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星期四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20分 印完4时40分

12长征副刊 E-mail:jfjbqjwh@163.com 责任编辑/袁丽萍

扫描二维码，观看歌曲音乐视频

作品背后的故事

反映大凉山地区脱贫致富主题的
歌曲《大凉山上卡沙沙》，融时代气质
与民族特色于一体、集思想性与艺术
性，入选中宣部第八批“中国梦”主
题新创作歌曲。近日，笔者走访了这
首歌曲的词作者李冰雪。

大凉山，是祖国西南的一方热
土，曾实现“一步跨千年”的社会变
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
彝族聚居区，也曾是全国集中连片深
度贫困地区之一。2018 年春节前夕，

习主席乘车沿着坡急沟深的盘山公
路，深入大凉山腹地看望贫困群众。
“共产党瓦吉瓦 （彝语：好得很）！”
“习总书记卡沙沙（彝语：谢谢）！”彝
族同胞向习主席献查尔瓦 （彝族服
饰）、唱《留客歌》，这一幕幕感人的
场景，深深触动了李冰雪。他一下子
有了创作灵感，脑海中立刻浮现出
“大凉山上卡沙沙”的歌曲主题。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李冰雪巧妙地从彝族同胞的视
角，感受习主席的爱民情怀；从大
凉山一域的变迁，歌颂脱贫攻坚的
伟大事业。“披一身查尔瓦，献一束
索玛花，赞一句瓦吉瓦，道一声卡
沙沙……”尽管歌曲表达的主题宏
大，但因为角度选择巧妙，小中见
大，写的全是彝族同胞的心里话，所
以歌曲在紧扣时代脉搏的同时，具有
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尽

管创作歌词不是李冰雪的职业，但文
化的熏陶、乡土的情结和个人的兴
趣，都让他把弘扬主旋律视为自己的
使命担当，用美的意蕴、诗化的语言
来表达主旋律题材。在歌曲《大凉山
上卡沙沙》中，极富动感和画面感的
语言，描绘了真挚的爱民情怀、务实
的亲民作风：“走不完的山里路，说不
完的家常话，风尘仆仆来到我们，我
们彝人家”“坐一坐火塘边，转一转小
院坝，握一握乡亲手，抱一抱山里
娃”……因此，歌曲唱起来朗朗上
口，听起来感人至深。创作中，李冰
雪做好了“语言翻译”的工作，把一
些固定搭配、耳熟能详的话，往新里
说、往实里说。比如，在表达脱贫攻
坚“最后一公里”时，他写道：“这一
条路，它并不远，转过最后一道弯，
就到我的家。”在表达“小康路上一个
都不能少”的含义时，他写道：“这一
颗心，它永不忘，不能丢下一个人，
我们是一家。”
《大凉山上卡沙沙》的歌词，打动

了作曲家陆城。他为歌曲旋律注入了
浓郁的彝族韵味，使得歌曲曲调欢快
流畅，易于传唱。演唱者曲比阿乌，
是来自大凉山的彝族歌唱家。在他们
的共同演绎下，这首歌曲一经问世便
广受大家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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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文化观察

8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西部战区
陆军文艺轻骑队深入基层部队开展文
化服务，把强军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
送到官兵中间，为官兵备战打仗注入
精神动力，奏响倾情为兵服务的动人
乐章。

一

“戴好你的钢盔，穿紧你的战
靴，让我听那沸腾的热血……”戈壁
滩上，6名队员唱响 《号角吹响就出
战》，让现场官兵热血沸腾。官兵挥
舞着双手，和着铿锵激昂的旋律跟唱
起来。“歌声中洋溢着战斗气息，节
目中激荡着向战豪情。”一位指挥员
现场评价道。
“这首歌曲就是在火热的练兵场

上创作出来的。”谈起创作《号角吹响
就出战》的过程，军旅歌手小曾感触地
说，“前段时间我们在部队采风时，恰
逢实兵实弹演习。我置身硝烟炮火
中，一下有了创作灵感，歌曲一气呵
成。”在今年陆军组织的第三届“奋进
的陆军”业余文艺会演中，这首歌获得
创作一等奖。

到演训场上感悟强军实践、捕捉
创作灵感，才能让文艺作品活起来、
实起来，才能有兵味、有战味。此次
文艺轻骑队赴部队巡回演出的节目，
很多都直接来源于官兵练兵备战的生
动实践，演员也都是基层部队的业余
文艺骨干，真正实现了“兵写兵、兵
演兵、兵唱兵”的目标。舞蹈《红箭
头》把某次演练中发生的故事搬上舞
台，指挥机关运筹帷幄、一线官兵势
如破竹的场景，让观众心潮澎湃；表
演唱《骄傲这身军装》取材于基层生
活，饱含真情实感，满溢青春活力，
尽显新时代官兵建功军营的豪情壮
志；歌曲《当个英雄》从士兵视角理
解荣誉，歌词朗朗上口、旋律悠扬动
听……

这些根据真实军营生活创编的
小品、相声、歌舞等节目，让官兵深有
共鸣。小品《为了胜利》以某旅一次
任务为创作素材，在陆军组织的业余
文艺会演中获得创作一等奖、表演一
等奖。文艺轻骑队在该旅驻训地慰
问演出这个小品时，台下官兵群情激
昂、备受鼓舞。下士汪飞说：“讲述的
事就发生在旅里，人物原型就是身边
战友。这样的节目有看头，添动力。”

二

10月的戈壁滩铁甲轰鸣，枪炮声此
起彼伏，该战区陆军某部官兵正在此地
展开实兵实弹演习。为了方便参演官
兵观看节目，文艺轻骑队专门调整巡演
计划，把演出舞台搭设在官兵帐篷区和
演习场附近，利用演习间隙分片组织演
出，受到官兵好评。

一台运输车、几张伪装网，茫茫
戈壁作背景。文艺轻骑队把文化服务
点对点送到演训一线。在某旅演出
时，得知有的官兵因为执勤无法到现
场观看，文艺轻骑队当即决定加演。
看着队员们不顾劳累，再次为自己和
战友演出，四级军士长张强感慨地
说：“他们表演的是艺术，传递的是
真情，这份记忆和感动会长存我们心
间。”
“回望初心的生动党课，军营‘风

花雪月’的精彩演绎，激发战斗力的强
心剂。”这是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杨涛
观看演出后给出的评价。此前，得知
该旅官兵即将参加比武竞赛，文艺轻
骑队调整巡演计划，用一场演出为官
兵加油鼓劲，激发官兵争第一、拔头筹
的豪情。

丹心一片，为战而歌。无论是几千
人的练兵场、十几人的执勤点，还是行

军途中的军车旁，队员们倾情为官兵送
去鼓舞士气的文艺演出，让军事文艺的
魅力在演训一线持续焕发。某旅参加
演习前一天，恰逢文艺轻骑队前来慰问
演出。激昂闻战鼓，慷慨踏征途。队员
们高亢嘹亮的歌曲、激情奋进的舞蹈，
激发了官兵的昂扬斗志。后来，该旅专
门向文艺轻骑队发来感谢信：“这样的
慰问演出鼓士气、砺斗志，部队真心欢
迎……”

三

“当兵 6年，观看文艺演出也很多
回了，但这次演出，我特别有参与
感。”观看相声 《女兵》 后，某旅中
士张辉告诉笔者。这个相声大多数的
“包袱”是由文艺轻骑队两名队员与
现场官兵共同完成，张辉在队员霍凯
的引导下，完成了其中的一个“包
袱”，效果很好。相声作者霍凯介
绍，演出中，他们结合部队特点量身
创作了不同的“包袱”，比如新训部
队围绕“新兵成长”，驻训部队围绕
“练兵备战”，演习部队围绕“能打胜
仗”等，演出时由队员引导官兵共同
完成。
“倾情”“互动”，是文艺轻骑队为

兵服务的关键词。此次巡演的一大特
点，就是让台上台下互动起来，演员

与 官 兵 一 起 演 节 目、做 游 戏、交 朋
友。队员周彦青感慨道：“虽然现在
网络媒体很发达，官兵可以网上看节
目，但和我们面对面去演，那种真情
互动，感受是不一样的。为兵服务，
说到底不是个方式方法问题，而是根
本态度问题，态度的背后是官兵在心
中的分量。”

据了解，此次慰问演出的节目都曾
在陆军组织的业余文艺会演中获奖，其
中《红箭头》《高原兵歌》《号角吹响就出
战》《我的青春你不懂》均获得创作、表
演双一等奖。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某旅慰
问演出结束，一场文艺骨干培训随即展
开。文艺轻骑队负责人、创作员郭瓦加
毛吉带领队员们和该旅的业余文艺骨
干们围坐在一起，以刚才演出节目的创
作过程为例，讲授如何紧贴官兵生活进
行文艺创作。在某旅演出时，得知该旅
正在筹划“送老兵、赞老兵”文艺晚会，
文艺轻骑队便抽调多名创作骨干到晚
会筹备组，与旅里的文艺骨干一起研
究、编排节目。文艺轻骑队手把手帮带
文艺骨干，既送文化，又“种”文化，让文
艺星火遍洒基层部队。

与此同时，该战区陆军还组织理
论、法律、心理骨干，开展理论辅导、思
想解惑、法律咨询、心理巡诊等活动，充
分发挥文化育人作用，为基层部队练兵
备战加油鼓劲。

听，那沸腾的热血
■干作余 本报特约记者 樊净芷

60 多年前，在渺无人烟的沙漠
中，一个导弹试验靶场拔地而起——一
批中国航空武器开拓者响应党中央决策
号召，为研制自己的导弹、原子弹，在
这里进行着武器试验设施建设。几十年
来，一代又一代靶场官兵传承红色基
因，用青春与热血，在荒漠戈壁深处唱
响了一曲爱国奉献的壮歌。

一

1957年，朝鲜一雨成秋。一个电话，
打到了志愿军第20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
那里——志愿军总部命令他紧急回国接
受新的任务，但是去哪里、干什么，却只字
未提。回国后，孙继先才知道具体命令：
“去负责导弹试验靶场。”随后，第20兵团
官兵闻令而动，分批次悄悄转移，就此从
朝鲜战场上神秘消失。

军令如山，第 20 兵团官兵风尘未
洗，又踏上了新的征程。火车一路疾
驰。当火车停下，映入大家眼帘的，是
千里戈壁，黄沙漫漫。官兵不知道自己
身在何处，但历经战火洗礼的他们深
知，听党的话，跟着党走，总是没错
的。修道路、建机场，每个人都干劲十
足。两年后，官兵终于知道了自己建设
的，是新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

当时，一起来到这片荒漠的，还有新
中国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他们吃沙
拌饭、住地窝子，忘我地投入工作中。后
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枚空空导弹从这里
试射，第一架无人靶机从这里起飞，第一
颗原子弹从这里运往罗布泊……

几十年过去了，在今天这个现代化
试训靶场，物质条件变好了，但前辈们
留下的红色基因，始终流淌在后来人的
血脉之中。

二

这里没有笔直孤烟、长河落日，只

有刮不完的风、望不尽的沙，但这里从
不缺少“追梦人”。一代代官兵扎根奉
献在这里，建功立业在这里，甚至牺牲
在这里……

提到史馆里的那盏马灯，靶场很
多官兵都能讲出它背后的故事——
1967 年，当时只有 21岁的该部原副司
令员杨仲伏，辗转千里，只身一人来
到了无水、无电的导弹测量点，一待

就是 20多年。伴着一盏马灯，他走遍
了试验区所有的测量点，排除了上千
起故障，积累了千余次跟踪导弹经
验，主持编写了第一部《靶场测量手
册》。离开测量点时，他把这盏马灯连
同全部技术资料留给了新来的技术
员。后来，这盏马灯又传了 4代人……
现在，这盏马灯走进了该部历史陈列
馆，与现代先进的航空武器装备陈列

在一起。它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的象
征，激励着一代代靶场官兵扎根戈
壁、以苦为乐、默默奉献。

因为靶场官兵热爱这份事业、忠
诚于这份事业，所以即使面对危险也
无所畏惧。几十年来，一批批热血青
年为了事业前赴后继。他们中，有长
时间超负荷工作，为空空导弹事业奉
献终身的郝维新；有只身一人奔赴荒
凉戈壁，探索出“一靶两弹”试验方
法，极大提高靶场利用率的高级工程
师李鸿；有自主研制超音速无人靶机
的无人机专家赵煦……

还有很多科技干部从小就跟着父
母生活在这里，长大学成之后，又回
到这里，选择和父辈一样在戈壁滩默
默奉献。

1994 年，贾丽霞一毕业就被分配
到了这里。“那时条件还是很苦的，马
路都还没有通，坐的客车往往开到一半
就陷到沙地里，我们就得集体下车去推
车。”贾丽霞笑着说，“我和我爱人就是
在推车时认识的。”

26 年过去了，贾丽霞一直工作在
科研一线，丈夫缪卫驰也一直投身于飞
行一线。去年，贾丽霞的女儿缪楚玥军
校毕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追随父母的
事业。

大事业孕育大情怀。很多靶场官
兵，都爱吟诵一首诗，那是老司令员王
良旺的原创诗句：“大江东去我向西，
辞家万里赴戎机。戈壁风沙数十载，不
拭宝刀拭飞器。”因为，他们心中有着
同样的情怀：离家虽远，心系祖国；身
在塞外，胸怀未来。

三

60 多年前，靶场建设时，当地的
牧民们接到了搬家通知。他们可能不清
楚这项建设意味着什么，但知道这是
“国家的大事”，于是他们拖家带口、赶
着牛羊、带着家当，离开了世代生活的
地方，在另一个地方重建家园。此后，
因靶场建设需要，牧民们又几次大规模
搬家。

驼铃声声响，黄沙万里长。如何回
报人民？官兵以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
用敬业奉献创造出巨大的国防价值、军
事价值，守护和平，保卫祖国和人民。

虽然身处戈壁，但思想要处于最前
沿。采访中，笔者能感受到他们心底因
使命和责任而产生的紧迫感。靶场领导
说：“我们别的不怕，就怕国家投入这么
多经济力量来搞科研，我们还拿不出像
样的成果，或者拿出了成果，却不中用，
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了。”面
对军队建设发展需要，他们一直教育官
兵要放眼未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远山寒甲，国重如山。漫天星火，
前路可期。60多年前，第 20兵团的将
士唱响了一首划时代的壮歌；60 多年
后，这首壮歌依然流淌在戈壁深处，历
久弥新……

左图：该靶场官兵正奔赴战位。

作者提供

戈壁深处的青春壮歌
■李 浩 王国栋

西部战区陆军文艺轻骑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为兵服务活动。图为队员与官兵热情互动。 樊净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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