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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发展、官兵的多样化需求，对我军强军文化建设提出了
新的命题。驻香港部队某基地吸收特区改革创新文化滋养，持续开

展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和基地特色的文化建设实践，为部队全面建
设提供动力，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编 者

“火眼”实验室模型、大型仿生机器

人……这一天，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

展厅里，琳琅满目的“深圳智造”成果让

前来参观的驻香港部队某基地官兵感

受到特区创新创造的强劲脉搏。大学

生士兵郝敏在留言簿写下感慨——“何

以前行，唯有创新”。

这是官兵与特区创新文化交汇的

一瞬，也是该基地以创新精神打造强军

文化的一个截面。

近年来，该基地在特区激荡充盈的

改革创新氛围滋养下，敢闯敢试、锐意

进取，持续开展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和

基地特色的文化建设实践，为部队全面

建设注入内驱动力，在“创新之城”奏响

了一曲铿锵有力的强军战歌。

一

时至今日，连长李铧仍清晰记着 3

年前那场歌咏比赛带给他的激动。

“我们是塔山之子，牢记职责不辱

使命……”2019 年国庆节前夕，该基地

组织歌咏比赛。台上军歌嘹亮，台下掌

声热烈。比赛结束，该基地某团 3 营代

表队夺得冠军，大家兴奋地相拥庆祝。

合唱指挥、该营教导员丁礼川拍了

拍李铧的肩膀，舒了口气——他们对经

典歌曲的创新改编成功了！

此次歌咏比赛的必唱歌曲是该基地

官兵熟悉的《基地之歌》。如何脱颖而

出？排练前，有音乐特长的李铧提出见

解：“相比于年轻官兵的喜好，歌曲现有

编曲方式有些传统，或许可以结合时代

元素将旋律新编，增强歌曲的感染力。”

这一想法得到大家的响应。那段时

间，他们从曲调改编、声部划分、节奏把控

等方面一一进行调整。一个个来源于年轻

官兵的思想火花，在五线谱上跳动、闪耀。

最终，他们凭借过硬唱功和新颖改

编征服了评委及观众。李铧回忆：“获得

季军的参赛队队员张聪专门找到我说，

没想到老歌还能这样改编，感觉很有新

时代军营‘烟火气’，很入心入脑。”

然而，“新”歌引来叫好声的同时，

也引来不少议论：“作为一首官兵耳熟

能详、融入‘精神印记’的歌曲，怎能说

改就改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向

标’，要充分尊重官兵首创精神”……

经过调研，该基地党委一班人从中得

出一个结论——争论的焦点并非歌曲本

身，而是新旧观念的碰撞。时代浪潮下，

官兵感知方式变了，需求层次多元化了，

对如何建设强军文化提出了新的课题。

“只有善于把经年‘陈酿’升级为时

代‘佳酿’，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

教育官兵，才能让强军文化更有力地激

发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的自觉。”该基地领

导的一席话为大家打开了思路，文化创

新的“一池春水”也随之激活。

“我现在把功勋车ZG2037交给你，希

望你接手后忠诚使命、不负重托……”在

参照军队仪式活动规范的基础上，他们

创新设计功勋车交接、训练标兵挂金牌

等具有单位特色和职业特点的仪式活

动范式，将使命与荣誉通过仪式载体接

续传承。该基地各营区内，以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为主线的 42 幅重大历史

题 材 油 画 、播 放 卫 国 戍 边 英 雄 视 频 的

3D 全息风扇、投射强军标语的户外大

型投影灯……一个个流动的文化阵地、

行走的宣教课堂，让红色文化在潜移默

化中起到铸魂育人、固本培元的作用。

变的是时代元素，不变的是血脉传

承。传统的文化活动并没有过时，只是需

要一种适应官兵需求的开展形式。他们

还采取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等方式，将

主题教育学习教材搬上舞台，化“读文字

书”为“赏舞台剧”，让官兵在“年轻态”“沉

浸式”的创新表达中既当“剧作者”，又当

“剧中人”，真正得到精神洗礼。

二

“ 超 燃 、硬 核 ！”前 不 久 ，一 部 名 为

《高燃！驻港部队汽车兵的硬核实力》

的短视频引发网友关注，冲上“热搜”。

这 其 中 的 原 因 有 很 多 ，在 笔 者 看

来，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官兵对于强

军文化建设的理解和把握上。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该基

地党委对此有深刻认识：基地驻防在大

城市，加之长期处于和平环境，愈发需要

营造精武强能、敢战胜战的文化环境，提

升强军文化“含战量”。

“不论是塔山精神的‘敢打必胜’，还

是特区精神的‘敢闯敢试’，关键在于一

个‘敢’字。对于我们基地，就是要敢争

第一、敢为人先、敢于担当、敢打必胜。”

那年的干部大会上，该基地领导提出的

“四敢”要求，在官兵中引起普遍共鸣。

在随后进行的一场比武竞赛中，一

场“徒弟 PK 师傅”的火热对决，将这种

“敢”的文化内核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那次“深港运输尖兵”比武中，该基

地司机训练连派出精兵强将参赛，与他们

带出的“徒弟”、汽车连官兵同台竞技。

“面对司机训练连的班长，大家敢不

敢挑战？”“作为汽车连的官兵，我们能不

能必胜？”“夺得冠军奖杯，大家有没有信

心？”去年年初，在拿到比武方案后，汽车

连指导员钟朕鋆在动员大会上抛出问题。

连队官兵用呐喊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该连是我军驻香港部队序列中的

一支特殊连队。他们每天穿行于两种

交通法规、两种法律制度，往返两地执

行运输任务，曾被中央军委授予“忠诚

使命的模范汽车连”荣誉称号，被誉为

“文明之师的流动代表队”。

那次比武，他们决心与强手一决高

下。钟朕鋆说，那段时间，连队官兵白天

正常遂行运输保障任务，午休、晚上熄灯

后 挤 时 间 加 练 ，但 没 有 一 个 人 叫 苦 叫

累。他们以战领训、严抠细训，成功练就

了“左行右行都过硬、驾驶维修样样懂、

深圳香港路路通、处置特情能战斗”的过

硬技能 ，最终 ，在比武场上打败了“师

傅”，用实力拉直了外界的问号。

“艰难多吓不倒、条件差难不倒、任

务重压不倒！”那场比武过后没多久，川

藏兵站部官兵受邀来到该基地座谈交

流，用质朴的语言为官兵诠释川藏线精

神，引发广泛共鸣。

“川藏线”的战斗文化有什么特点？

“深港线”可以从“川藏线”学到些什么？

一场大讨论在该基地部队展开。

“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那场

比武落败，究其原因是我们‘战’的意识

和能力还有差距。”在讨论中，司机训练

连的“师傅们”感慨道。随后，他们学习

借鉴“川藏线”实战化训练经验，突出复

杂情况处置演练，从严开展香港街区泊

车、无千斤顶更换轮胎、分队运输防卫

等多个课目训练。

文化“软实力”，催生“硬功夫”。司

机训练连的经历，是该基地着力提升强

军文化建设“含战量”的一个缩影。据

了解，近年来，该基地汇编下发《塔山阻

击战故事集》《抗美援朝主题影视作品

集》，与解放军出版社联合举办“星火燎

原”故事会，深入开展学战史战例、讲战

斗英雄等活动，不断为各类文化产品赋

予血性战魂。

三

走近 24 小时自助图书借阅机，指尖

轻点，“码”上阅读；戴上酷炫的 VR 眼

镜，跨越时空，畅想智能……周末的文

体活动中心，一项项现代化文体设施吸

引了该基地众多官兵前来体验。

“在特区当兵，怎能不掌握‘潮流’

文化？”在体感游戏机旁，军士孙俊杰讲

起他的经历，“这些年，我们还参加过多

次 基 地 与 驻 地 大 学 的 共 建 共 育 活 动 。

我听过多堂关于高新科技发展的专题

讲座，开阔了视野眼界、更新了知识结

构，收获特别大。”

近年来，为提升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的层次水平，该基地充分用好特区文

化资源优势，组织官兵参观驻地高新技

术企业，走进深圳交警指挥中心、前海

自贸区等特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成果展

示点。

在“网络+”教育课堂提升自我、在

高新技术企业感受“数字创造力”……

官兵在领略创新文化魅力的同时，也有

力激发了创新创造动力。

本色如兰，其芳自华。连续 3 年参

与组织驻深部队退役士兵招聘会的深

圳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干事叶敬说：“基

地培养的战士，同时拥有着红色底蕴与

创新特质双重优势，受到地方用人单位

欢迎。”

采 访 结 束 ，一 种 感 受 激 荡 在 我 们

心 头 ：强 军 文 化 建 设 要 始 终 与 时 代 旋

律合拍、与军营节奏同步、与官兵兴趣

共 振 。 当 红 色 基 因 与 创 新 因 子 融 合 ，

强 军 文 化 才 能 彰 显 时 代 魅 力 ，发 挥 更

大效益。

彰显强军文化的时代魅力
—驻香港部队某基地以创新精神打造强军文化闻思录

■王 棠 叶 鹏 庄子蔚

驻香港部

队某基地以创

新精神打造强

军文化，为部

队全面建设注

入内驱动力。

图为该基地官

兵参观“从先

行先试到先行

示范——庆祝

深圳经济特区

建 立 40 周 年

展览”。

叶 鹏摄

日前，由国防大学科研部主办、国防

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承办的第六届军事文

化论坛正式启动。论坛着眼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

开80周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

周年、推动军事文化理论创新发展，以

“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维护国家文化安

全”为主题，分论坛征文、研讨会两个环

节。即日起至今年9月25日面向军内外

征文，预计11月在北京举办研讨会。

该论坛自 2017 年创办以来，已成

功举办五届，军内外 1000余名专家、军

事文化爱好者参与，评审产生了 100余

篇优秀论文成果，推动了我军军事文化

理论发展和军事文化人才培养。该论

坛热忱欢迎社会各界为打造我军特色

军 事 文 化 献 计 献 策 。 投 稿 邮 箱 ：

2339894695@qq.com。

第六届军事文化论坛启动
■樊 伟

“七一”前夕，火箭军某部文艺服务小分队赴基层一线开展慰问演出。队员

们带来以党史军史和官兵身边故事为素材排演的歌曲联唱、情景剧、小品相声

等节目，受到官兵好评。图为小分队表演快板《红心向党》。 潘 槿摄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

心……”

几十年来，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激荡了几代人的心扉。它的歌词质朴

感人，旋律优美，表达了人民对党的深

情，是流淌在人们心中的经典歌曲和难

忘旋律。

1958 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在那如豆

的煤油灯下，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

25 岁青年矿工姚筱舟写下小诗《唱支山

歌给党听》。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

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

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

心曲。

姚筱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

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

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

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

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

激 。 这 些 感 触 激 发 了 他 的 创 作 灵 感 。

那天深夜，姚筱舟一口气写下 3 段小诗：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

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

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

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

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随后，他用与焦坪煤矿同音的“蕉

萍”为笔名，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

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

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三百首》。

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

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我把

党来比母亲”，这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

呼唤。他在摘抄时，还对原诗做了“点

石成金”的修改：删掉了原诗中后 4 句，

把“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母亲只生了

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这使这首诗

主题更加鲜明，更具有音乐的节奏感、

更适合谱曲。

雷锋因公殉职后，全国人民掀起学

雷锋热潮。1963 年，《前进报》摘录发

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

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践耳的注

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

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

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

创作的朱践耳，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

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A-B-

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

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

作 曲 家 的 创 作 ，往 往 寄 托 了 其 内

心 蕴 蓄 的 情 感 。 战 争 年 代 里 ，朱 践 耳

曾 加 入 苏 中 军 区 前 线 剧 团 ，后 来 在 华

东军区文工团任乐队队长与指挥。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他 被 送 往 苏 联 柴 可 夫 斯

基 音 乐 学 院 深 造 。 在 党 的 关 怀 下 ，他

从一个文艺青年成长为音乐大师。《唱

支山歌给党听》的旋律里，倾注着他对

党的满腔感恩之情。

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

唱演员任桂珍。1963 年早春，上海在文

化广场召开 7000 人参加的学雷锋动员

大会。就在大会开始前的 20 分钟，上海

歌剧院领导交给任桂珍一项紧急任务，

要她立即学会并在大会上献唱《唱支山

歌给党听》。她接过歌谱，轻声哼唱了

几遍，一转身就登台了：“唱支山歌给党

听……”歌声刚落，现场便响起春雷炸

响般热烈的掌声。

巧 的 是 ，任 桂 珍 与 姚 筱 舟 同 年 出

生。她 15 岁便加入我军战地宣传队。

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在抗美援朝

炮火燃烧的坑道里，她舍生忘死，为最

可爱的人歌唱。1956 年，她调入上海歌

剧院，对党始终感恩在怀。可以说，任

桂珍即兴唱响《唱支山歌给党听》，前期

准备不只是 20 分钟，而是几十年人生经

历和丰厚的感情储备。

当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任桂珍的歌

声时，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藏族歌手

才旦卓玛被吸引住了。她多么想演唱

这首歌曲，表达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共

同心声啊。1963 年，在“上海之春”音乐

会上，才旦卓玛的名字和这首歌一起通

过电台传到千家万户。1965 年，这首歌

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响彻大江

南北。

几十年来，这首歌在大大小小的演

出中被人们无数次唱响。2019 年，它光

荣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优秀歌曲 100 首”。2021 年，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这首

歌又作为开场合唱亮相。

为什么《唱支山歌给党听》能经久

不息地回响在万众心上？最根本的原

因是，它表达了全社会最普遍的思想情

感和人民共同的心声，正像著名音乐家

柏辽兹所说“音乐是心灵的迸发，对伟

大的音乐来说只有一种真正的特性，那

就是感情”。

党的光辉照我心
——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创作传唱的故事

■本报记者 袁丽萍

作品背后的故事

红色足迹

初夏时节，迎着明媚的阳光，我回到

故乡邯郸，再次走进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这座陵园分为南院和北院，占地 320

亩，于1946年3月奠基、1950年10月落成，

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全国重点烈士纪

念建筑物保护单位。陵园内安葬着八路

军高级将领左权、著名抗日英雄范筑先等

革命英烈，园藏历史文物2.1万余件。

驻足陵园大门前，大门横额上朱德

题写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8 个大字分

外醒目。大门两侧镌刻着毛泽东手书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豪迈诗句。一进陵园北门，是巍然耸立

的烈士纪念塔。塔的正面镌刻着毛泽东

题 词“ 英 勇 牺 牲 的 烈 士 们 千 古 无 上 光

荣”，其他三面分别为周恩来、刘少奇和

朱德的题词。纪念塔北面是人民英雄纪

念墓，为纪念所有牺牲于晋冀鲁豫边区

的英烈们而建。纪念墓东西两侧是形象

质朴的“八路军”“民兵”两组雕塑，人物

造型栩栩如生。走进纪念塔东侧的左权

将军纪念馆，一件件左权将军的遗物仿

佛在默默诉说着当年太行山上的故事。

英烈们将热血洒在了晋冀鲁豫广袤的土

地上，人们将永远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

次来园参谒、题词。1952 年 11 月 1 日，

毛 主 席 途 经 邯 郸 ，专 程 到 陵 园 缅 怀 烈

士。他和滕代远、罗瑞卿等人一起沿着

烈士纪念塔环行一周，在左权将军墓前

脱帽致哀。临别前，毛主席环视着陵园

的纪念建筑，动情地说：“他们应该有一

块安息之地呀！”

几十年来，这里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基地。讲述红色故事、宣传红色

文化、播撒红色种子，是陵园一代代工作

者的追求。近两年来，他们组建“初心剧

社”，创作大型舞台剧《左权家书》，并进行

巡回演出，产生良好社会效果。今年 5月

下旬，陵园举办了“纪念左权将军诸烈士

殉国 80周年”系列活动。据了解，今年他

们还将启动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纪念设

施保护修缮工作。

离开陵园时，我站在门口回望陵园

里那些高高挺立的苍松翠柏。微风中林

涛阵阵，仿佛是英烈在对络绎不绝的游

人讲述烽火硝烟的岁月往事、诉说着对

新中国的深情祝福……

热土铭忠魂
■马 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