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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

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风沙阵

阵，浩瀚苍茫，浑厚响亮的歌声响彻西

北戈壁上空。实兵对抗演练前夕，第 74

集团军某旅“志愿军战歌连”官兵迎着

风沙，面对连旗，气势铿锵地唱起当年

响彻抗美援朝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歌》。

战歌穿越时空。1950 年的鸭绿江

畔 ，由 该 连 时 任 政 治 指 导 员 麻 扶 摇 作

词，著名作曲家周巍峙谱曲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歌》，被誉为战场上的“精神

原子弹”，鼓舞着志愿军将士前赴后继、

英勇杀敌，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奏

响了不畏惧任何强敌的“战斗旋律”。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唯精神永放

光芒。“志愿军战歌连”传承弘扬伟大

的“抗美援朝精神”，凝练出以“捍卫和

平，保家卫国的忠魂正气 ；齐心团结，

众志成城的民族志气；不畏强敌，逢敌

亮剑的向战胆气；敢打必胜，无往不胜

的血性豪气”为内涵的“志愿军战歌精

神”，激励官兵矢志练兵备战，践行初

心使命。

一

西北戈壁，火炮列阵。

“放！”随着阵地指挥员一声令下，

数十道火舌划破夜空，覆盖目标，迸发

出 耀 眼 的 火 光 …… 这 是“ 志 愿 军 战 歌

连”不久前组织实弹射击时的一幕。

历史照耀现实，现实辉映历史。70

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场上，该连有着相

似的“火力奇袭”。

1950 年 12 月，该连配属进攻部队

担负突破临津江防御任务。面对敌精

良的装备与牢固的阵地，该连毅然请缨

对敌强行压制射击。呼啸而出的炮弹

如同一把把尖刀，刺向敌炮阵地，使敌

火炮在开战 40 分钟内未发一弹，完全被

打“哑”。这次炮击有力支援了前沿部

队的冲击，被兄弟部队誉为“取消敌炮

发言权”。

次年 2 月的汉江阻击战中，敌军调

动 40 余辆坦克、30 余架战机和 10 几门

火炮对志愿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在

敌炮压制和飞机轰炸下，“志愿军战歌

连”官兵将火炮推进至距敌 1000 多米

处，对敌坦克实施直瞄射击。如此出其

不意的战法，一时间使敌连连受挫，进

攻迟滞。

“钢少气多”的“志愿军战歌连”官

兵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凭借过人的胆

气 和 坚 定 的 信 念 ，创 造 了 一 个 个 看 似

“不可能”的奇迹……

英雄前辈的血性基因，在今天的官

兵身上传承。该连下士李家成第一次

以瞄准手的身份参与实兵对抗演练，担

负着全连最为关键的任务。尽管在训

练场上他的成绩都能达到良好，但是面

对恶劣环境下的严苛要求和多昼夜“持

续作战”的考验，李家成心里起初有点

没底，总担心自己完成不好，在关键时

刻给连队丢脸。

“同为‘志愿军战歌连’的一员，先

辈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先辈的荣光要

由我们来续写。”一次党史学习教育课

中，在重温了连队的光荣战史后，李家

成下定决心挑战自己。他与全连瞄准

手一起，将帐篷搭在炮库旁，白天顶着

40 摄氏度的高温练手法、推流程，晚上

打着手电在帐篷里查资料、做总结，在

训练间隙向老操作手请教学习。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他以全连第

一 的 考 核 成 绩 ，充 满 自 信 地 走 上 演 训

场。

硝烟滚滚，钢铁火炮列阵荒漠、蓄

势待发。指挥所不断传来指挥口令，班

长欧睿准确复诵，李家成精准操控，动

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数十发带着尾

焰的炮弹精确覆盖靶区。随着一声声

轰响，“志愿军战歌精神”在官兵心中焕

发着新的光芒。

二

每日操课哨声响起，全连官兵在楼

前整装待发，热情高昂，齐唱《中国人民

志愿军战歌》。连队一、二楼走廊上挂

满军事训练一级单位、集体二等功等牌

匾。站在连队赫赫“战功”前，官兵既备

受鼓舞，也倍感压力。

“部队每次移防，第一件事就是挂

荣 誉 牌 匾 。 每 逢 新 兵 下 连 、新 干 部 任

职，第一堂课就是去连队荣誉室参观学

习；每逢重大演训任务，第一件事就是

重温光荣连史，传承先辈精神。连队通

过这些方式，不断将红色基因根植在官

兵心中，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

该连现任指导员杨德程说，70 多年来，

连队转战南北、武器装备不断更新，“志

愿军战歌精神”始终高昂。

2017 年初，士官陈俊光刚在原驻地

买房安家，所在部队就接到移防命令。

面对抉择，他在决心书中写道：“受命之

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亲，击鼓

之时则忘其身。我将怀揣着这份信念

再出发。”

2018 年，炮长唐报代表连队参加炮

长专业集训。在考核中，因个人失误未

能捧回连队蝉联多年的冠军奖杯。含

着眼泪回到连队后，他训练更加刻苦。

第二年，他再次报名参训，经过不懈努

力，终于取得总分第一的好成绩。

该 连 驻 地 位 于 改 革 开 放 最 前 沿 ，

近 年 来 ，面 对 意 识 形 态 领 域 的 复 杂 斗

争，“志愿军战歌精神”的教育激励作

用 怎 么 发 挥 ？ 战 斗 文 化 如 何 传 承 ？

该 连 官 兵 为 此 多 次 与 老 指 导 员 麻 扶

摇交流。

“战歌应该与时俱进，为表达新一

代军人的心声服务……”时任指导员张

晓强接到麻扶摇的回信后，组织大家集

思广益，把战斗故事、战斗歌曲、战斗诗

词作为培育战斗精神的三大载体。

他们从连史中选取不同历史时期的

30个经典战斗故事，还原细节、结集成册，

让官兵从中感悟战斗精神；选取《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歌》等 25首战斗歌曲，梳理出

每首歌曲的创作背景，让官兵深层次了解

歌曲背后的家国历史；集纳 80 首古今优

秀军旅诗词，开展诗词赏析、接龙和背记

活动，润物细无声地滋养军人豪情。此

外，他们还多次邀请连队老兵讲历史、话

传统，帮助官兵深入了解红色基因传承脉

络，加深对红色血脉的情感认同。

三

在“志愿军战歌连”电子史馆后记

中有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是根，就让

它根深叶茂 ；是魂，就让它魂牵梦绕。

每当祖国和人民召唤的时候，战歌就像

一粒火种迅速点燃全连将士的激情，续

写战歌连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2017 年，“志愿军战歌连”改编移防

还不到一个月，连队党支部就向上级请

战担负特种弹试射任务，向“取消敌炮

发言权”的前辈看齐，“雄赳赳、气昂昂”

地远赴西北戈壁。

在戈壁滩上，狂风如刀削、昼夜温

差大。很多从南方来的战士不适应，出

现了流鼻血等情况，只能用水打湿毛巾

敷在鼻子上，才得以缓解。

恶劣环境对身体的影响，咬咬牙就

能克服，但武器装备在高海拔环境下的

性能“变化”，却让官兵担心。因为瞄准

时 如 果 差 一 个 密 位 ，误 差 就 可 能 上 百

米。大漠里，连队党支部带领官兵一遍

遍推演射击流程，查找问题根源，集思

广益寻找解决办法，最终完成了 6 种 48

发特种弹射击，打出了一套效能成果，

顺利完成实弹射击考核。

2018 年底，连队换装某新式自行火

箭炮。“我们是‘志愿军战歌连’，就该打硬

仗。”新装备列装次年，连队远赴西北大漠

展开实弹射击演练，连长李勇主动请缨，

代 表 全 连 把 最 艰 巨 的 任 务“ 抢 ”了 过

来——探索新装备在戈壁沙漠地区的新

打法。

敢打！必胜！新装备列装仅半年，

他们相继攻克沙土地发射阵地构设、大

风天候影响等难题，不仅顺利通过实弹

射击检验，还凭借最高的命中率，获得

全旅总成绩第一名，被誉为“神炮连”。

在“志愿军战歌精神”的感召下，全

连官兵铆足了劲儿，争相为连旗添彩、

为战歌助威。自 2017 年以来，连队荣立

集体二等功 3 次，集体三等功 1 次，连续

3 年被战区陆军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单

位和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让战歌响彻练兵场，把荣誉写在战

旗上。今天，为真正实现“气”多“钢”

硬，“志愿军战歌连”官兵正向新的目标

发起冲锋。

上图：战斗警报拉响，官兵迅速登

车出动。 黄 海摄

战歌精神的时代回响
■黎 斌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 海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令女兵柳岳继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上甘岭战役。战友

们在枪林弹雨中前赴后继、出生入死，

给了她极大的心灵震撼。作为上甘岭

战斗一线的文艺女兵，她的事迹曾被

《解放军报》报道，被誉为上甘岭的“百

灵鸟”。

1950 年 4 月，柳岳继实现了参军的

心愿，那时她年仅 15 岁。因怕家人阻

拦，柳岳继瞒着家里偷偷跟着部队出

发。走到半路，母亲追上来，柳岳继不

同意和母亲回家，坚决要跟着部队走。

为了不让母亲再追上来，她跑得磨破了

脚，鲜血染红鞋子。路上，一名军人问

她的脚怎么了？得知原因后，他立即告

诉柳岳继：“骑我的马。”

骑了一天马，柳岳继感慨这位“马

夫”真是个好人，大家却哄堂大笑起来。

原来，那名军人哪里是什么“马夫”，他就

是时任第 15 军军长秦基伟。这段参军

路上的插曲，让柳岳继始终难忘。

回想自己当年执意参军的倔强，柳

岳继说：“一个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也

要为国家。参军可以保卫我的国家。”

柳岳继刚参军不到一年，正在重庆

驻扎的第 15 军接到命令，开赴抗美援

朝战场。在动员会上，军长秦基伟斩钉

截铁地说：“全体将士为保家卫国要奋

力拼杀、舍生忘死。不上光荣簿，就涂

烈士碑！”不少战士深受感动，咬破手指

写下血书请战。

两 个 月 后 ，第 15 军 进 入 朝 鲜 境

内。政委给文工团下达任务，“哪里有

战士，哪里必须有歌声；哪里最艰苦，就

要到哪里去！”

柳岳继跟随文工团上了前线，把英

雄的事迹编成文艺节目，鼓励战士们奋

勇争先。行军的时候，文工团打着快板，

哪个连队走过来了就唱哪个连队。柳岳

继那时扎着小辫子，战友们都亲切地称

她为“小辫儿”，走到哪里都喜欢带着她。

歌声的背后，是残酷而惨烈的战

斗。一个夜晚，战友们跨上清川江大桥。

美军用火力封锁了桥面，飞机轮番轰炸。

桥下是志愿军的工兵，半个身子泡在水

里。敌机不停地炸，工兵就不停地修。

桥 面 上 硝 烟 弥 漫 ，听 到“ 跑 步 前

进”的口令后，柳岳继撒腿就跑。空中

敌机呼啸俯冲，机枪声、炸弹声不断。

炸弹落到江心，溅起粗大的水柱。跑

到桥尾的时候，精疲力竭的柳岳继腿

一软，“扑通”一下摔倒在地，背的米袋

子也从桥面被炸出的洞中滚落。她实

在太累了，跌倒后竟感到无比轻松，大

口地喘着气，真想好好躺一躺。一位

护桥的战士冲上来一把拽起她：“你还

活着？趴那干什么，快跑！”趔趄的柳

岳继刚跑了仅一分钟，原来摔倒的位

置就被一发炮弹炸开了花。

柳岳继说，自己在前线和战士们朝

夕相处，深受战士们的鼓舞和激励。有

的战士被烧伤，浑身都包裹起来。看到

这种景象，柳岳继心里难过得唱不出

歌，战士们却很乐观，还把以前的照片

拿给文工团的队员们看，“我们以前也

是帅小伙！”

“我们的生命是平等的，我不比人

家 金 贵 ，为 什 么 人 家 能 牺 牲 ，我 就 不

能？”柳岳继陷入深深的思考，“既然来

抗美援朝，就要抱着无畏牺牲的决心。

恐惧是一天，勇敢也是一天。”

大家那时都想当英雄，英雄是连死

都不怕的，荣誉感可以让人忘掉恐惧。

战士们不怕死，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

家。柳岳继回忆，战士们没有多高的文

化，但思想境界却很高。

柳岳继看到战友牺牲得最惨烈的

一幕，也是令她终生难忘的一幕，是在

上甘岭。

1952 年 10 月 14 日，震惊世界的上

甘岭战役打响。“14 号那天，突然炮声

不断。当时煤油灯也点不住了，刚燃起

来就被炸弹的气浪扑灭。”

第 130 团团长下令，让文工团的 3

位 同 志 柳 岳 继 、王 子 毅 、陈 惠 霖 后

撤。“要打大仗了，你们 3 个回去，在这

里很危险。”

“让我们回去？碰上了大仗还后

撤，哪有这道理？”柳岳继和其他两人坚

决不走。最终留下来的她负责照顾伤

员，很多战士出征时还好好的，回来的

时候已面目全非。她帮助战士在衣服

后面写上名字、年龄、家庭住址，把他们

的东西包起来、做好标记。

战斗期间，2 连爆破班在敌人的鼻

子底下挖了一个防空洞。听说之后，柳

岳继坚决要求去防空洞慰问，结果这次

出事了。一天夜里，敌人漫无目的地打

冷炮，偏偏一发炮弹击中了防空洞，洞口

被掩埋，柳岳继和战友们被封在洞里。

刹那间，刚才还在说说笑笑的副排长当

场牺牲了。另一名战友大腿被炸断、鲜

血横流，柳岳继用了三个急救包也止不

住血。

修好暗堡之后已经是白天，大家不

能暴露在美军的飞机下，于是又在洞里

待了一整天。一天一夜，牺牲的战士就

躺在洞里，再往里面是受伤的战士。

受伤的战友展现出极大的毅力和坚

忍，不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他太疼了，

嘴唇都是紫的，明明疼得受不了却不叫

出来。他能不能挺过来，能不能坚持到

医院？”柳岳继紧紧抓着受伤战士的手，

很怕他会离去。

在残酷的战争中，柳岳继学会了扔

手榴弹、射击和包扎。在寒冷的冬天，

她的双手被冻掉皮，两只脚的指甲全部

被冻掉。供给线被炸断的日子，她到处

找野菜充饥。部队晚上行军，白天休

息，她每天都要给自己挖一个掩体，要

挖到半人深，手上常常是血泡。“那时我

年纪小，什么都不想，只想碰到敌人就

扔手榴弹。我们不怕死，就怕当俘虏，

遇到敌人就同归于尽。”柳岳继说，在朝

鲜战场上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文艺

战士们都表现得很勇敢。

今年 10 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1 周年纪念日当

天，一群志愿者来到柳岳继的家中，向

这位经历战火硝烟的老兵致敬：“您是

国家的功臣、民族的骄傲。对您在国家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保家卫国的壮举，

我们崇敬、感恩、感佩！”

“谢谢你们，我很感动。”柳岳继微

笑着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战
场
飞
来
﹃
百
灵
鸟
﹄

■
张

颖

电影《长津湖》，将我的思绪带回到

71 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场。看着革命先

辈们背负保家卫国的使命在炮火硝烟

中冲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也在

内心不断自问：“作为一名军校学员，革

命先烈的精神该如何传承？”

跨越 71 年的时空，回到长津湖战

场，我想到了上海籍战士宋阿毛。他所

在的 6 连 125 名指战员无一人畏缩，直

至屹立为世间最悲壮的冰雕。后来，战

友找到他死前留下的绝笔诗，诗中写

道：“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

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

上！”短短几句话说出了一名军人无怨

无悔的忠诚。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这群“最可爱的人”将誓言书写在

战场上。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义

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英

雄屹立在阵地的身影化作了无与伦比

的精神力量。

今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仍在中

华大地上传承。血战到底的胆魄、无所

畏惧的血性、勇于担当的精神仍然流淌

在中国军人的血脉中。

家国安危事，军人肩上责。作为一

名青年军人，理应以青春之我、奋斗之

我，跑好自己的接力棒。同时，作为一

名军校学员，更应不负韶华、不负新时

代，在强国强军的征程上书写自己的精

彩。71 年前革命前辈能做到的，71 年

后接过战旗的我们也能做到。

跑好自己的接力棒
■邹逸凡

在中国文化史上，许多戎马一生的

军人集文韬武略、智勇双全于一身，擅

长将军旅生涯与诗词、书画、篆刻等艺

术有机结合，使其作品彰显出大气磅

礴、威武雄壮的军人特色。李巨泰就是

当代军旅书法、篆刻、美术家中的一位

出色代表。

今年 7 月，李巨泰书法绘画篆刻作

品选《书画情缘》出版发行。人民日报

社原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

誉主席邵华泽为该书题写了书名。这

本作品集收录了李巨泰的 300 余幅书

法、绘画、篆刻作品。

多年来，李巨泰始终秉持“为党树

碑、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放歌”的艺术追

求，用妙笔和刻刀创作了众多佳作。捧

读《书画情缘》一书，欣赏那一幅幅个性

飞扬的作品，犹如走进了一个墨韵丰

盈、气象万千的世界。多年的军营生

活，给了李巨泰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他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战士

生活的，如《光荣参军》《国庆阅兵训练

拾零》《边关胜迹图》《雪域高原》等，都

笔酣墨畅、意境深远。

《书画情缘》一书中最为抢眼的是

作 者 的 书 法 作 品 ，浑 厚 苍 劲 ，气 势 如

虹 。 收 入 书 中 的 45 幅 书 法 作 品 包 含

楷、行、草、隶、篆等多种书体，字里行间

彰显出军人以笔达情的豪迈奔放，给人

耳目一新的艺术感受。

李巨泰自幼习书，书法功底扎实。

楷书从颜入手，法度严谨，字迹秀逸；隶

书取法汉碑，用字宽绰，笔力遒劲；行书

习“二王”之风，节奏流畅，韵律灵动；草

书气势磅礴，潇洒自如；隶书老辣有劲，

给人强烈的艺术冲击力。李巨泰从兵

学 圣 典《孙 子 兵 法》中 ，感 悟“ 书 道 犹

兵”，把“以奇制胜”的兵道思想融入书

法艺术中，每篇书作颇有“士兵列阵”之

意趣。

李巨泰在绘画艺术上也是一位孜孜

以求的探索者。他以自己的天赋和才

华，创造了个性鲜明的艺术世界，奉献出

一幅幅生动细致、别具情调的绘画作

品。他的绘画立足军事题材，是在生活

基础上的提炼发挥。如《巍巍太行》《强

军之路》《大漠英雄树》等作品，既有鲜明

的地域和军事特点，又有心灵与外物相

交的深切感触。因此，他的作品笔墨潇

洒，灵活多变，气足韵丰；发所当发，止所

当止，疏密有致，颇具笔墨魅力与技巧，

显露出一股阳刚劲拔之气。

李巨泰性格开朗，心胸豁达，他的

作品也呈现出大开大合、气象万千的意

境。其作品中蕴含的英雄气质、家国情

怀，荡气回肠，让人久久回味。

扎根军旅的艺术之美
—赏析李巨泰书画篆刻作品《书画情缘》

■徐 生

观影心得

理个干净利落的短发，从军之路

已经踏出第一步。

兵 漫

军营新生活
■曾陈龙/文 刘 笑/绘

对军营的新鲜感还未褪去，训练

就开始了。

阶段性考核是对新战士能力素

质的检验。

学习战场救护理论知识和操作

要领。

在“大家庭”第一次过“集体生日”。 授衔，永生难忘的光荣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