗意志，把部队锻造成为无

坚不摧、战无不胜的钢铁力量。我们一
定要挖掘好、传承好！”该支队领导介绍
说，他们着力打造的“战旗文化”“阵地
文化”已经成为战斗力不可缺少的构成
要素，对塑造官兵的信仰、信念和价值
追求，起到了重要作用。争做“战旗精
神”的传人，已成为该支队官兵的共识。
“标兵教练员”、防暴装甲车中队中

队长李浩然，每当谈起自己的成长感
悟，总会说：“我们站在这面光荣的战旗
下，就没有任何懈怠的理由。”

当年，李浩然刚到中队，就发现官
兵在装甲车战术训练中缺方法等问
题。“作为‘战斗模范连’的传人，肩上的
责任沉甸甸。没有别的捷径，只有奋斗
苦干！”李浩然给自己打足气，投入到战
术训练方法的钻研中。最终，他研究出
了装甲步兵战术训练“七步”组训法等
新训法。

三

冬日的青藏高原，寒风凛冽，雪花
飞扬。该支队训练场上一派火热景象，
一场针对楼房倒塌的抢险救援演练正
在紧张展开。
“接上级通报，今日上午 10 时 30

分，一房屋发生倒塌，一名伤员被困于
四楼，请迅速展开处置。”一声令下，
官兵立即按照预案展开现场处置，仅
用 20 分钟就成功解救伤员，完成任
务。

该支队领导说：“我们训在平时、紧
贴实战，才能在有任务时拉得出、上得
去、打得赢，这也是发扬‘战旗精神’的

具体体现。”
2013年 7月 22日，甘肃省岷县发生

6.6 级地震。“上级通报，马家沟村有多
人伤亡，通信中断，且通往该村的道路
山体多处塌方、情况紧急……”灾情就
是命令。在余震不断、山体滑坡等次生
灾害频发的夜色中，为尽快打通道路，
支队官兵用手搬、用镐撬、用铁锹铲，奋
力清理着一块块巨石，一米一米地向前
掘进，终于疏通了道路。随后他们迅速
展开救援，安置转移受灾群众300余人。

困难面前有“战旗”，“战旗”面前无
困难。近期以来，“学战旗精神，担强军
重任，争做新时代高原卫士”活动，在武
警青海总队范围内开展起来。

被誉为“生命禁区守护神”的昆仑
山中队官兵，驻守在海拔 4800多米的昆
仑山上。这一天，该中队上士罗昌强正
在给战友们讲述他家三代上高原的故
事——罗昌强的爷爷是一名基建工程
兵，参与了青藏公路的整治改造；父亲
参与了青藏铁路的修建；他驻守在海拔
4868米的昆仑山隧道旁。
“上高原前，爷爷和父亲都跟我说过

这里高寒缺氧、气候极端，很艰苦。真正
来了后，我才知道到底有多苦。但是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我要做的就
是站好每一次岗、巡逻好每一片任务区。
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是‘战旗精神’的践
行者、传承人。”罗昌强朴实却有力的话
语，诠释了高原官兵的人生价值观。

雪域茫茫，雪山巍峨。“敢打硬拼、
作风顽强、连续作战、不怕牺牲”，年轻
一代的官兵正用担当奉献为这面鲜红
战旗增添新的荣光……

英雄战旗美如画
■牟文舰 本报特约通讯员 朱家辉

强军文化观察

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官兵从“战旗精神”中汲取精武强能、岗位建功的精神力量。图为该支队官兵正在巡逻。

吴洪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