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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红旗漫卷，95 年热血荣光。人

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从

胜利走向胜利。8 月 1 日，庆祝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特别节目《永恒的

军魂》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战旗迎风扬，军心永向党。节目紧

紧围绕“永恒的军魂”这一主题，将主会

场 演 出 与 各 分 会 场 表 演 相 结 合 ，分 为

《序·人民军队忠于党》《铁血忠诚铸军

魂》《重整行装再出发》《不忘初心担使

命》《奋进强军新时代》5 个篇章。整场

演出赞颂辉煌成就、抒发奋进豪情，展

现人民军队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不断

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表达全军官兵忠

诚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军，忠实履行

新时代使命任务的雄心壮志。

一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

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节

目在大合唱《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

序幕。

蓝天白云下，军旗飘扬、战车列阵，

士兵英武豪迈。节目主会场设在涌现

过“泰兴登城英雄连”等 19 个英模集体

的北京卫戍区某部“老虎团 ”训练场 。

舞台背景墙上，巨幅党旗与闪亮钢枪交

相辉映 ，烘托出“党指挥枪 ”的鲜明主

题。“老虎团”的年轻士兵们激情唱响热

血军魂，充分展现人民军队永葆初心的

忠诚与担当。

听党指挥，军魂永驻。人民军队忠

于党，这是奔流在代代官兵内心深处的

血脉情怀。军旗永远跟着党旗走，始终

不渝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人

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是人民子

弟兵铭刻于心、落实于行的坚定誓言。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闪耀在人民

军队发展壮大的每一个历史瞬间。第一

篇章《铁血忠诚铸军魂》用 5 首歌曲从不

同角度展现和反映我军官兵爱党报国的

热血忠诚和使命担当。江西铜鼓，秋收

起义纪念馆分会场带来《秋收起义歌》；

遵义会议旧址前，军民同唱《遵义会议放

光辉》。同为 89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唐杰、

周荣兴，带领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高唱

抗日战歌《游击队歌》。大合唱《人民解

放军占领南京》回望人民军队的光辉战

史，激扬年轻官兵的胜战意志和决心。

歌曲《英雄赞歌》的深情旋律与电影《英

雄儿女》的经典画面，让人深受感染。当

那些熟悉的歌声传来，当那些令人震撼

的场景在眼前再现，人们在一次次跨越

时空的交流当中，思绪不断抵近人民军

队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的辉煌历史。

二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

生命开鲜花。”曾在国庆 70 周年阅兵式

上震撼亮相的百面英模部队战旗，和着

歌声，映红了舞台上的大屏幕。战旗猎

猎，记录人民军队血染的风采，承载着

功勋和光荣，更召唤着当下的使命与担

当。演出由此过渡到第二篇章《重整行

装再出发》。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

以看得更加清晰。站在人民军队 95 岁

生日的节点上，再次回望历史，我们更

加认识到锻造军魂对于一支军队能走

多远的决定性意义。

镜头聚焦红色古田。

1929 年 12 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

古田会议，探索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

光辉道路。85 年后，习主席在古田领导

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解决新的

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

队的重大问题，鲜明提出人民军队政治

工作的时代主题。“从古田再出发”，思想

建党、政治建军的灵魂之火，淬炼着人民

军队的思想纯度和政治品格。

“踏上强军的征程，风雨洗礼雷火锻

打……”坚定维护核心，铸牢忠诚之魂；

聚焦练兵备战，砥砺血性之气。歌曲《我

们从古田再出发》唱出了人民军队重整

行装向前进的新气象。

镜头转向一处处分会场，一幕幕人

民军队奋进强军新时代的鲜活画面扑面

而来。大海边，海军军乐团带来一曲《巨

浪》，彰显新时代人民海军沿着党指引的

航向，劈波斩浪、纵横海疆的恢宏气势。

战机旁，空军“起飞线”乐队带来《向前

飞》，豪迈抒发年轻一代战斗机飞行员的

凌云壮志。某野外驻训场，火箭军砺剑

文艺小分队与官兵一起高唱《冲锋号》，

唱出“风雷动，热血燃烧”的壮志豪情。

在“八一”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广大官

兵坚守在战位上，强军心声荡气回肠。新

疆军区分会场，驻守喀喇昆仑山的某部官

兵齐声高呼“边关有我，请党放心”，满腔

赤诚，动人肺腑。“如果有谁敢来侵犯，必

定让他有来无还”，一曲《昆仑战歌》唱出

边关将士誓死保卫国家的坚定信念。“血

染的旗帜下高唱胜利的歌……”雪山巍

峨、大地苍茫，某边防团官兵与西藏军区

文工团文艺轻骑队共同唱响《神圣的高

地》。铿锵誓言，历久弥坚。武警部队官

兵深情演唱《一路忠诚》，充分展现官兵忠

诚于党的初心本色。

三

“山崩地裂的时候，看到过你勇敢

的逆行；洪水袭来的时候，看到过你风

浪尖上的冲锋……”一个个触动心灵的

镜头，伴着《为你动容》的歌声定格。“还

是那一身军装，还是熟悉的模样，解放

军来了，亲人就在我身旁……”一个个

让人落泪的画面，随着《解放军来了》的

旋律闪现，深情演绎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传递温暖、守护幸福安康的光辉形象。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无论是惊天动

地，还是默默坚守，人民军队始终本色

不改，初心不变。

节目第三、四篇章，将主题聚焦在

“ 不 忘 初 心 担 使 命 ”“ 奋 进 强 军 新 时

代 ”，形成递进深化的内在逻辑 ，彰显

演 出 的 深 刻 意 蕴 。 总 制 片 人 管 李 文

说：“本次特别节目没有采用常规的历

史 时 间 线 形 式 来 编 制 节 目 内 容 ，而 是

以建军 95 年来，人民军队建立的重大

功勋、作出的重大贡献、取得的重大成

就 和 涌 现 出 来 的 英 雄 模 范 为 重 要 内

容。每个篇章分别通过短片或现场采

访抗战老兵、英雄模范人物和连队，形

象生动地表现内容。”

强军事业是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将个人理想融

入家国担当，将青春梦想融入中国梦强

军梦，是新时代革命军人无悔的选择。

“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就是逐梦时代的

胜战尖刀”“守大山就是守江山，守洞门

就是守国门”“生命相托，永不言弃”……

数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代表，登台

表达他们矢志强军梦、建功新时代的决

心信心。“有灵魂，铁心向党；有本事，勇

于担当……”全场官兵激情唱响《新时代

革命军人最荣光》。歌声、口号声，从高

原、海岛，从训练场、演习场迸发，汇成撼

天动地的誓言：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

战车轰鸣、战鹰翱翔，巨舰劈波斩

浪、导弹剑指长空，一身泥水一身汗、满

怀忠诚守边关……屏幕上一幕幕我军

官兵苦练本领、矢志强军的精彩画面令

人热血沸腾，伴着《强军有我》的豪迈歌

声，清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听党话、跟

党走，永远是全军将士最坚定的信念和

最铿锵的誓言。请党放心，强军有我！

我们建功新时代，海天更辽阔！

四

“八一”，是军人的节日，也是广大热

爱国防、关心国防、献身国防的人们共同

的节日。总导演杨丽说：“八一建军节是

进行全民国防教育的好时机。”为此，演

出导演组特意安排一支由军地文艺工作

者组成的国防宣传小分队，带着军歌走

进校园。他们与学生们一起唱响《我是

一个兵》《一二三四歌》《绿旋风》《当那一

天来临》等歌曲，激发青少年爱国主义情

怀，也在他们心中撒下壮志报国的种子。

一朝戎装，一生荣光。节目中，4 位

退役军人代表来到主会场，与观众分享

他们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故事，

赢得阵阵掌声。一曲铿锵有力的《若有

战，召必还》，唱出广大退役军人时刻听

从党召唤的共同心声。

为强军放歌，为官兵抒情。整台演

出以普通官兵为表现主体，用不同历史

时期创作、体现不同风貌的多首音乐串

联贯通。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艺术创

作展现的感染力一次次撞击着人们的

心扉。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

召唤在前方……”演出尾声，现场全体

官兵齐唱《强军战歌》，唱出全军官兵为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不懈奋斗

的决心意志。“八一”特别节目《永恒的军

魂》落下帷幕，永恒的军魂早已成为革命

军人刻印在灵魂深处的鲜明标记。

图片设计：贾国梁

礼赞热血军魂 抒发奋进豪情
—2022年央视“八一”特别节目《永恒的军魂》侧记

■本报记者 袁丽萍 邵景院

红色足迹

“军号响，战旗扬，咱们部队练兵

忙；不怕苦，不怕累，使命人人肩上

扛……”“八一”前夕，陆军第 80 集

团军某旅文艺小分队在野外驻训场，

为官兵送上慰问演出。文艺小分队队

员、下士刘伟奇为大家表演自编快板

《备战有我》，清脆的快板、幽默的语

言，赢得台下战友阵阵喝彩。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 驻 训 展 开 以 来 ，

部队任务繁重，如何加强基层文化建

设、使其为战斗力服务成为他们关注

的课题。对此，该旅统筹基层力量，

通过个人报名、集中培训等方式，遴

选了一批业余文艺骨干组成文艺小分

队，将文艺创作成果送到训练一线，

用富有兵味战味的文艺节目提振兵心

士气。他们还结合各单位实际，为不

同单位量身定制特色文艺作品，并采

取教唱战斗歌曲等多种形式，为基层

练兵备战加油鼓劲，不断提升文艺小

分队服务质效。

不久前，该旅一场迎新兵晚会在

临时搭建的露天舞台上开演。新兵杨

阳观看演出后说：“精彩的文艺演出，

让我们直观感受到战地文艺的魅力，

更让大家倍感振奋、充满斗志。”

文艺小分队活跃演训场
■王 旭 王崇嘉

该旅文艺小分队为官兵演出节目《战旗飘扬》。

李国瑞摄

“八一”特别节目《永恒的军魂》演出剧照。

“裁三县之土，立江淮之源，融豫风

楚韵，由刘邓定名”。河南新县，地处大

别山腹地，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鄂豫皖

苏区首府所在地，也是当年刘邓大军千

里挺进大别山的落脚地。

1996 年 9 月，我考上了坐落在大别

山脚下的一所军校。那年国庆前夕，学

校组织我们新学员到新县参观见学。

新县箭厂河乡，有一块不足 30 平方

米的小田地。1927 年冬天，300 多名革

命烈士在此处就义，鲜血染红了整块稻

田 。 后 来 人 们 便 把 这 块 稻 田 称 为“ 红

田”。当我们参观“红田”时，心灵受到强

烈震撼。

新县是一方红色热土。“家家有红

军、户户有烈士，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

碑”，是革命战争年代新县的真实写照。

我们面对红田纪念碑向烈士默哀，时空

凝滞，草木同悲。千余人低头肃立，场面

静得出奇。我的思绪在历史长河中穿梭

流连，一幅幅悲壮画面仿佛浮现眼前。

大别山是英雄的山，大别山人民是

英雄的人民。那天，我们参观了鄂豫皖

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瞻仰了烈士陵园，

聆听先烈事迹，在纪念碑前进行入伍宣

誓 。 青 山 墓 冢 埋 忠 骨 ，碧 石 碑 碣 铭 先

烈。吴焕先、吴光浩、韩名柱……一个个

光辉的名字印刻进我的心中。

“为整河山剑铸犁，灯光挑破乱云

低 。 征 袍 血 染 秋 风 里 ，忆 往 枪 声 没 马

蹄。”在这些先烈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红 25 军政委吴焕先。他是鄂豫皖苏区

早期主要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主要创始

人之一，一家 6 口人全部为革命牺牲。

他文武兼备，善于指挥，不怕牺牲。在庾

家河战役中，军长、副军长身受重伤撤下

火线后，吴焕先在敌我双方争夺最激烈

的阵地上继续指挥战斗。吴焕先家中本

有 20 多亩良田加上日杂百货铺，在当时

算得上富裕家庭。但他义无反顾带着全

家人投身革命，牺牲时年仅 28 岁。

“哪朵葵花不向太阳，哪个穷人不向

共产党？”鄂豫皖苏区能够“28 年红旗不

倒”，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能够站稳

脚、扎下根，正是缘于像吴焕先这样的共

产党人始终葆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正是

缘于党同人民一条心、军民团结如一人

的优良传统。

“谁英雄谁好汉，拉练途中比比看。”

见学的最后 3 天，我们把对先烈的缅怀

崇敬之情藏在心底，打起背包行囊、高擎

红旗，沿着大别山红军足迹，徒步行军返

回学校。

那次参观见学带给我的震撼与收

获，是巨大的。一个刚入军校的年轻军

人，从此知道何为牺牲奉献，何为忠诚信

仰，也从中获得了在军旅道路上拼搏奋

进的动力。

没想到，22 年过后，我又来到了新

县——我所在军校的院系党委中心组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地点安排在新县。依

然是国庆前夕，那天清晨，我们乘坐大巴

车从武汉奔向大别山。秋高气爽，大别

山层峦叠嶂，秋色美不胜收。

岁月变迁，老区有了新变化。我们

来到新建的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英

雄山。山顶耸立着醒目的“红旗飘飘”主

题雕塑，象征着“红旗屹立不倒，火种不

灭”。8 面红旗，均为迎风招展的形态，

每面红旗都代表从这里走出的一支红军

队伍。在烈士陵园，一面格言墙上赫然

写着“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让我

心生强烈共鸣。我们来此寻根铸魂，正

是缅怀英雄、崇尚先锋，正是为了从英雄

先锋身上汲取奋斗力量。在鄂豫皖苏区

首府革命博物馆里，一张张带着时代印

记的黑白照片、一页页残破发黄的手稿、

一件件斑驳的大刀长矛，见证了先辈们

在大别山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斗争岁

月，记录了苏区优秀儿女们的感人事迹，

让我们深受激励。

新县寻根，让我更加体会到开展主

题教育的重要意义。党在百年奋斗中形

成的红色基因，彰显了党的根本宗旨、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蕴藏着我们“从哪里

来”的密码，也蕴含着我们“走向何方”的

答案。在鄂豫皖苏区，那些革命历史、人

民英雄、革命文物，都是传承红色基因的

教科书，都蕴含着激励我们奋勇前行的

力量。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

些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的烈士英

雄，不能忘记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

区人民。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

告慰先辈，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新
县
行

■
夏
效
生

“守卫祖国雪域冰川，穿行在冰

峰 雪 岭 间 ， 离 我 最 近 的 是 蓝 天 ， 站

立 的 地 方 叫 边 关 ……” 连 日 来 ， 这

首 歌 曲 《滚 烫 青 春》 跟 随 新 疆 喀 什

军 分 区 文 艺 小 分 队 巡 演 的 脚 步 ， 在

雪 域 边 关 、 戈 壁 荒 漠 的 基 层 部 队 传

唱开来。

这首歌曲由该军分区某部指导员

胡 铮 创 作 。 胡 铮 曾 任 军 分 区 宣 传 干

事，数十次深入高原边防连队，与官

兵一同策马扬鞭、踏雪巡边，深刻体

味到高原戍边官兵的精神风貌。

该军分区边防部队常年驻守在平

均 海 拔 4000 多 米 的 雪 域 高 原 。 十 年

饮冰，热血难凉。在恶劣艰苦的自然

环 境 中 ， 戍 边 官 兵 始 终 胸 怀 报 国 之

志 ， 裹 着 满 腔 滚 烫 的 热 血 ， 扎 根 高

原、戍守云端、建功边关，用实际行

动谱写了一曲新时代高原边防军人的

戍边赞歌。

一 边 是 脸 上 红 得 发 黑 的 “ 高 原

红”、凹陷的指甲和稀疏向后的发际

线，一边是不断挑战生理极限的刻苦

训 练 ， 在 万 家 团 圆 的 时 刻 头 顶 边 关

月、坚守在战位……高原边防军人吃

苦不言苦，默默奉献。在边防的所见

所闻所感，不断触动着胡铮的内心，

让他萌发出写一首歌来赞颂边防军人

的想法。

“滚烫青春融化冰川，爬冰卧雪

也 不 苦 言 。 我 是 守 护 祖 国 利 剑 ， 坚

定矗立雪域边关。”几天后，一段歌

词 诞 生 在 胡 铮 的 采 访 笔 记 本 上 。 说

起这首歌的创作过程，胡铮说：“每

次 有 感 而 发 想 到 一 句 歌 词 ， 我 都 会

先 记 在 笔 记 本 上 。 在 多 次 打 磨 修 改

后 ， 整 首 歌 曲 才 创 作 完 成 。” 随 后 ，

他 联 系 军 分 区 文 艺 小 分 队 创 作 员 进

行谱曲。

歌短情深。如今，这首朗朗上口

又饱含深情的歌曲在该军分区官兵中

传唱开来。不少官兵表示，从歌曲中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样子，听到了自己

的心声。

歌唱那滚烫的青春
■胡昌团 李劲松

作品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