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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 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上，活
跃着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平时是话
务员、文印员、驾驶员等来自基层岗位
的普通一兵，但是只要站上舞台，就会
神采飞扬地为战友带来一个个精彩的
文艺节目。

这支队伍，就是陆军某旅文艺轻骑
队，一群被誉为在“生命禁区”唱响高原
兵之歌的“军中百灵”。驻训数月以来，
他们巡演 9个点位、演出 24场次，用嘹
亮的歌声、优美的舞姿、精湛的演技，为
驻训官兵送去精神食粮和真情慰问，让
他们缓解了疲惫，激发了练兵动力。

一

“冰煮羊肉吃得香，时刻紧握手中
枪，冷月边关情亦暖，与子同袍待凯
旋……”周末，高原某驻训场，保温板房
内传来文艺轻骑队队员清脆的快板声。

这段快板节奏明快，生动风趣，赢
得在场官兵阵阵叫好。官兵说，在这段
真实描述高原驻训生活的快板中，大家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巡演

中，他们所有节目都坚持原创，所有素
材都来源于真实的驻训生活。文艺轻
骑队队长马治有说：“讲官兵自己的事
儿，最能引发官兵共鸣。这样的演出，
才是成功的演出。”
“富有兵味、战味、泥土味的演出，

官兵才爱看。”文艺轻骑队创作员、该旅
勤务保障营运输连上士高飞跃对此同
样感触颇深。

去年9月，在该旅“祖国不会忘记”老
兵退役演出中，小品节目迟迟没有定稿。
眼看演出时间越来越近，高飞跃着了急。
“小品要反映军营真实生活，沿着这

个思路想。”下定决心，高飞跃和连队即将
退役的战士挨个儿谈心，问题只有一个：
高原驻训，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战士们的回答多种多样，但“打电
话”一词成为高频词：高原上没有手机
信号，官兵只能靠一部座机和家人沟
通，每次等着打电话时，心情是既着急
又兴奋。四级军士长吴连梓在电话里
得知自己当了爸爸的消息，兴奋地跳了
起来……

故事有了！小品《高原“情”话》的
故事内核就此诞生。作为演出的压轴
节目，这个小品前半部分讲述战士着急
打电话的场景，一个个“包袱”逗得官兵
笑声不断，后半部分展现当了爸爸的老
班长对妻子的深情表白，温暖感人。小
品演出结束，在《祖国不会忘记》的嘹亮
歌声中，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我们文艺演出的宗旨就是为基层

官兵服务。脱离了基层这片沃土所创
作出来的节目，注定是没有‘灵魂’的。”
马治有说。

二

这次高原巡演，让很多队员有了一
次全新的演出体验。天为幕、地为席，
驻训场就是舞台。有的“舞台”是在空
地上铺上一块地布，有的“舞台”干脆就
是一片稍微平整点的石头堆，有的还是
在风雪漫漫的阵地哨所前。对于多次
参加陆军文艺汇演的队员、某营工兵连
四级军士长朱龙波而言，这样的舞台令
他印象深刻：有时候，演出连个像样的
音响都没有；有时风沙漫天，一开口就
能吃一嘴的土……
“条件越差，越说明战友们需要我

们的演出！”巡演多日，朱龙波的嘴唇早
已被高原的风雪吹裂，可每次演出，他
都倾尽全力。他说：“每当看到战友们
期盼的眼神和热情挥舞的双手，我的心
就热乎了起来，苦累瞬间化作了心中的
甘甜。”
“怎么方便怎么来，不给官兵添麻

烦！”这是文艺轻骑队坚持的原则。驻
训的官兵在哪，演出的“舞台”就设在
哪，成为队员们的共识。

从轻骑队驻扎地到全旅最远的驻
训点位，有 6个小时的车程，途中要翻越
4 座海拔都在 5000 米以上的雪山达
坂。过达坂时，从小就晕车的队员、摩

步四营女兵田玉心即使吃过晕车药，剧
烈的颠簸依然让她感觉胃里翻江倒海。

尽管一下车就扶着车门吐到直流眼
泪，可当舞蹈《谢谢你》的音乐一响起，田
玉心又立刻抹去泪花笑着上台了。
“我要说谢谢你，因为有你，世界更

美丽……”舞台上的田玉心，笑靥如花，
官兵则用热烈的掌声，肯定她的倾情表
演。
“我是从旅战士军乐队走出来的文

艺骨干。当年军乐队的口号是‘一手拿
枪，一手拿号，枪不脱靶，号不走调’，没
点战斗精神还怎么称得上文艺轻骑
队？”田玉心说。

无论是一个连的驻训场，还是海拔
5600多米的观察哨所，只要有官兵在的
地方，就是文艺轻骑队要服务的地方。
队员们忍受着高原缺氧、寒冷、狂风等
考验，翻山越岭，为的就是不漏一个点、
不忘一个兵，为的就是把最精彩的演出
送到最偏远的地方，送到战友身边。

三

这一天，正在筹备实弹演习的炮阵
地上，不时传来阵阵叫好声。一段幽默
的双簧表演逗得官兵哈哈大笑。

舞台上，主持人、某连指导员武帅
说：“大伙儿看明白了吧，刚刚演的这个
肯定不是英雄。真的英雄是咱们驻训高
原练兵备战的将士们，大家说对不对？”
“对！”“对！”“对！”台下官兵热情高涨。

“咱奶奶要的不是自己睡得安稳，她
更盼全国的老百姓都能睡得安稳！”小品
《明日战场》中的故事，让观看演出的某
营指挥保障连侦察班班长赵家鑫心生共
鸣。他说：“前段时间我奶奶也生病了，
我特别想回去看看。可一打电话，奶奶
就跟我说，当兵就要干好兵该干的事儿，
别为她分心。我告诉她，孙子一定把兵
当好！”这次驻训，赵家鑫出色完成任务，
也实现了自己对奶奶的承诺。
“身穿着迷彩手握钢枪，我们是祖

国的脊梁，西北的大地万里边疆，是我
们前进的方向……”激昂的旋律、铿锵
的节奏，轻骑队队员、某连文印员陈云
森的原创歌曲《砺剑启航》，让驻训官兵
听得热血沸腾，激情满怀。
“这唱的就是我们自己啊！”演出结

束，已经是第 3次观看文艺轻骑队演出
的作战支援营营长姚文亮感慨，“场场
精彩，场场带劲！一首歌堪比一次教
育，一台戏就如一场动员！”

看完演出，官兵说，“感觉心中被激
起了一团火”。他们把这股炽热的力量
投入到练兵备战中。驻训数月以来，战
风雪、斗缺氧，官兵在高原极寒条件下
圆满完成实弹射击等任务。

风里来、雪里去，只为战友笑开
颜。在高原驻训官兵火热的练兵备战
浪潮里，文艺轻骑队的身影成为其中
一朵美丽“浪花”。这些“军中百灵”唱
响的强军战歌，一次次在雪域高原上
空回响……

在生命禁区唱响强军战歌
—陆军某旅文艺轻骑队服务高原驻训官兵练兵备战纪实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曹达功 王光耀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举行“启航新征程”主题文艺演出。这
是该中心喜迎党的百年华诞、深入推进
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的一次文化
成果和精神风貌的展示。整台晚会由
“忠诚”“发展”“奋进”3个篇章共计 16
个节目组成，以文艺演出向红色历史致
敬，展示“卫勤尖兵”风采，为官兵带来
关于传承、忠诚与奋进的精神感悟。

随着雄浑的钟声敲响，《启航新征
程》主题短片徐徐展现该中心转型发
展、践行宗旨、忠诚使命的一个个精彩
瞬间，催人奋进。开场舞《新时代新征
程》中，演员用灿烂的笑容、充满蓬勃朝
气的舞姿，诠释着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内
涵意蕴，触动人心。
“党啊，亲爱的党，我想对你说……”

一曲《党啊，我想对你说》，唱出了官兵
爱党信党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有一条
路它迎着曙光，牵手中华儿女全面小
康……”《我们的道路更宽广》《共圆中
国梦》等歌曲，让大家在优美旋律中，感
悟党的百年奋斗史。

疾进的旋律响起，一束强光照亮舞
台中央。“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张写满名字的请战旗在 16名身着防
护服的白衣天使手中接续传递……光
影变幻中，情景演出《为爱逆行》再现疫
情防控斗争中那感人的一幕幕，诠释
“为爱逆行”的真谛。

小品《东边日出西边雨》让现场充
满欢声笑语，展现出新时代人民军医舍
小家为大家，忠诚使命、献身使命的精
神面貌。情景舞蹈《当祖国召唤的时
候》中，30余名迷彩战士在实战演习场
景中穿梭，让观众仿佛置身于硝烟弥
漫的战场，深刻感受“卫勤尖兵”的胜战
风采。歌舞表演《“心”系雪域白衣情》，
演绎了该中心发挥自身优势，助力脱贫

攻坚、增进民族团结的事迹。
快板《转型发展创一流》、情景表演

《爱，因为在心中》《“心”的方向 新的起
航》《满怀豪情再出发》、合唱《启航新征
程》等节目内涵丰富，寓意深远，兼具观
赏性、艺术性，生动展示了该中心官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的使命
担当，赢得现场热烈掌声。

晚会临近尾声，大合唱《我们是救
死扶伤的排头兵》唱出了新时代人民军
医爱党爱国强军、忠诚使命打赢的心
声，将气氛推向高潮。

下图：歌舞表演《“心”系雪域白衣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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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我又来到千顷洼，瞻仰
马本斋纪念园。此时，细雨霏霏，翠树
滴玉，瞻仰凭吊者络绎不绝。

千顷洼，位于河北省阜城县东南。
这片沙洼，《汉书·地理志》称其为“盖节
渊”，为古黄河冲淤未平的沼泽滞洪
区。后来人们习惯称其为“千顷洼”，沿
袭至今。在这里，流传着许多历史掌故
和民间传说：刘秀遇老人指点迷津而获
救，地理学家郦道元考察古黄河故道，
杨六郎巧布溃水奇阵，鲁智深野猪林救
林冲……

然而，最能感动和吸引我的，还数
抗日民族英雄马本斋及他领导的回民
支队。

1942 年 5月，侵华日军调集 5万多
兵力，疯狂围剿华北抗日根据地。为
掩护冀中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
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发动了攻打泊头
和交河的军事行动，成功牵制了日寇
主力，保证了冀中军区顺利突围、进入
太行山根据地。但回民支队官兵，却
陷入了敌人“铁壁合围”的包围圈中，
形势十分危急。

敌军数量庞大，只有 3000多人的回

民支队想从容跳出包围圈已无可能。
而正面开战的最终结局，很可能是全军
覆没。马本斋和其他指战员决定，在敌
人合围前，尽可能延长隐蔽时间，避免
与敌前锋部队遭遇，以期寻找敌人薄弱
环节，待机突围。

兵贵神速。朝着地图上所标示的
那片森林，回民支队星夜出发，马不停
蹄，人不歇脚，向千顷洼急进。

本来，千顷洼沙地上生长有密密麻
麻的柳树，片片成荫。风起沙飞时，树
林里昏无天日。非本地人，若进入洼
里，就会迷失方向，易进难出。如此万
亩天然屏障，是官兵绝好的隐蔽之地。

然而，回民支队到达目的地后才发
现，大片丛林已被敌人砍伐，沙地上只
剩下稀疏的荆丛棘树，部队难以隐蔽。
马本斋便立即命令部队进入附近的高
庄、纪庄两个小村子，并将司令部设在
高庄村北的小场屋内。

这时，侦察员陆续送回敌情，地方
党委的敌工部门也派人送来紧急情
报：敌人已在津浦、德石两路布置重
兵。马本斋临危不惧，一番运筹，断定
敌人将从南、西、北三面张开口袋，渐
次向东推进，迫我进入极其危险的两
难境地——如我向西运动，必钻入其
口袋；如向东，则敌人将顺势压迫我到
津浦、德石两线交汇处之三角地带，以

图聚而歼之。形势危如累卵，回民支
队如何行动，到了必须即刻作出决断
的时刻。

马本斋处变不惊，指挥若定。他严
令部队隐蔽，要求官兵只要不被发现，
即使敌人擦肩而过也不可开枪。他认
为，敌人必会向东跟进，以达其歼我于
津浦西侧之目的。随着敌人兵力的运
动，西、南、北方向公路上的封锁线必将
出现薄弱环节。那时，我军出其不意，
一鼓作气，迅即向西，就能在敌人口袋
底部捅一个窟窿。指挥员们经过短暂
而激烈的争论后，同意了马本斋的突围
方案。

历史证明，马本斋的预料十分精
准：合围的敌军在路过纪庄、高庄向东
推进时，果然忽略了这两个小村子。
在敌人看来，这两块弹丸之地根本无
法容纳、存留 3000 多人的回民支队。
回民支队机枪手遮盖着笤帚的枪口，
在离敌人行军队伍很近的情况下，都
没有被发现。

然而，由于一个突发情况，突围战
提前到来了。当日寇的一个小分队接
近回民支队前沿阵地时，回民支队一大
队三中队战士想全歼敌寇，便跳出掩
体，与日寇展开肉搏战。最终，他们刺
杀鬼子 13人，只有 1人逃窜，并开枪向
我射击。

枪声惊动了运动中的大队日军。
日伪军迅速在距纪庄不远处设下 3道
防线，用密集火力封锁向西突围的路
线。一时间杀声震天，战斗十分惨
烈。随后，敌人抢占了村西北的沙岗
和高家坟等制高点，用机枪疯狂扫射，
回民支队司令部机关伤亡惨重。鲜血
染红了高家坟和周围的沙岗。

就在这紧急时刻，突然狂风大作，
沙尘扬起，遮天蔽日。鬼子和伪军，被
风沙迷失了方向，乱作一团。回民支队
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迅速突破重围。

在这次战斗中，日伪军投入兵力约
1万 5千人，被歼 300余人，回民支队牺
牲 88人。千顷洼突围战，成为我军作战
史上极为突出的范例之一。
“鏖兵夜半战豺狼，貔虎拼杀忘死

伤。昔往英豪丹碧血，换来今日麦花
香。”2015 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
阜城县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经过
4年建设的马本斋纪念园，落成开园供
世人瞻仰。

我是听着回民支队血战千顷洼的
故事长大的。在家乡读小学、中学时，
几乎每年清明我们都要到千顷洼扫
墓，凭吊烈士，缅怀先烈。马本斋纪念
园落成后，凡回乡扫墓，我都要去瞻仰
凭吊。尤其入伍后，我再到纪念园来
瞻仰，想起丛林深处回民支队血战敌
寇的壮烈历史，就感觉激烈的枪声仿
佛还回荡在耳边，都会感到心中热血
涌动。

如今的千顷洼，沙地变沃土：千顷
林海，茂密青翠，层层叠叠。千亩澄湖，
碧波荡漾。步入林海，鸟语花香，古树
参天。老人们说，是回民支队英雄的
魂，茁壮了树木；是回民支队英雄的血，
泽润了大地。

枪声仍在回荡
■王保生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32677部队文
化轻骑队又一次走进草原。

这一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四子王旗
乌兰花蒙古族小学，迎来了一名特殊的
老师——32677 部队某汽车营教导员
苏枫。只见他站在讲台上，为学生们详
细讲解着“军”与“车”两个汉字在漫长
演变中结下的不解之缘，讲述着汽车兵
前辈们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他的脖
子上，是一条由蒙古族小姑娘伊茹汗为
他戴上的鲜艳红领巾。
“我们是汽车兵版的‘乌兰牧骑’，

要把红色文化送到草原，助力做好推广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走下讲
台，苏枫道出心声。

该汽车营前身是一支从乌蒙草原
走出来的骡马队，在 73年的岁月变迁
中，他们始终传承优良传统，与蒙古族
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几十年来，该营

一代代官兵牢记民族团结重任，进校园
共育帮教、进牧区爱心帮建、进草原结
对帮扶，曾多次被上级表彰为“民族团
结模范集体”。

在乌兰花蒙古族小学，除了给孩
子们上文化课、讲战斗故事，轻骑队队
员们还为每名学生赠送了一本《雷锋
日记》。“雷锋是我们汽车兵的杰出代
表”，队员王少楠说，“希望借此将雷锋
精神和汽车兵文化传递给草原上的下
一代。”

夜幕时分，官兵回到了营区。任务
虽告一段落，但文化轻骑队的使命还没
有结束。俱乐部里，蒙古族战士科尔沁
正在为战友们讲解蒙古语和蒙古族文
化。教导员苏枫说，轻骑队的下一站将
在草原更深处的牧区，为了和牧民更好
地沟通，学好蒙古语是轻骑队队员们必
不可少的一课。

把红色文化送到草原
■周 信 本报特约记者 赵佳庆

基层文化景观

32677部

队文化轻骑队

走进四子王旗

乌兰花蒙古族

小学，开展共

育帮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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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陆军某旅文艺轻骑队队员慰问驻训官兵。 王光耀摄

文艺轻骑队风采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