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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圣地，梦萦魂牵、令人神往；精

神不朽，历久弥新、永恒传承。这些年

来，我曾多次到西柏坡参观见学。聆听

一次次讲解，凝望一件件实物，回望一段

段历史，深刻感悟信仰伟力，每一次我都

有新的思考、新的收获。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西柏坡，本

是河北平山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因一

段壮阔历史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

圣地和精神家园。历史因为细节而生

动、真实。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

德、任弼时等同志的旧居，在中央军委作

战室旧址，在七届二中全会会址，望着那

一间间泥砖垒砌的平房、一张张斑驳的

桌椅、一幅幅用红蓝毛线标注的作战地

图，我的心绪久久难平。

在西柏坡那仅仅几平方米的作战室

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无与伦比的

恢宏气魄、高瞻远瞩的战略运筹、坚毅果

敢的决心意志，指挥人民解放军打赢了

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三大战役。在中国

革命胜利的前夜，在进入历史转折时期

的重大关头，党又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

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鲜明提

出的“两个务必”，更是成为党的宝贵精

神财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务必使同志

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

作 风 ”，是 历 史 经 验 教 训 的 深 刻 总 结 。

1944 年 3 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发表后，毛主席批示在《解放日报》全文

转载，并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

目 的 就 是“ 殷 为 镜 鉴 ”“ 坚 决 不 做 李 自

成”。同年 4 月 12 日，毛主席在作《学习

与时局》报告时，系统回顾了党的历史，

指出我们党“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

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为此，在七届二

中全会上，毛主席预见到由于革命的胜

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

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

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

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

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现在读来，这

些话依然令人警省、发人深思。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

斗的作风”，寓意深远。艰苦奋斗的作

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

聚党心军心民心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

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法宝。

我党我军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毛泽东

在红军时期就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节

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1936 年，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访问时，

看到毛泽东住着简陋的窑洞，彭德怀穿

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从这

些细节中，他发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军队有着一种不可征服的伟大力

量。他把这种力量叫做“东方魔力”，并

预言这必将是中华民族的“兴国之光”。

“两个务必”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

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

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

着对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

旨的深刻认识。70 多年来，我们党始终

牢记“两个务必”，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

建设，始终保持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7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仍需跋山

涉水。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更光荣、任务

更艰苦、挑战更严峻。西柏坡告诉我们，

只有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扬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才能奋力走好新

时代的“赶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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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足迹

近日，武警湖南总队组织文化小分
队，深入基层部队开展慰问巡演。他们
讲兵的故事、唱兵的赞歌、舞兵的英姿、
抒兵的情怀，洒下一路真情，广受官兵
好评。队员们的巡演足迹和心路历程，
正是新时代军事文艺向战而行、为兵服
务的生动写照。 ——编 者

当武警湖南总队新闻文化工作站

站长邓颖带队开始巡演时，他确实没有

预料到，这支由报话员、文书、护士、排

长等基层业余文艺骨干组成的文化小

分队，会在接下来的 1 个多月里，如此受

基层官兵的欢迎。

回顾这次基层巡演，邓颖最大的感

受是，抱定“向战而行、为兵服务”这颗

初心，业余文艺骨干也能让强军文化劲

吹军营，凝聚起强劲精神力量。

一

第一场演出后，队员任宝源明白了

文化小分队组建后第一堂课的深意。

文化小分队集结后先开始了为期 7

天的集中学习排练。他们将第一课，放

在了汝城县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

专题陈列馆。

“当年，3 名女红军借宿在沙洲村徐

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

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听

完“半条被子”的故事后，邓颖又带着小

分队队员一起学习了我军文艺工作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进一步加深队员

们对我军基层文化工作的认识和理解。

在汝城中队首演，任宝源和搭档张

梦 晨 演 出 抗 洪 抢 险 题 材 的 小 品《聊

天》。任宝源扮演的战士在抗洪一线连

续晕倒 4 次都坚持不下“火线”，那一幕

让台下的中士梁锦标受到强烈触动。

5 年前，梁锦标和战友们被抽调到

长沙八曲河参加抗洪任务。连续奋战

的 5 天 5 夜里，他和不少战友们都出现

了皮肤溃烂、中暑晒伤等症状，但就像

小品里演的那样，所有人都坚持战斗到

洪水退去。

节目要想打动人，必须让官兵产生

共情共鸣。在巡演路上，队员们聆听那些

动人的故事，切身体会官兵的所思所感。

简陋的木板床、薄薄的蓝色被子……

那天，参观完“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

列馆后，队员范阳有了创作的冲动。“愿

为你受冻、愿为你挂牵……”当晚，歌曲

《愿为你》在他笔下诞生。巡演过后，这

首歌留在了很多官兵的心里。

“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更能激

起官兵真情实感。”巡演中，队员们自编

自导的歌舞节目《新唱木兰花》也像《愿

为你》一样，赢得了满堂彩。

“谁说女子不如男，练兵场上一样走

石飞沙……”舞台上，身着特战服的女兵

边唱边跳，舞蹈中还融合了擒敌术等动

作，赢得官兵不时击掌叫好。参演队员

中，来自长沙支队的女兵熊海花曾多次

在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当她英姿飒爽

地在舞台上真打真摔时，唱词结尾的那

一句“战场不会让女兵走开，我们同样在

时刻准备着”显得格外有分量。

二

6 月 27 日晚上 9 点，小分队完成了

第 12 场演出。随后，队员们又立即乘车

赶到了第二天的演出地。下车后，他们

没有顾上换掉已结满“盐霜”的衣服，就

第一时间进行例行的演出复盘。

“今天舞蹈节目中间换队形时有点凌

乱，我唱歌时也有点放不开情绪，准备还

不够充分……”队员林炜坤第一个发言。

巡演之初，连轴转的高强度演出让

林炜坤有些吃不消。“每天晚上，我都掐

着手指头数还剩几场演出。”林炜坤有

些不好意思地对笔者说，“但演到后来，

我真希望能为官兵再多演几场。”

林 炜 坤 的 感 触 ，源 自 巡 演 的 第 5

站。这一站，他们经过近 5 个小时的山

路颠簸，来到了邵阳城步南山大草原。

“去年错过了你们，幸好你们今年

来了，我的军旅生涯末尾又多了一段美

好的回忆。”登台演出前，城步中队上等

兵凌云将一个花环送给了林炜坤。

看着凌云粗糙的大手与那个精致的

花环，林炜坤的心仿佛被猛击了一下。

“巡演对我们来说是重复进行，但

对基层官兵可能是军旅生涯一次难得

的相逢。以后，我一定全力以赴，把每

一场都当作是最后一场。”在当晚的复

盘讨论上，林炜坤表了态。

巡演到第 17 场时，林炜坤在演出前

突发高烧。大家都劝他休息调整一下。

打完点滴后，他还是坚持和乐队一起上

台表演。当他们演唱歌曲《孤勇者》时，

台下官兵跟唱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这

次巡演，会让我记一辈子。”林炜坤说。

“正是一个个‘林炜坤’在努力，我们

才能把最好的一面献给更多的‘凌云’

们。”舞蹈演员郭鑫鑫在演出结束后说。

郭鑫鑫是武警湖南总队医院的一名

护士。巡演中，她在 3 个节目中有演出，

还兼职随队卫生员。她说，团结协作、补

位补台，已经成为大家的自觉意识。在

巡演途中有成员病倒或有其他情况时，

总有其他成员主动顶上，连夜加班加点

排练，确保第二天演出顺利进行。

“我们来自不同单位，原本也有着

不同战位，但在‘向战而行、为兵服务’

的共同信念支撑下，我们步伐越走越坚

定、歌声越唱越响亮。”队员申璐说出了

大家的心声。

三

小 分 队 来 巡 演 那 天 ，一 次 突 发 任

务，让郴州支队嘉禾中队下士杨坤林和

部分战友错过了演出。得知此事后，小

分队又带着设备专门返场，为他们送上

歌舞表演。

这不是个例。6 月 19 日，小分队在

怀化支队某中队营区演出完后，得知 3

公里外的山里还有一处单独的哨所。

在徒步前往的路上，中队干部告诉

队员，驻守在哨所的列兵陈天旗最近特

别想家。“我们唱一首《送你一束家乡的

小花》吧！”队员王沁媛的提议得到大家

的认可。

天地为舞台，山川为背景，哨所前

的一隅之地就是演出场地，陈天旗和战

友们在这里看到了小分队为他们“量身

定制”的演出。

“哨位上挺立，硝烟中拼杀……”几

天后，王沁媛收到了一段中队干部发来

的语音——那天过后，陈天旗找来了这

首歌，一有时间就跟着学唱。

巡演过程中，这支小分队还开展了

精准有效的文化服务。

岳阳支队某中队音响没有声音、张

家界支队某中队喊话器损坏……翻开

文化小分队走基层服务统计表，可以看

到，其中详细统计了各单位文化器材情

况，以便于队员们在巡演过程中提供文

化器材维修服务。

帮带基层文化骨干的工作也在同

步展开。曾就读于某大学音乐学院的

队员盛人杰，不仅在巡演中给队友们普

及声乐知识，还在演出间隙利用休息时

间 为 基 层 教 唱 歌 曲 ，传 授 合 唱 指 挥 技

巧；主持人汤润华积极传授播音技巧，

教官兵朗诵、配音、练声……队员们说，

“基层的文化骨干培养起来了，就是一

支不走的小分队”。

打起背包、住进班排、吃饭交伙……

巡演中，小分队坚持只给部队送服务，

不给部队添麻烦。32 天的巡演中，他们

走遍了湖南省 14 个市州，累计演出近

40 场次，让官兵真切感受到军事文艺的

独特魅力和文化小分队的优良作风。

一路真情 为你而来
—武警湖南总队文化小分队巡演见闻

■阳映焜 本报特约记者 杨 韬

7 月 4 日，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下文简称《讲话》）发表 80 周年文艺

演出，在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举行。

整场演出通过“讲”“演”结合，集思

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立体呈现 80 年来

党领导的文艺事业的光辉历程，彰显《讲

话》犹如灯塔，指引新中国文艺事业航向

的重要意蕴。

“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

无产阶级领导的……”胡乔木当年是《讲

话》的聆听者、记录者和整理者之一；演

出第一篇章《起航》，便在胡乔木女儿胡

木英诵读《讲话》、回忆历史中开启。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歌

剧《白毛女》经典选段引得不少观众一

同 轻 声 唱 和 。 当 年 ，延 安 文 艺 座 谈 会

后 ，文 艺 工 作 者 深 入 火 热 的 工 农 兵 生

活，创作出《夫妻识字》《白毛女》等一批

新歌剧，深受人民喜爱。演出现场，这

些新歌剧选段也再次被呈现，赢得观众

阵阵掌声。

周恩来同志一直非常重视党的文艺

工作，在《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上做了大

量工作。演出第二篇章中，周恩来侄子

周秉和深情讲述了周总理与电影“百花

奖”的故事。随后，演奏乐团带来中国电

影主题联奏《经典·记忆》，让人们重温经

典电影音乐；配乐朗诵《谁是最可爱的

人》《回延安》饱含深情，情真意切；女声

独唱《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男声独

唱《北京颂歌》、合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让人们在音乐中感受力量。

“外公曾说，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

个根本的问题，是一个原则的问题，不解

决这个问题就等于没开会……”“作为年

轻一代，我们要勇于接过接力棒，在新时

代绽放青春风采……”演出第三篇章《远

航》，别具匠心地以朱德外孙刘进与青年

学生的一段对话开启。

“一个都不能少，千里万里同怀抱……”

合唱《一个都不能少》充分展现人民在脱

贫攻坚征程上追梦圆梦的真情实感，引

发观众心灵共鸣与热烈掌声。“无论多

久，你都在我们身旁……”合唱《领航》将

演出推向高潮，催人奋进的旋律久久地

回荡在香山革命纪念馆。

下图：演出第一篇章为观众呈现歌

剧《白毛女》选段。 任世杰摄

灯塔光芒
■丁 一 李 宽

迷彩芳华

“松声、涧声、山禽声……皆声之至

清，而读书声为最。”很多年后，我才从

古人的描绘中发现，原来我在边疆军营

里的那些懵懂的读书生涯，竟也拥有几

分如此的风雅和韵致。

“知君关心两件事，世间苍生架上

书。”诗里的浪漫令人仰慕，但对我这

个当年驻守在云南边防山岳丛林的士

兵 而 言 ，实 在 是 可 望 而 不 可 及 的 奢

侈 。 说 到 当 时 我 们 最 关 心 的 事 ，莫 过

于环数、米数、秒数——射击、投弹、过

障碍的成绩。

话虽这样说，但我和很多年轻人一

样 ，揣 着 豪 迈 的 英 雄 梦 和 浪 漫 的 文 学

梦。可当时我能接触到的文学书籍实

在是有限。

当兵半年后，连队有一次受领了一

项在县城机关执勤的任务。是夜，我作

为流动哨在大院里闲巡漫转，颇有点轻

裘缓辔的感觉。路过一间锁着大门的

房间，门楣上的牌子吸引了我——阅览

室。门上残破的封条表明此处已封闭

很久。我禁不住走了过去。轻轻一推，

两扇由老式门扣锁住的门，居然出现了

拳头大的门缝。借着月残星稀之光一

看，一个书架倒在地上，架上书散落了

一 地 。 目 测 了 一 下 ，有 几 本 距 门 约 一

米，只需将我当时扛着的枪上的刺刀打

开，刚好就能够扒拉得到……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唯一的遗憾是

无法选择书的内容。许多年后我一直

在想，假如当时那本书恰巧是一本《电

工手册》或《机械维修》之类的，我或许

会成为一个技术娴熟的老师傅。但是，

机缘偏偏让我撞上了文学……

回到住处，把掖在子弹带后面的书

掏 出 来 一 看 ，我 差 点 惊 呼 起 来 —— 哦

哦，竟然是一本《青春之歌》。

撤回到营区已是第二天傍晚，我急

不可耐地来到连队后山的小松林。这是

一片山清水秀的去处，古人描述的种种清

雅之声皆在耳畔。此刻，借着满天红霞翻

开了书的我，完全陶醉在烽火岁月的青春

之歌中，也领略到读书至妙处须放声吟诵

的那种“不亦快哉”的境界。其时披襟当

风之诵读，至今依然可以脱口而出——沉

沉的黑夜，海愤怒地冲击着岩石，发出惊

心动魄然而又单调寂寞的声响……

大约一周后，书终于在松林间读完

了。书中人物的命运与情感在我内心

掀起的波澜，让我按捺不住要表达、宣

泄、倾诉。我想把书中的故事讲给身边

的战友听。由于书中有一些描写爱情

的内容，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有些

不好意思直接讲述，于是我开启了自己

的军事文学“创作”。我试着把林道静、

卢 嘉 川 等 人 物 ，移 植 到 我 烂 熟 于 心 的

《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小说情节，

一 有 空 就 给 班 里 战 友 们 讲 述 ，生 生 把

《青春之歌》杜撰成了抗日传奇。

虽然常常会把人物讲串，逻辑情节

也 难 免 东 拉 西 扯 ，但 凭 着 当 年 看 过 的

“打仗”的书，我居然讲了一个多月，且

听众越来越多，前来“蹭听”的炊事员此

后见我菜勺都下得很深。

后 来 ，这 件 事 还 是 被 指 导 员 知 道

了。他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竟把那本

书依然留给了我。

类似的读书趣事，当年还有不少。

比如抄读。偶尔辗转借到一本好

书，为了反复赏读，只能选精彩的抄下

来。我至今还保留王愿坚《党费》、普希

金《射击》的手抄本。当年有一幅油画

《我是海燕》——画面是一个女通信兵

顶着暴风雨在电杆上修复电话线。不

知是谁据此画面写下一首同名长诗，朋

友抄给我，我又转抄给朋友，书友往往

成为“抄友”。

再 比 如 拆 分 。 当 时 ，有 一 些 热 门

书，求读者甚众。为了加快流传，大家

只能拆分为几部分，每人限定时间昼夜

传着读。这样快是快了，但问题是常常

得从中间甚至结局读起。记得《基督山

恩仇记》当时是被拆分为 6 本。我一开

读时，埃德蒙已经改名为基督山，开始

了第二次报复。因此，至今我对此书的

情节还是一团乱麻。

“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

潮。”今天，我的书已堆拥案头、满架盈

箧，有一本书却一直被我视为“珍本”。

那 年 ，我 所 在 的 部 队 受 命 参 加 边 疆 作

战。临出发前，我把刚读完的《牛虻》留

在枕头下，书的最后一页最后一句被我

用红笔涂抹——无论我死了还是活着，

都是一只快乐的大牛虻……庆幸的是，

它没有成为我读的最后一本书，我却因

此更加珍惜和热爱读书的快乐。

当 然 ，也 有 人 把 人 生 的 最 后 一 本

书、最后一篇文章永远地留在了边疆。

云南边防某部 21 岁的壮族班长韦建勇，

是 连 队 的 文 化 小 教 员 ，也 是 文 学 爱 好

者。即便兵临战地，他依然在硝烟中坚

持写作。

1981 年，在一次被称为“勇士之战”

的边疆保卫战中，这位“书迷”成为了永

恒的勇士。战友们从他随身的挎包中，

找到了写在干粮和弹药包装纸上的几篇

小小说和诗歌，还有一本《解放军文艺》。

当 时 ，我 已 是 军 区 报 纸 的 副 刊 编

辑。手捧着前线转来的裹满硝烟的作

品，我所能做的就是工工整整地誊抄，

饱蘸激情地撰写编后，然后又与兄弟军

区及韦建勇家乡的报纸联系，同时刊登

作品和组织评论。接着，《解放军文艺》

也将其《朝霞映出来的时候》等 3 篇小小

说同期推出……

我相信，对于“书迷”韦建勇，这应

该是最有温度的告慰。

书中自有战士情。有人问及这些

作品写得怎样？我就会答以那句古语：

“素以为绚兮。”用现代流行的句式，也

可以说，有一种美叫作素朴，有一种绚

丽叫作纯净。

梦回连营书韵长
■郑蜀炎

武警湖南总队文化小分队为官兵表演合唱《一声令下》。 王 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