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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 一 声 砸 向 旧 世 界 的 锤 头 撞

击……”随着铿锵有力的开场词，武警

湖北总队庆祝建党 100 周年“永远跟党

走”歌咏比赛优秀作品展演拉开序幕。

这是他们向党的百年诞辰的一次献礼，

也是该总队“人人有才艺、班班有精品、

队队有特色”群众性文化活动（下文简

称“三有”活动）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该总队新闻文化工作站干事刘意

平身兼展演活动的导演、演员、主持 3 个

角色。看到展演的热闹场景，再回想过

去几年来的经历，她颇有感慨。

该总队原来的业余演出队一直被

官兵习惯性地称作“总队文工团”。在

改革后，队员们分流至各基层单位。这

几年来，作为当年的业余演出队骨干，

刘意平参与了总队在文化工作方面作

出的诸多探索 。“三有 ”活动全面推开

后，她感到耳目一新、精神振奋。

一

原业余演出队骨干队员、现任某中

队指导员的向剑，2018 年年初回到基层

部 队 任 职 。 在 大 家 的 眼 里 ，向 剑 本 事

“硬核”：除了本职工作做得好，还有突

出的文艺特长，曾多次获得武警部队甚

至全军的文艺演出奖项。大家都希望

他在基层文化工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基层是火热的，也是繁忙的。如何

兼顾本职工作和业余文艺创演？这个

难题曾一度困扰着向剑等基层优秀文

艺人才。经过深入调研，该总队创新推

出“三有”活动，明确要求将“三有”活动

开展情况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

容，纳入“双争”评比综合考量，每年还

将评选表彰一批“三有”活动先进单位

和个人，并对基层单位开展活动的时间

作出了规定。

“当好基层文化工作的‘孵化器’，

发挥自己的作用，带动基层文化工作蓬

勃开展。”有了上级支持，向剑和众多业

余文化骨干动力更足了。他们积极带

领官兵参与文艺创演，在基层文化建设

中大展身手。

原总队业余演出队队员、某支队通

信中队中士张慧 ，在“三有 ”活动展开

后，不仅自己编排舞蹈节目，还带动战

友一起参与。指导员胡创鼓励她们在

遵守保密要求的前提下，利用手机拍摄

短视频，其中不少作品在总队抖音号发

布，获得众多网友点赞。

今年支队“八一”晚会前夕，负责编

演舞蹈节目《永远十八岁》的张慧家中

突发变故。慎重考虑后，她决定待节目

基本动作成型后离队休假，后续排练交

给大家。她利用一晚上的时间把动作

定下来，第二天便集合所有参演人员安

排位置、分配动作。这份信心来自“三

有 ”活 动 的 扎 实 开 展 —— 功 夫 练 在 平

时，参演队员都有一定的舞蹈基础，节

目很快初步成型。在找了两名基本功

比较扎实的女兵和机动中队上等兵阎

皓新协助细抠动作后，张慧放心地提出

休假请求。最终，这个节目在演出中获

得官兵一致好评，为“三有”活动的开展

树起了标杆。

“三有”活动中，机动中队打造“战

士舞台”。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

是协助张慧排演节目的阎皓新。

阎皓新入伍前有舞蹈特长，在中队

指导员李晓阳的支持下，他在中队组建

了“威风锣鼓队”。阎皓新还为乐队谱

写《龙腾虎跃》等多个鼓谱，录制的表演

视频多次在总队微信公众号展播。在

阎皓新的带动下，中队每月举办集体生

日 晚 会 的 时 候 ，都 由 官 兵 自 编 自 演 节

目，中队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

二

该总队“三有”活动开展以来，很多

没有专业基础的官兵凭着热情、专注和

钻劲，创演出一个个兵味浓、接地气的节

目，有力推进了基层文化工作的开展。

“我们要用年轻战士喜闻乐见的方

式来创新教育方法。”去年 4 月，襄阳支

队神农架中队指导员刘聪在工作中发

现，有的新战士对相对枯燥的理论教育

课提不起兴趣。

该中队是标兵中队，营区有 5 棵老

杉 树 。 长 期 以 来 ，他 们 逐 步 形 成 了 以

“始终向着太阳长，忠心向党铸军魂；始

终站成一条线，团结奋进谋发展；始终

扎根于泥土，紧贴官兵接地气；始终着

眼最高处，拓宽视野看全局；始终挺立

当标杆，相互监督促提高”为要义的“支

委杉”精神。在开展“三有”活动之际，

刘聪也在琢磨着排演一台深入解读“支

委杉”精神的情景剧：新兵在打扫“支委

杉”落叶时，吐槽军营生活与理想的差

距，在听到班长对“支委杉”精神的解读

后，改变了认知……

节目创意得到支队领导的支持，认

为“ 可 以 作 为 支 队 招 牌 节 目 推 向 全 总

队”。中队官兵又将说唱、舞蹈等表演

元素融入其中，力图将节目打造成一堂

形式新颖、充满兵味的教育课。

“大家都是来自执勤岗位的官兵，

要打造一台推向全总队的歌舞剧，人才

和骨干从哪来？”一开始，刘聪心里有些

打鼓。几番和老班长们讨论后，刘聪找

到了办法——从有兴趣的战士中挖掘

人才，从有基础的战士中培养骨干，创

造条件、给足时间，让他们充分发挥自

身特长，带动整体起步发展。

去年下半年，刘聪带着连队文艺骨

干、下士徐亚光对《五棵杉树》歌舞剧进

行精心编排和打磨。最终，节目成功在

总队 2021 年迎新春文艺晚会上演出。

刘聪很激动：“‘支委杉’精神又有了新

的传承载体，这是中队全体官兵的智慧

结晶。”

现在，这个中队的梆鼓表演，也将

代表支队参加总队“三有”活动演示会

操。他们利用“三有”活动继承发扬中

队传统，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成为

其他中队学习的样板。

与神农架中队一样，某机动中队也

在“三有”活动中，打造出了“培养官兵、

塑造官兵、成就官兵”的平台。该中队

指导员李佳龙说，他觉得很自豪的是，

现在中队每个人都会乐器演奏，每个班

都有 2 到 3 个拿手节目，官兵组建的乐

队越来越专业。

今年年初，该总队组织官兵在陌生

地域展开为期 5 天的野营拉练。“竹板这

么一打……”在部队行进中，该中队“快

板书”分队跟队表演，赢得官兵鼓掌喝

彩。到达休息地域后，部队集结在一片

开阔地上，文艺骨干们迅速来到场地中

间，开始了一场互动表演。寒冬腊月、

天寒地冻，他们用丰富多彩的节目，缓

解了官兵的疲惫，充分发挥文化工作鼓

舞人心、提振士气的作用。

三

今年年初，该总队迎新春文艺晚会

上 ，黄 冈 支 队 创 作 的 黄 梅 戏 歌 舞 节 目

《强 军 思 想 记 心 头》受 到 观 众 一 致 好

评。该支队政治工作处副主任周月青

对此感慨颇多。“三有”活动开展后，他

发现，基层虽然积极响应，迅速推出主

打节目，但是不少“兵写兵演”的节目质

量还处于“自娱自乐”的水平，需要下功

夫打磨。这其中，地方文化资源的助力

起到很大作用。

据了解，早在 3 年前，该总队各级就

同驻地文化部门签订了文化建设军地

共 建 共 享 协 议 ，不 断 推 进 文 化 场 地 共

用、文化骨干共育、文化资源共享，挂牌

成立文化融合基地 100 多个，建设文化

融合场馆 20 多个，邀请 200 多名地方文

艺人才担任部队文化教员。此次，黄冈

师范学院副教授徐敏就被黄冈支队官

兵请来参与节目编排。

“ 我 们 要 在‘ 炮 火 硝 烟 何 所 惧 ’的

‘炮’字上亮相，在‘武警战士斗志扬’的

‘扬’字上变换动作……”那段时间里，

舞台下徐敏拿着话筒的身影让人印象

深刻。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气、喜庆、兵

味 足 、地 域 特 色 浓 厚 的 黄 梅 戏 歌 舞 节

目，成为晚会的一大亮点。现在，节目

作为“三有”活动的代表作，仍活跃在支

队各类演出中。

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该总队

对文化工作的重视赢得了驻地文化部

门、文艺团体、文化工作者的关注和支

持。两年前，宜昌市曲艺家协会会员张

鲁宜和 10 多名地方文艺工作者一同被

聘为宜昌支队的文化教员。拿到聘书

的那一刻，张鲁宜说：“这本证书的分量

沉甸甸的。能用这样一种方式为部队

服务，很有成就感。”此后，张鲁宜不仅

为支队带出了一批曲艺骨干，还指导部

队编排多个节目。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张鲁宜指导官兵编排了音乐快板书《向

新征程出发》，经总队微信公众号及短

视 频 平 台 推 出 后 ，广 获 网 友 好 评 。 如

今，快板书文化已成为宜昌支队基层文

化工作的一张“名片”。

问 渠 那 得 清 如 许 ，为 有 源 头 活 水

来。目前，该总队依托“三有”活动，不

断创新文化活动载体、延伸文化活动触

角、丰富文化活动内涵，为基层文化建

设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

为有源头活水来
—武警湖北总队开展“三有”群众性文化活动探索与实践扫描

■祁武辉 张鹏飞

基层文化工作有着教育人、熏陶人、激励人、凝聚人的重要作用。实践中，如何解决基层文化活动时间难保证、内容
缺少新意、开展不够持续等问题？武警湖北总队创新开展“人人有才艺、班班有精品、队队有特色”群众性文化活动，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样本。 ——编 者

强军文化观察

苏北徐州，“五省通衢”的交通枢纽

和军事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

兵前，我在这里生活了 17 年。这片氤氲

诗意的红色土地无声地滋润着我。这

里有我割不断的情思。

金戈铁马，旌旗猎猎。从春秋争霸

到隋唐藩争，再到徐州会战，直至“歼敌

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淮海战役，历史上

发 生 在 徐 州 的 较 大 规 模 战 争 多 达 400

余次。

1948 年 11 月 6 日至翌年 1 月 10 日，

人 民 解 放 军 在 以 徐 州 为 中 心 ，东 起 海

州 、西 止 商 丘 、北 自 临 城 、南 达 淮 河 的

地 区 ，发 起 了 规 模 空 前 的 淮 海 战 役 。

经 此 一 役 ，我 军 打 出 了“ 饮 马 长 江 、解

放全国”的有利态势，蒋介石被迫宣告

“引退”。

在今天的徐州凤凰山东麓，淮海战

役烈士纪念塔巍然矗立。徐州人民亲

切地称它为“淮塔”。前不久回乡探亲，

我又一次来到这里，缅怀烈士，感悟历

史。纪念塔高 38.15 米，上端有回形石刻

花 饰 围 绕 塔 顶 一 周 ，正 面 镶 刻 着 五 角

星、两支相交的步枪和松籽绸带组成的

塔徽。在阳光的照射下，毛主席题写的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9 个鎏金大字熠

熠生辉。

在 纪 念 塔 基 座 上 ，有 一 面 巨 幅 浮

雕，雕刻的是那场战役中的支前民工形

象。当年的淮海战役中，我军所用的粮

食和弹药物资，大部分都由支前民工以

人背、肩挑、车推等方式完成。整场战

役共出动大小车辆 88.1 万辆、挑子 30.5

万副、支前民工 543 万人，堪称“用车轮

碾出了一个战争神话”。

在“淮塔”东南侧的淮海战役纪念

馆里，我凝视着特等支前功臣、共产党

员唐和恩用过的一根小竹竿。它上面

密密麻麻刻满了鲁苏皖三省 88 个主要

城镇和村庄的名字，记录下 5000 多里的

人民支前路线图。这是炮火硝烟和军

民情谊激荡的光辉印记。在这场大决

战中，543 万父老乡亲倾尽全力支援前

线。我的脑海里不禁想到毛主席的那

句名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是啊！来自人民、

为了人民，始终与人民血肉相连、生死

与共，就是人民军队的制胜之本、力量

之源。

淮海战役纪念馆内，珍藏着多封党

中央从战略决战的总指挥部——河北

西 柏 坡 发 出 的 电 文 。 1948 年 11 月 16

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刘

伯承、陈毅和邓小平等的电报中说，“此

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

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淮海战役期

间，毛主席亲自起草发往前线的电报有

74 封。我不由得想象，党中央、毛主席

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最大的

人民解放战争的情景，该是何等震撼人

心。让我惊叹的是，当黄百韬兵团向徐

州撤退时，华野司令部立即调动军队予

以歼灭，并向中央军委建议，淮海战役

发起时间由 11 月 8 日晚提前到 11 月 6 日

晚。由下级向上级建议修改战役发起

时间，这在解放战争中实属罕见。战场

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这样的当机

立断，背后是解放军指挥员勇于担当、

敢于负责的精神。

在纪念馆内，一处再现“十人桥”英

雄 故 事 的 模 拟 场 景 吸 引 了 我 的 目 光 。

1948 年 11 月 8 日夜，华野第 9 纵第 27 师

第 79 团在追击黄百韬兵团时来到堰头

镇（今新沂市草桥镇），被一条十几米宽

的河流挡住去路。1 排 3 班的战士们在

副排长范学福、班长马选云带领下，发

扬战斗精神，跳进刺骨的冰河，用木板

架起人桥。几百名战士迅速从人桥上

通过，歼灭对岸守敌。战士们说：“十人

桥，是咱通向胜利的桥。”“十人桥”的场

景被镌刻成浮雕，展示于“淮塔”之上。

在宿县西门战斗中，中野第 3 纵第

9 旅第 25 团 3 营 8 连指战员前赴后继、

勇猛冲杀：排长负伤了，副排长带领冲

锋；副排长负伤了，班长带领冲锋；班长

负伤了，战斗小组长带着向前冲……全

连干部战士 120 多人，最后仅剩 14 人。

战 斗 胜 利 后 ，大 家 留 下 了 一 张 珍 贵 的

合影。

我 在 这 张 合 影 照 前 久 久 地 伫 立 ：

革命总伴随着牺牲 ，66 天的激战 ，3 万

多名烈士血洒疆场。纪念塔的大理石

英烈墙上，便镌刻着这 31006 名烈士的

名字。

岁月流逝，历史走过的足迹不会磨

灭；时代变迁，英雄精神永放光芒。巍然

耸立的“淮塔”无声地告诉前来瞻仰的人

们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决定战争胜

负的因素很多，而人民的支持是最为重

要的因素。

丰碑前的沉思
■褚振江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

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发生在长征途

中的“半条被子”故事流传至今，发人

深思，给新时代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

的启示。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对激励

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有着深刻的时

代意蕴。

“半条被子”的故事，映照中国共

产党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故事中

的三位红军女战士，在缺衣少食、艰苦

卓绝的条件下，依然保持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始终坚信革命必胜。她们是

千千万万红军战士的缩影。在二万五

千 里 的 征 途 上 ，红 军 付 出 了 巨 大 牺

牲。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坚定

的信念，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可能取

得长征胜利。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

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胜利。历史已经证

明，艰难困苦可以摧残人的肉体甚至

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

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半条被子”的故事，彰显中国共

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三名女战士在

生死攸关的时候，还想着老百姓的冷

暖，毅然剪下半条被子留给老乡。红

军战士以朴实的行动让人民群众深刻

感受到：“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

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

百姓的人。”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

正是以真心暖人心、以初心赢民心，同

人民始终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

共，才赢得了各族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凝聚起无往不胜的磅礴力量。

“半条被子”的故事，体现中国共产

党人不畏艰险的钢铁意志。故事中，红

军战士在给老乡留下半条被子之后，继

续奔赴革命战场，正是共产党人不怕牺

牲、英勇奋斗的大无畏精神的真实写

照。“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不惧艰险、不懈

奋斗的革命意志和拼搏精神。

“半条被子”的故事，凸显中国共

产党人言出必行、信守承诺的崇高品

质。千百年来，“言必信，行必果”“人

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等古

训，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遵循。故

事中，三名红军女战士临走时对徐解

秀一家说，等革命成功了，一定回来看

徐解秀，再送她一条新被子。三位女

红军很可能已经牺牲在革命斗争中，

无法再回来看望乡亲们。50 多年后，

邓颖超代表老红军，把一条崭新的棉

被送到了徐解秀家中，兑现了红军当

年的承诺。如今，时代虽然发生了巨

大变化，但共产党人信守对人民的承

诺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面向未来，

我 们 要 为 了 人 民 的 幸 福 生 活 接 续 奋

斗，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对人民的庄严

承诺。

“半条被子”的时代意蕴
■邹宏如

近日，空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

与中国融通文化教育集团在北京签署框架

合作协议。双方表示，人民空军 72年奋斗

历程中，有着厚重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有

着丰富创作资源和火热强军实践；中国融

通文化教育集团作为党的文化阵地的组成

部分、国家文化产业的新兴力量、军事文化

融合发展的特色品牌，是新时代打造先进

军事文化的有力支撑。未来，双方将围绕

打造空军题材文艺精品、服务空军野战文

艺创演、助力讲好空军强军故事、建强空军

宣传文化骨干队伍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空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与中国融通文化

教育集团签署框架合作协议—

共同打造先进军事文化
■邵朝鹏

文化漫谈

图①—④：“队队有特色”类节目：器乐演奏《鼓舞·寸心》、歌舞《强军思想记心

头》；“班班有精品”类节目：快板《今日头条》；“队队有特色”类节目：水鼓乐队《中

国龙》。 图片由作者提供、贾国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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