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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焊接、粉刷上漆、喷绘字样……

一道道工序过后，中国第九批赴马里维

和工兵分队三级军士长王秀峰用废弃钢

铁自制的“CHNENG”（中国工兵）标志

新鲜出炉。随后，分队官兵合力为标志

添置了滑轮滑轨，在营区西门搭建了一

个特有的“蓝盔文化”景观，成为联马团

（联合国驻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

加奥超营一张亮丽的中国文化名片。

4 月的一个周末，笔者走进分队营

区，一下子就被这里丰富多彩的军营文

化生活所吸引。

在平面中队，下士张士威挥舞生花

妙笔，一只“斑斓猛虎”跃然墙上，栩栩

如生；在警卫中队门前空地上，中队长

殷培馨带领官兵正用执行任务剩余的

钢架铁丝，修葺党史文化长廊……

“过去每个中队的文化建设，基本

上长着同样面孔。如今，分队党委充分

发挥官兵的创造力，各个中队的文化景

观开始各放异彩。”分队领导告诉笔者，

他们从部队红色历史中汲取文化建设

的灵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个个内

涵丰富的文化景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成为装点联马团中国军营的一道别样

风景。

从“同一面孔”到各具特色，变化始

于 该 分 队 去 年 年 底 的 一 次 官 兵 恳 谈

会。会上，下士陈泽裔直言不讳：“来到

海外任务区后，官兵的文化生活相对单

调。大家概括为‘三打’，即打球、打扑

克、打游戏。‘同质化’的文化活动，怎能

满足年轻官兵多样的文化需求？”话音

刚落，副中队长杨成龙也提出问题：“官

兵 普 遍 都 有 文 化 爱 好 和 特 长 ，有 些 还

‘身怀绝技’，我们如何给他们提供展现

才华的平台？”

基层官兵的呼声，引起分队党委的

重视。从那以后，每次组织文化活动，

分 队 党 委 都 鼓 励 基 层 各 中 队“八 仙 过

海、各显神通”，用群众智慧丰富官兵的

文化生活。

周末，笔者在该分队各中队看到，

“蓝盔诗词大会”“军营好声音”“型男舞

台秀”等颇具时尚元素的文化活动轮番

登场，让军营活力四射。

性格活泼的中士张俊峰，经常和战

友一起创作表演军营小品，是分队小有

名气的“喜剧明星”。在大家的鼓励下，

他申请成立了“欢笑喜剧人”小品组，吸

引了不少战友加入，并将中队一间空置

库房改为排练室。一到休息日，原本寂

静无声的库房内，不时传来“说学逗唱”

的欢声笑语。

“欢笑喜剧人”小品组的成功，带动

更多官兵在业余时间投身军营文化建

设，一个个新创意相继涌现。

中士王兴刚和下士邓福涛爱好视

频 拍 摄 ，他 俩 自 主 策 划 拍 摄 的 微 视 频

MV《蓝盔之恋》深受官兵喜爱。在中队

支持下，他们成立了“和平蓝影像工作

室”，通过镜头记录官兵的海外维和生

活，赢得了一批“铁杆粉丝”。

中队指导员赵崇楠爱好乐器，经常

利用休息时间为战友们演奏。一次，他

发现同样有音乐特长的郭建鹏情绪有

点低落，便邀请小郭一起组建乐队，几

场“演出”下来，小郭渐渐找到了自信，

心情也开朗起来。

前不久，该分队举办“比武竞能大

赛”颁奖典礼。整个颁奖典礼的文艺节

目，全部由官兵自编自导自演。他们采

取线上线下、异地同步的方式，与身在

梅纳卡任务区的分遣队官兵一同参与，

汇聚歌曲、小品、军营“创客展”等多种

节目形式。“欢笑喜剧人”小品组根据中

队长兰崇晖妻子无怨无悔支持丈夫的

故事，创作表演的小品《海天万里共此

时》，让不少官兵感动得热泪盈眶。

向阳处处有新绿。该分队政工副

分队长赵一建感慨地说：“分队党委鼓

励官兵在文化建设中百花齐放，激发了

创造力、凝聚起向心力，更释放了基层

文化生活的蓬勃活力。”

向阳处处有新绿
■邵绪昌 王宏阳

阅读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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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军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欣

萌 ，今 天 给 大 家 带 来 的 是 我 们 最 新 的

栏 目《乘 风 破 浪 的 工 程 兵》。 下 面 ，让

我们一起聆听警卫勤务连下士武冬的

军旅心声……”体能训练时间，伴随着

悠 扬 舒 缓 的 音 乐 ，驻 扎 在 雪 域 高 原 的

南疆军区某团的“钢铁工兵之声”广播

准时响起。

“啥？‘乘风破浪的工程兵’？咱团的

广播越来越时髦了……”正在参加体能

训练的官兵饶有兴致地讨论起来。曾几

何时，团里广播可没这么受欢迎，这样的

改变还要从播音员张欣萌说起。

记 得 那 是 新 兵 张 欣 萌 刚 下 连 不

久，在一次训练间隙，班长为了活跃气

氛 ，提 议 由 女 兵 们 推 荐 一 人 为 大 家 表

演节目，就在大家你推我搡间，性格开

朗 活 泼 、从 小 就 能 歌 善 舞 的 张 欣 萌 站

了 出 来 。 只 见 她 落 落 大 方 走 上 前 ，把

帽 子 卷 在 手 里 当 成 麦 克 风 ，拍 拍 迷 彩

服上的土就开始唱起来了。她的歌声

仿 佛 百 灵 鸟 般 清 脆 悦 耳 ，赢 得 在 场 官

兵 的 阵 阵 掌 声 。 也 就 是 那 天 ，指 导 员

发 现 张 欣 萌 的 特 长 ，便 推 荐 她 去 团 里

的广播站当播音员。

得知成为播音员的那晚，张欣萌兴

奋地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第二天起床号

未响便在营区里练声。好不容易到了

下午的播音时间，她兴冲冲地奔向播音

室……

“班长，我今天的播音怎么样？”一回

到班里，张欣萌就急切地问班长。班长

笑着向她竖起大拇指，直夸她声音好听，

班里的战友们也纷纷向她投来羡慕的目

光。可当她和大家讨论起广播内容时，

大家却摇头开始了“吐槽”。“一些内容反

复播送，还是连队组织学习过的。”“栏目

形式单一，大家听着有点犯困。”听到这

些，张欣萌开心不起来了。

经 过 认 真 思 考 ，张 欣 萌 尝 试 着 对

广播内容做出大胆改变。内容上穿插

播送社会热点新闻，吸引大家注意力；

运 用 热 门 综 艺 形 式 展 现 官 兵 精 神 风

貌 ，增 加 趣 味 性 …… 随 着 思 路 打 开 ，

“今日头条”“故乡明月”“快乐大本营”

等栏目新鲜出炉。

“‘两会’精神都有啥？主播欣萌来

解答……”“烧烤晚会怎么搞？炊事班长

教妙招……”“钢铁工兵之声”广播，越来

越有意思了。一时间，广播节目风靡全

团，张欣萌也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作“百灵

鸟”。

忠实听众越来越多，想要通过张欣

萌抒发心声的官兵也越来越多。团队赴

高原驻训前，不少官兵因为没上过高原，

心中不免有些担忧。为此，张欣萌专门

策划了“士兵心语”栏目，为官兵搭建舒

缓心情的平台。她还邀请参加过高原保

障任务的老班长，讲述尽快适应高原环

境的方法；策划新栏目为大家介绍高原

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让官兵对高原

有了更多了解。

前不久，单位接到某保障任务，作

为通信兵的张欣萌全程伴随保障。机

动途中，张欣萌由于晕车加上连续翻越

达坂产生强烈的高原反应，导致整个人

头晕眼花，吃一口饭、喝一口汤都憋得

气喘吁吁。当时，大家都对张欣萌能否

正常播音有些担心。没想到任务结束

后仅过了一天，张欣萌的声音便在高原

上响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

欣萌……”

“百灵鸟”的高原之声
■李 江 李光瑞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

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

来。‘五四’的火炬，唤起了民族的觉醒。

壮丽的事业，激励着我们继往开来……”

这首朝气蓬勃的歌曲《光荣啊，中国共青

团》，创作于上世纪 80 年代，在 1988 年 5

月召开的共青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被定为中国共青团的代团歌，后又在

共青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确定

为团歌。

1922 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

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

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统

一的组织，中国青年运动翻开全新的篇

章。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多种

因素的影响，征集团歌的工作一直没能

落实。

1987 年春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

伐，中国共青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筹备过程中，提出确定团歌的任务。

同年 5 月，《中国青年报》发布了征集团

歌的启事。

看到团中央决定向全国征集团歌

的消息后，曾创作《长江之歌》的军旅艺

术 家 胡 宏 伟 产 生 了 强 烈 的 创 作 冲 动 。

经过反复修改和创作，他将《光荣啊，中

国 共 青 团》的 歌 词 寄 到 了《中 国 青 年

报》。1987 年 10 月 31 日，《中国青年报》

刊登了 10 首从全国 5300 首应征歌曲中

选出的团歌候选作品，胡宏伟的词排在

第一位。

生动形象的比喻、大气磅礴的歌词

让时任辽宁歌剧院副院长兼辽宁乐团

团长的作曲家雷雨声一见钟情。他决

定为这首词谱曲。为了更好地创作，胡

宏伟和雷雨声带着歌词深入工厂车间、

田间地头，听取青年们对歌曲创作的意

见。青年人身上热烈昂扬的状态，感染

着两位创作者，给了他们创作的灵感。

很快，一首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歌曲应

运而生。

《光荣啊，中国共青团》的歌词兼具

艺术美与历史的厚重感，饱含年轻一代

火一般的热情。在编曲上，作品既不失

进行曲严肃庄重的格调，又融入了通俗

的曲风，洋溢着青年人的活力。“五月的

花海”“初升的太阳”作为开篇意象，配

合流畅抒情的曲调，一幅青年人拥抱时

代、拥抱未来的画面向我们徐徐展开。

中间段采取以音乐塑造英雄人物形象

的手法，带我们回顾厚重的历史。作品

在“壮丽的事业激励我们继往开来”中

将音乐推向高潮，响亮唱出了“光荣啊，

中国共青团”。随后，乐曲回到温暖、清

新的旋律。作品在结束句用两个八分

音符的乐句、两个四分休止符强调“我

们”“开创”这两个词，凸显了共青团员

肩负时代重任，要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

大的使命感。

2003 年 7 月，共青团第十五次全国

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 团 章 程（修 正 案）》的 决 议 ，将《光 荣

啊，中国共青团》定为团歌，结束了中国

共青团没有团歌的历史。

回首百年，在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之

时，一代代优秀青年前赴后继、追求进

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

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开辟了广阔的

新天地，书写了绚丽的历史篇章。

现在，《光荣啊，中国共青团》的音

符已经深深融入每一名团员青年的血

脉。在时代大潮中，中国青年秉承革命

传统奋楫前行，以刚健自信的步伐走在

时代前沿，展现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

的精神风貌。他们就像初升的太阳，充

满着激情和力量；他们传承优良传统，

努力开创新的未来。

在中国共青团成立百年之际，我们

重温经典，感受激昂的青春之歌。从风

雪交加的边关哨所、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到科研创新的最前沿……新时代的中

国青年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紧

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奋斗中留下鲜明的

青春印记。

用
青
春
拥
抱
时
代

■
郭
子
涵

贾
国
梁

“我曾经用七分自豪三分伤感的口

气告诉我的朋友们，唐古拉山的每座山

峰和连着山峰的每一条弯路，都盛产故

事。风雪中孕育的故事不怕冻，越冻越

鲜嫩。”著名军旅作家王宗仁在他的作

品《藏地兵书》一书中这样说。40 多年

来，他先后翻越“世界屋脊”120 余次。

该书中的 18 篇文章全部源自他亲身经

历或第一手采访资料。这部作品后来

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王宗仁曾是一名汽车兵。上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他每年都要在

2000 公里青藏公路上奔驰多次。“我写

作欲望的产生正是在飞轮碾过雪山冰

河的路上。”王宗仁曾说。他笔下一个

个平凡的“兵”，让人过目不忘，引发许

多 共 鸣 。 一 个 在 暴 风 雪 中 牺 牲 的 战

士，手里握着一团纸，上面用血写着一

行歪歪扭扭、时断时续的字：我是一个

兵。一位叫宋姗的兵站站长，其父 30

多 年 前 作 为 汽 车 兵 倒 在 了 青 藏 线 上 。

而 当 她 年 幼 的 儿 子 被 辗 转 捎 来 兵 站

时，在途中又不幸染病离世，她把儿子

葬在了兵站附近。一名女卫生员随车

运 送 新 兵 时 ，土 匪 袭 击 了 手 无 寸 铁 的

新兵（当时还没有给他们授枪），女卫

生员奋不顾身地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

敌人的枪口……

王 宗 仁 在 许 多 故 事 中 都 谈 到 了

“ 死 亡 ”“ 缺 氧 ”“ 女 性 ”等 话 题 。 他 通

过 细 节 讲 述 ，甚 至 是 诗 意 的 语 言 ，呈

现了当时高原官兵真实的生活和精神

状 态 。“ 那 一 夜 气 温 肯 定 在 零 下 四 十

摄 氏 度 左 右 ，我 刚 从 工 具 箱 里 取 出 一

把 扳 手 ，谁 知 手 上 的 皮 就 粘 在 了 铁 器

上 ，只 听 刺 啦 一 声 ，一 块 皮 便 带 着 鲜

红的肉被粘下来”“这一夜，昆仑山上

这 个 一 向 冷 寂 的 兵 站 ，变 得 热 闹 非

凡。听歌人和唱歌人的交融达到了无

与伦比的默契。女文工团员后来完全

不 像 个 严 重 的 高 原 病 患 者 了 ，随 着 兵

们 的 欢 呼 掌 声 ，她 唱 了 一 支 又 一 支 歌

儿 ，而 且 越 唱 兴 致 越 高 ，越 唱 越 想

唱 。 兵 们 把 巴 掌 拍 红 了 也 不 知 疼 ”

“ 儿 知 道 娘 在 三 月 花 中 把 儿 望 ，娘 可

知 儿 在 六 月 雪 里 把 娘 想 ”…… 时 至 今

日 ，尽 管 军 营 生 活 条 件 比 从 前 有 了 很

大 改 善 ，但 高 原 官 兵 的 情 感 依 然 是 相

通的。那些从苦涩中折射出的悲壮的

献 身 精 神 、人 性 的 温 暖 ，永 远 让 人 为

之动容。

在 一 次 任 务 中 ，王 宗 仁 和 助 手 被

困 在 大 雪 中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与 死 神 几

乎 擦 肩 而 过 。 后 来 ，每 当 他 回 忆 起 当

时的场景，心就颤颤索索地疼。他说：

“那 飘 满 雪 花 的 灰 灰 的 天 空 就 像 思 念

的 伤 疤 ，我 真 不 敢 相 信 那 一 夜 我 竟 然

活 着 走 出 了 唐 古 拉 山 。 我 吃 尽 了 苦

头 ，但 是 我 却 没 有 死 。 后 来 我 多 次 对

别人说过，一个人可以不怕死，但是他

未 必 就 能 咽 下 更 多 苦 。 死 ，是 一 瞬 间

的 事 。 苦 ，却 往 往 要 人 承 受 更 多 更 长

时间的折磨和痛楚。”后来，他翻遍了

驾 驶 室 的 角 角 落 落 ，最 后 从 油 料 卡 夹

子里，抽出一张没用过的表格，开始了

那次独特的创作。

如果说，写作是“吃尽了苦头”后能

够慰藉王宗仁的那一丝甘甜，那么他作

品中的这些“苦中作乐”的文字，又以另

一种温暖感人的力量慰藉了读者。正

如他所言，“高原的美丽在于它缺氧。

缺氧的日子也能滋润美丽的故事。这

样的故事也许不开花，但是它有果实。”

在文章《西藏驼路》中，王宗仁记录了这

样一段故事，慕生忠将军带领运粮的驼

队给西藏运粮，一路经历各种磨难。当

大部队来到一条河边，几名驮工撩着河

水，互相用清亮亮的水花扑打着脸，痛

痛快快地笑着，全然不像困扰在进藏路

上的迷途者。有天晚上，慕生忠将军巡

查时，发现有一顶帐篷被风揭得快倒塌

了，他赶紧悄声叫醒几个班长，和他们

一起轻手轻脚地整好了帐篷。那些睡

得熟透了的驮工们还在睡着，他们根本

不晓得深夜里在他们身边发生了什么

温暖的故事。

书中有的故事，一开始并不完整，

而 是 随 着 作 者 多 次 进 藏 采 访 ，许 多 故

事 情 节 渐 渐 被 连 缀 补 充 ，得 到 实 证 还

原 ，这 才 让 更 多 人 看 到 这 些 用 灵 魂 和

热血写就的高原故事。而这些故事的

背 后 ，是 王 宗 仁 那 颗 真 诚 纯 粹 的 兵

心 。 只 有 怀 着 一 颗 兵 心 ，才 能 更 好 地

去抒写“兵心”。今天，我们许多官兵

常年驻守在高山海岛、大漠边疆，他们

爬冰卧雪、饱经风霜，守卫着祖国的万

里 河 山 。 他 们 是 可 敬 可 爱 的 英 雄 人

物 ，也 是 军 事 文 艺 作 品 应 该 永 远 赞 颂

和歌咏的对象。在《藏地兵书》中，王

宗仁既融入了自己作为一个“兵”的生

命 经 历 ，又 真 情 地 讲 述 了 和 他 发 生 过

这样那样联系的其他“兵”的人生，把

军人的铁骨柔情表现得荡气回肠又酣

畅 淋 漓 。 从 某 种 程 度 上 来 说 ，这 也 为

军旅文学创作提供了启示。

“我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生中最

美好最应该浪漫的年华，埋葬在了青藏

高原的冻土地上。我就要叫它埋葬，是

埋葬！因为它今生再也不会有这样的

美好年龄了。无怨无悔地埋葬！18 岁

到 25 岁，正逢燃烧的青春！我踏过好多

高原上的路，泥泞路、沼泽路、冰雪路、

泛浆路、搓板路，这些路上又有好多岔

路。这些路中有不少是迫不得已踏上

去的，有时难免会撞到南墙，没有关系，

踏上另一条路继续走。走着走着就踩

顺溜了。总之我让自己一直要走在路

上，总算走过来了。如今还在走。把几

十年的年华就这样无情有意地埋葬在

了那块高地上。”多年的进藏经历和写

作感受，独特的生活感悟，使他全身心

地书写那段不悔不老的青春。他找到

了一生应该做的那件事——写青藏高

原和那里战斗着的无畏的人。

《藏地兵书》中“汽车兵”的印记，是

高原故事的一抹风景。在前不久的一

则电视新闻中，一位高原汽车兵在执行

任务间隙，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说：“尽

管今天路况比从前好了很多，但我们其

实还是无暇顾及周围的风景。”

岁 月 远 去 ，高 原 上 的 风 雪 还 在 。

兵，就是最动人的风景。

最 动 人 的 风 景
■本报记者 李诗鹤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组织野外陌生地域实战演训时

的一个细节。画面中，一名特战队员正在丛林深处排爆清障。千钧一发之时，

特战队员神情专注、处置果断。作品具有较强视觉冲击力，让人仿佛置身紧张

的排爆现场。

（点评：陈登科）

千钧一发
■摄影 施晨州

阅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