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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礼赞

优秀作品赏析

我曾多次到古田会议旧址参观，每次

都被“古田会议永放光芒”的巨幅大字所

感动。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置信这样一

座小小的廖氏宗祠院落，就是我们党确立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就是我

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就是新型人民军

队定型的地方。

一

时间如洪流，虽波涛滚滚一往无前，

却也曲折蜿蜒、千回百转。而上杭县古田

镇——这个闽江北岸的小镇，先后两次为

我们提供了见证人民军队定型和重塑的

地理方位与历史支点。

1929 年 12 月 28 日、29 日，中共红四军

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回到红四军

前委书记任上的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

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120

多位代表聚集在廖氏宗祠中间的小会场和

天井里。当时，大雪初霁，天气寒冷，代表

们衣着单薄，围火取暖。在思想的光芒与

炭盆的火光映照下，与会代表驱除了心头

的迷茫和身体的寒冷，一派“不似春光，胜

似春光”的豪迈激情溢满小院。

古田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

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就是永放

光芒的《古田会议决议》。

时隔 85 年的 2014 年 10 月，古田这个

小镇放射的霞光再次引起世人瞩目。新

世纪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这里召

开，与会代表重温历史，追根溯源，聆听

习主席发表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明确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

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

供坚强政治保证。

历史如同昨日，这次重要会议开启了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新征程。

二

192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

红四军主力 3600 余人顶风冒雪撤离井冈

山，挥师闽西，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这

是一次打破湘赣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

的艰难抉择。

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无论身

处何等逆境危境险境，都能始终保持坚定

的信仰、顽强的意志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当时，毛泽东住在闽西永定金丰大山的一

个小竹寮里，小屋不到 10 平方米。他在

一块木板上题写了“饶丰书房”的匾额，使

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山村顿时弥漫了文化

气息。毛泽东立身小屋，胸怀全局，服药

治病、批阅文件、沉思写作……更多的是

深入思考党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曾

经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

阶级的军队”的著名论断。而军队的领导权

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的核心问题。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无

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在残酷

的游击战争环境和严酷的自然生存条件

下，如何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

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

的新型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根

本性问题。

贯彻落实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首

要是听党指挥。

重温习主席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的讲

话，仍振聋发聩。“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

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

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

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

仗、指挥打仗。”

“ 雄 关 漫 道 真 如 铁 ，而 今 迈 步 从 头

越”。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重新焕发政

治工作威信威力，强力铸牢听党指挥这个

强军之魂。这次会议要求把理想信念、党

性原则、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威信在全

军牢固立起来，着力抓好铸牢军魂等五个

方面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

的生命线作用。

这无异于一次“头脑风暴”。经过新

一轮政治建军的洗礼，我们亲眼目睹了人

民军队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全军官兵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战 争 年 代 召 开 的 古 田 会 议 ，突 出 思

想建党、政治建军，基点是加强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落点则是指向提高红军的

战斗力。

和平时期军队建设依然如此。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

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

命性的变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

现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都对人民军队有

效履行历史使命提出了现实要求。

胜战，是一支军队存在的根本价值，

这决定了战斗力是军队履行职能使命的

先决条件。

三

由于机缘巧合，我有幸与几位全军备

战打仗标兵相遇，亲眼目睹了他们的风采。

在大漠深处，我曾与“蓝军旅长”满广

志深谈，这位优秀指挥军官曾在“跨越·朱

日和”系列演习中，以指挥周密、灵活、高

效，战法多变见长，在与参演部队对抗中

取得优异战绩，有效发挥了“磨刀石”作

用。他眼中闪烁的智慧之光和话语里强

烈的忧患意识令我动容。

在西藏高原，我曾与女兵袁远交谈，

这个“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西藏军区某炮

兵旅女子战炮班班长，让我亲眼看到新一

代青年官兵矢志报国、精武练兵的远大抱

负。袁远被四川一个大学的空中乘务专

业录取，军训时萌生参军念头，从“准空

姐”成为“高原女兵”。从海拔 3700 米的

营区到海拔 5000 多米的野外训练场，从

火控手、地控手、装填手、吊臂操作手到驾

驶员，她日夜勤学苦练，双手磨出茧子，终

于 破 茧 成 蝶 ，成 为 驾 驶 炮 车 的“ 全 能 炮

手”。她和战友们充满自信与阳光般的微

笑，就像格桑花一样灿烂。

我也曾近距离接触“猎鹰突击队”，这

支英雄部队的“魔鬼周”极限训练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这项每季度的例行课目，7 昼

夜中，每名队员全程携装 30 公斤，每天在

山林、断崖、滩涂、河流等陌生复杂地域，连

续完成 10 公里奔袭、30 公里负重行军、极

限搏击、综合越障等 40 多项训练内容，不

断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锤炼制敌硬功。

他们机智、勇猛，意志如钢铁一样坚强。

去年我在驻闽某部“红四连”蹲连当

兵，与官兵生活战斗在一起，更是被官兵

们练兵备战的忠诚信仰、高昂士气和战斗

精神所感动。让我深切体悟到平时的军

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是生成和提高

战斗力的基本途径，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军事斗争准备。

此刻，古田红军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激

越号角犹在耳旁，让我不由想起古田会议

召开前的重阳节，当时临江楼庭院中黄菊

盛开，汀江两岸霜花一片。毛泽东触景生

情，欣然填词一首《采桑子·重阳》：“人生

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

黄花分外香……”

这是诗人毛泽东对自然万物、生命伟

力的礼赞，同时也是伟人毛泽东对人民军

队脱胎换骨、定型重塑、走向新生的期许。

弹指一挥间，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

诞，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指引下，正向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阔步迈进。

强军兴军永远在路上。如今，当年古

田会议的那一抹灿烂霞光与新时代的朝

阳融为一体，正在人民军队的新长征路上

放射出万道光芒。

霞 光 万 道
■程文胜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曾评价说，一首

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进入新时

代，有这么一首歌，响彻在热气腾腾的练兵

场上，响彻在祖国边海防的前线上……唱

响了广大官兵勇往直前投身强军事业的豪

情和豪迈，这首歌就是《强军战歌》。

“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为了教

育引导广大官兵牢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坚定强军信念，自

觉献身强军实践，词作家王

晓岭和作曲家印青领受了

创作一首反映强军目

标歌曲的任务。王

晓岭和印青一

致认为：要

围绕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战

歌，必须深刻领会强军目标的科学内涵和

实践要求。听党指挥是灵魂，能打胜仗是

核心，作风优良是保证。准确把握强军目

标的核心要义后，王晓岭很快完成了歌词

创作。“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

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

旗上写满铁血荣光。将士们听党指挥，能

打胜仗，作风优良。不惧强敌敢较量，为

祖国决胜疆场……”歌词言简意赅，起句

用“听吧”做开头，富有极强的号召性。

印青拿到歌词后，酝酿着如何谱曲，

曲调既要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又要富有

时代气息，写出新意来。于是，他一反传

统军歌从正拍起的惯例，而采用主歌从

后半拍弱拍起的形式，到副歌再转入正

拍，从而形成强烈的音乐对比……印青

说：“这就像‘回过拳头打人’，打出去更

有力量。”

词曲写好后，王晓岭和印青亲自到连

队教战士们学唱这首歌。随后《强军战

歌》在报纸上发表，并被录成光盘下发部

队，成为军营内外广为传唱的歌曲。

2014 年，《强军战歌》荣获第十三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15 年，《强

军战歌》又入选“中国梦”主题第二批新创

作歌曲。9 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

上，由来自军校的 1200 名学员组成合唱

队，高唱《强军战歌》。伴随着受阅官兵

“为人民服务”“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的呼号声，《强军战歌》成为阅兵式

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 部 好 的 文 艺 作 品 ，要 把 握 时 代 脉

搏，聆听时代声音，为时代画像；要能与时

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要能触及人的

灵魂，引起思想共鸣。《强军战歌》这首唱

响时代强音、鼓舞军威士气、激励军心民

心的战斗歌曲，唱出了全军将士对强军目

标的不懈追求，唱出了全军将士践行强军

目标的万丈豪情。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支从战火硝

烟中一路走来的人民军队，背负着人民和

民族的希望，又一次唱响《强军战歌》。听

吧，战歌响起；看吧，旌旗猎猎。这既是新

征程对将士们的声声呼唤，又是将士们立

下的庄严承诺。就像写入苍穹的铮铮誓

言一般，必将激励广大官兵以高度的历史

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在强军新征程中

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豪情满怀唱响《强军战歌》
■钱均鹏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 星期二 8版责任编辑/戴墨

筑梦强军
汪德龙篆刻

这是战斗的集群在集结

在辽阔的、深褐的大漠戈壁疾驰

翻腾起隆隆的雷声

犹如夏日的篝火，用暴雨般的锤击

为军人送去力量和赞美

这是战斗的集群在集结

金属浸透迷彩，峥嵘写满军旗

中国革命的果实

在我们思想的丛林

扎下深深的根

长征，依旧每夜

在灯光下进行

延安窑洞的烛火

响彻我们灵魂的四壁

这是战斗的集群在集结

烟尘击打青铜的旋律

步履激荡联合的豪情

肌肉耸起山峦，汗水流淌巨浪

一支军队的血性，在野性的大漠升腾

我们是中国军人

是绿色的海洋

是枪炮所构造的金属的鸽子

是夏日乐章中最热烈的一节

是峭壁上的花朵和黄金

是转折关头升腾的烈焰

是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

我们守卫着黄河的古老

守卫着辽阔的海洋和天空

以及敦煌壁画的色彩

我们热爱的云朵，垂下雨滴

呵护祖国大地上每一粒细微的种子

这是战斗的集群在集结

电磁的闪电蓄满山冈

巨舰驶向深蓝的浪花

我们是深山密林内，大漠洞库里

直指苍穹的利剑

是冲击蓝天的极限飞行

是惊涛骇浪里

潜在最深处的

无言的警惕

我们是神舟，是北斗

是天河，是天宫，是嫦娥，是蛟龙

是写在每个中国人脸上自豪的微笑

这是战斗的集群在集结

我们是强军征程上

品味硝烟芬芳的

年轻的脸孔

是迈向世界一流的

热切的渴望

是热血开在身体外的

漫山遍野的红杜鹃

是把忠诚铭刻进骨头里的

永不褪色的金色誓言

这是战斗的集群在集结

只要有古老的大地

只要有父母与爱情

只要有婴儿脸上甜蜜的微笑

只要有美丽的人流和耸立的大厦

我们清澈的爱，就会永远

在大地上流淌，永不停息

只要有复兴的梦想

只要有万众一心磅礴向前的脚步

我们就会永远用警惕的姿势抗击阴影

只要有和平的阳光

只要有劳动的号子

我们军人的意义就会永远

在大地上流传，绵绵不绝

朱
日
和
：
钢
铁
集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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