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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建军 95 周年之际，解放军文

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为全军部队开

展“忠诚之歌”——庆祝建军 95 周年线

上主题演出服务。演出以鲜明的思想

主题、浓郁的战斗气息和新颖的表现形

式，为广大官兵送去了节日的慰问，为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献礼。演出

在中国军网和解放军报微信、微博客户

端等平台播出后，受到基层官兵热烈点

赞。官兵纷纷留言：“高燃！提气！”“吹

响战斗的号角”“向前，向前”……

一

热情讴歌新时代强军事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情

回顾党领导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光辉历程，真诚抒发全军官兵忠诚维

护核心、矢志奋斗强军的共同心声，是

这场演出的思想主旨。

演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雄

壮歌声中拉开序幕。屏幕上，人民英雄

纪念碑上从南昌起义到解放战争的一面

面浮雕，再现我军一往无前、所向无敌的

光辉战斗历程。“融进大海，我是浪花一

朵……”合唱《强军有我》音乐响起，视频

同步呈现官兵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积极投身改革强军、瞄准实战练兵备战

的热血情景。“这是青春的誓言，爱的承

诺！”歌曲由来自不同任务部队的基层官

兵共同唱响，激越的歌声表达出广大官

兵牢记领袖嘱托、献身强军事业的豪迈

情怀。演出一开场，便在历史与现实的

呼应中，传递了演出的主题意蕴。

整场演出突出体现“忠诚之歌”的

思想内涵，通过表现部队官兵牢记重托

铸忠诚、聚焦使命抓备战的火热军营生

活，揭示全军将士维护核心听党指挥、

忠诚使命苦练硬功的信仰追求和远大

抱负。综观演出，主创者以“忠诚”这条

主线，将整场演出的思想脉络和情感发

展贯通起来，增强了演出的思想张力和

艺术感染力。

“踏上强军的征程，风雨洗礼雷火锻

打；斗志昂扬的将士，崇高信仰永葆光

华”，领唱与合唱《我们从古田再出发》唱

出了人民军队改革重塑、浴火重生，在强

军征程上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新气象。“拼

搏奋斗，强军有我”“战位有我，请党放

心”……随后，一组来自基层一线的报

告，彰显新时代革命军人“把使命和责任

担起来，把军队样子立起来”的热血担

当。男声表演唱《说打就打》《我用子弹

跟你唠唠嗑》以及男子舞蹈《尖兵》等节

目，从不同角度展示人民军队重整行装

再出发的勃勃英姿，颂扬全军官兵矢志

强军打赢的昂扬风貌。混声合唱《一起

出发》《请你检阅》以铿锵旋律，唱出人民

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

强军豪情，气势雄壮的音画场景展现三

军将士踔厉奋发的崭新风采和在党的旗

帜下砥砺前行的昂扬斗志。小品《攻坚

克难》聚焦军事变革，犹如滴水映日，通

过描写演习过程中排除故障的一个小插

曲，折射官兵如火如荼的强军实践。作

品从训练生活中提炼“包袱”，彰显了基

层官兵主动作为、迎难而上、争创一流的

责任担当。

“武器新，科技强军让咱钢多气足、更

有打赢底气；军装新，星空迷彩让咱从头

到脚焕然一新……”军营脱口秀《强军十

年谈变化》，以兵的语言、兵的视角讲述

兵的感悟，全景式回顾人民军队十年来

的巨大变化。作品以某部野外训练间隙

举办的军营脱口秀大赛入题，通过讲述

发生在基层官兵身边的点滴小事，借助

庄谐并用的表演，以小见大、有感而发地

赞扬改革强军成就。演出形象展示了新

时代人民军队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

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等变

化，举重若轻，生动鲜活，让官兵真切感

受到改革强军的深刻变化。

二

作为在庆祝建军 95 周年之际上线

的一台主题演出，“忠诚之歌”整场演出

呈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特质，充满浓郁的战斗气息，让人

仿佛能从中闻到战场硝烟味、听到战车

轰鸣声。一幕幕来自练兵备战一线的

精 彩 画 面 ，一 曲 曲 慷 慨 激 昂 的 战 斗 歌

曲，一声声敢打必胜的官兵誓言，交织

出热血沸腾、血脉偾张的演出氛围，让

人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男 声 小 合 唱《士 兵 的 意 志 就 是 胜

利》以打赢制胜舍我其谁的气势，唱出

年轻士兵永远冲锋、不可阻挡、敢于碾

压一切敌人的意志豪情，展现“我们是

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底气与自信。

男声小合唱《请放心吧！祖国》以深沉

而富有情感张力的演唱，歌颂戍边军人

扎根雪域、以身铸碑，宁肯高原埋忠骨、

决不丢失一寸土的满腔忠诚和战斗血

性，彰显卫国戍边官兵矢志强军、听令

而战的使命担当。

军营脱口秀《强军十年谈变化》别

开生面地把演出设置在野外驻训场，青

山是布景，大地当舞台，围坐在演员身

边的官兵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抓紧时

间加油练，练好本领准备战”，这个节目

一落幕，现场官兵热情高涨，情不自禁

地和轻骑队队员们一起唱起了经典歌

曲《说打就打》。空旷的驻训场，无伴奏

的合唱，基层官兵以最真实的样子吼出

了最真切的心声。随后，在音乐的紧密

衔接中，一曲《我用子弹跟你唠唠嗑》延

续《说打就打》的意境，唱出了新时代革

命军人苦练杀敌本领的战斗精神与青

春追求。刺刀、子弹、手榴弹……这些

音乐意象，象征着一代代革命军人不变

的责任担当，彰显英雄传人随时能战、

敢打必胜的精气神。这种嵌入式的演

出形式，不仅使节目与节目之间的起承

转合一气呵成，更让演出充满兵味、冒

着热气，更具感染力。

演出注重在回溯历史中展望未来，

歌颂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的光荣传统，使整场演出具有历

史纵深感，深化了演出主题意蕴。

女声领唱与合唱《英雄赞歌》，情景

交融地再现志愿军将士敢于亮剑、舍生

忘死的英雄壮举，让人在跨越时空的英

雄赞歌中，领略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传

承与发扬，在感人肺腑的情境中感悟爱

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伟力。

“ 把 一 种 信 仰 啊 ，深 深 扎 根 在 泥

土 ，命运紧紧握住 ，青春锻造 ，锻造铁

筋 骨 ……”女 声 领 唱 与 合 唱《信 仰 之

树》，以充满力量的演唱，生动诠释三湾

改编的历史意义，演绎了共产党人探寻

真 理 的 勇 气 魄 力 和 爱 国 爱 民 的 情 怀 。

“新时代的钢铁方阵，正在强军的号角

中踔厉进取。换羽新生的雄师劲旅，正

在伟大的梦想中展开双翼！”配乐诗朗

诵《党旗下的荣光》如一幅历史长卷，溯

流探源、抚今追昔，生动展现 95 年来千

千万万革命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人民军队忠于党的精神丰碑。澎湃的

激情、史诗般的笔触，咏叹新时代革命

军人“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 ”的家国情

怀。这个节目也再次把观众的思绪带

到三湾的那棵大树、引进古田的那幢老

屋，产生回环迭唱的艺术感染力。

三

离官兵越近，离使命就越近。为了让

演出贴近基层、融入兵心，本次线上演出

融歌曲舞蹈、小品朗诵、情景表演、交流互

动等于一体，着力去舞台化，把演出搬到

了生龙活虎的演训一线和革命纪念馆展

陈现场。演出中，文艺轻骑队队员走进官

兵中间，许多节目同战士一起表演。这既

让节目的兵味战味更浓郁，又拉近了轻骑

队与基层官兵的距离，同时强化了演出的

整体感与观赏性。

创新是这场线上演出服务的艺术追

求 ，多 个 节 目 都 实 现 了 艺 术 本 体 的 创

新。军营脱口秀《强军十年谈变化》，在

官兵对话中加入美声、民族及通俗歌曲

的演唱，豫剧表演的串场，群口快板的贯

穿，使演出跳出脱口秀的框架，融群口快

板、演唱表演和戏剧小品为一炉，产生独

特的艺术效果。尤其是说唱的融入，有

效扩展了节目的信息容量，既解决了十

年成就数量多、表现难度大的问题，又契

合了青年官兵的审美风尚。

女声领唱与合唱《英雄赞歌》，在不

同的表演区设置了分别穿着新式迷彩

和志愿军军装的两组演员。他们交替

演唱，实现音程互衬、情景互映，让人们

在声部的起伏、视觉的反差中感悟红色

基因的传承。该节目的编导还设计了

一套可分组的“之”字形舞美结构，演员

的表演随舞台移动产生横跨时空的视

觉效果，使舞台既弥漫历史深处的炮火

硝烟，又展现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万千气

象。结合词意，舞台左右两侧的大屏幕

分别播放当年志愿军艰苦卓绝的战斗

场景及当前新时代官兵投身强军实践

的热血视频，使观众在动态的音画时空

中重温人民军队的胜利征程。

舞 蹈《尖 兵》从 队 列 训 练 、擒 拿 格

斗 、匕 首 操 等 军 事 训 练 课 目 中 提 炼 素

材，同时借鉴芭蕾舞的唯美流畅、中国

古典舞的内敛刚劲及现代舞的时尚动

感，实现舞蹈语汇的创新。一连串飘逸

惊险的高难度技巧动作，刻画官兵在挑

战极限的训练中愈战愈勇的钢铁意志，

用质朴的军事训练语言舞出了中国军

人的威武气魄。

演出突出线上服务特点，充分运用

网络化思维和视频化手段，将训练环境、

演出现场、视频画面与云手段相结合，把

演出、讲解、互动、史料有机地融合在同

一个网络时空。特别是在视频的设计和

运用上，演出充分利用 3D 建模技术和大

屏组成的环形屏幕，使视频与前区的舞

台表演融为一体，从空间透视上营造出

逼真的现场感，有效延伸了表演空间，增

强了演出的艺术感染力。舞蹈《尖兵》中

乌云密布的演训场、女声领唱与合唱《英

雄赞歌》中水墨画般的山川大地以及小

品《攻坚克难》中轰鸣而去的坦克等，都

给人身临其境的视听效果，获得官兵广

泛好评。

仰望岁月荣光 讴歌强军伟业
——“忠诚之歌”庆祝建军95周年线上主题演出述评

■黄志凡 本报记者 袁丽萍

左上：女声领唱与合唱《英雄赞歌》；左下：男声表演唱《我用子弹跟你唠唠嗑》；右上：诗朗诵《党旗下的荣光》；右下：军营脱口秀《强军十年谈变化》。

拍摄：邢 宇、刘 钊 制图：贾国梁

“没有牡丹红，没有菊花香，我们是

那不知名的骆驼草……”

夏日傍晚，在某戈壁滩驻训场一座

临时搭建起来的简单舞台上，来慰问演

出的火箭军“东风第一旅”文艺小分队

队员伴着动听的吉他旋律，深情唱响了

歌曲《骆驼草》。

“我们不需要甘霖浇灌，我们不需

要沃野良田，我们就是那骆驼草，日夜

守护着可爱的家园……”这首歌曲，是

一首经典老歌，曾被众多军旅文艺名家

演唱过，更被火箭军官兵经久传唱。《骆

驼草》诞生在荒漠戈壁，创作素材正是

来自我国第一支战略导弹部队——“东

风第一旅”。

当那悠扬的歌声响起，许多官兵都

感觉心灵受到触动。该旅政治工作部

干事高宇阳也是其中之一。他说：“听

到 这 首 歌 ，思 绪 就 好 像 走 入 了 西 北 戈

壁，回到了那段艰难的初创岁月。”

上世纪 50 年代末，该旅前身部队

地地导弹第 70 分队刚组建，便开赴河

西 走 廊 。 时 值 三 年 自 然 灾 害 时 期 ，官

兵 宁 可 饿 着 肚 子 训 练 ，也 不 给 国 家 添

负 担 ，训 练 间 隙 靠 挖 骆 驼 草 、采 集 沙

枣沙米充饥。据记载，仅 1960 年这一

年 ，官 兵 就 挖 采 骆 驼 草 5 万 多 公 斤 。

他 们 迎 风 斗 沙 、忍 饥 挨 饿 ，经 过 数 年

磨 砺 ，最 终 打 响 了 震 惊 世 界 的“ 争 气

弹”。

后来，原第二炮兵一位领导到该旅

调研，了解到这段历史后深受感动，连

夜创作了歌词《骆驼草》，交由青年作曲

家胡旭东作曲。歌曲创作完成后，迅速

在该旅官兵乃至火箭军部队中传唱开

来。歌曲以物寓人、借景抒情，深情歌

颂了火箭兵像骆驼草一样坚韧顽强的

品格意志，赞颂了他们忠诚使命、为国

奉献的战斗情怀。在深情的歌声里，我

们仿佛看到那一簇簇扎根戈壁的骆驼

草，看到英雄官兵砺剑铸盾的身影穿梭

其间……

“我感觉，生活在物质丰富时代的

年轻官兵，更需要这种艰苦创业精神的

滋养。”高宇阳说，每次旅里有文艺演

出，他都会建议把这首歌加入节目单，

以让更多官兵从中汲取力量。几年前，

在筹备庆祝该旅组建 60 周年文艺演出

时，高宇阳带领文艺骨干将这首歌重新

配乐，改编成吉他弹唱版本，为老歌注

入了新活力。歌曲演出后受到官兵肯

定，赢得热烈掌声。随后，这首改编歌

曲被该旅文艺小分队带到演训一线、座

座军营，广受官兵欢迎。

平 日 喜 欢 弹 吉 他 的 下 士 陈 健 ，是

当 年 改 编 歌 曲 的 主 要 成 员 。 陈 健 说 ：

“《骆驼草》见证了我的成长。”陈健来

部 队 后 ，曾 一 度 不 适 应 军 营 生 活 。 新

训 期 间 ，他 在 一 次 文 艺 演 出 中 第 一 次

听 到 这 首 歌 曲 就 非 常 喜 欢 ，又 从 时 任

排 长 李 赛 口 中 得 知 歌 曲 背 后 的 故 事 ，

感觉内心一下子被击中了。“没有杨柳

青，没有松柏长，我们生长在无际的大

漠上……”他学会了这首歌，还经常在

训 练 间 隙 为 战 友 演 唱 。 歌 学 会 了 ，歌

曲中饱含的“骆驼草精神”也刻印在他

的心头。后来，陈健两次荣立三等功，

并作为优秀士兵被保送至某军校。如

今 ，听 到 大 家 对 吉 他 弹 唱 版 歌 曲 如 此

喜欢，陈健很是自豪。他说，希望通过

自 己 的 改 编 ，能 让 更 多 战 友 像 自 己 一

样 去 了 解 歌 曲 背 后 的 故 事 ，让 革 命 先

辈们的精神力量鼓舞更多人。

骆 驼 草
■黄 洋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作品背后的故事

车出会宁县城向北，在崎岖山路上

颠簸约 70 公里后，我们来到会宁县郭城

驿镇红堡子村。

红堡子原本不叫红堡子，因 1936 年

会宁会师前夕，中国工农红军在此驻扎、

生活、战斗了 52 天而更为现名。置身于

这方浸润着长征精神的红色热土，我们

探寻光荣历史，感受军民鱼水情深。

那是 1936 年初秋的一个中午，时任

红 一 方 面 军 政 治 部 主 任 杨 尚 昆 一 行 8

人，徒步来到红堡子，找到了地方民团团

长王瀚。

王瀚早前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进

步思想，与白银地区地下党往来频繁，对

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作风由衷钦

佩。当时，红堡子一些顽固势力反对接

纳红军，但王瀚力排众议。为迎接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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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9 团的到来，王瀚让村民将红军旗

帜高悬于旗杆上，杀猪宰羊、预备饭菜，

自己还慷慨捐出大量钱粮和一批枪支弹

药。红军到来时，红堡子村民敲锣打鼓、

夹道欢迎。后来，王瀚还在当地举行集

会，广为宣传红军，动员各方力量为红军

筹钱筹粮。

当时，靖远和会宁县城都驻有国民

党军队，而红堡子正处于这两地之间。

红军进驻红堡子，就在国民党军队重兵

把守的靖远和会宁之间有了立足之地，

在交通要塞之处建立了一块根据地。此

后，红四方面军兵分东、中、西三路向红

堡子集结，朱德、徐向前、萧克、王树声等

红军将领都曾来到红堡子。

红堡子这块方寸之地，成为会宁会

师前，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协调指挥作

战中心。在这里，红军将领们指挥了红

堡子战斗、西渡黄河等，还开展了备战宁

夏战役等工作。

阳光拂过陇东高原绵延的群山，高

高的红堡子烈士纪念碑直刺天宇。离纪

念碑不远处，在翠柏环绕中，有一座烈士

墓。墓碑上写着“红军先烈黄连长佚名

之墓”。

烈士已长眠在红堡子 80 多年。红

堡子人民不知他家在何方、名字为何，只

知道他姓黄，是位连长，牺牲于红堡子战

斗中。

红堡子战斗，是红军进入会宁地区

后的第一仗。

1936 年秋季的一天，第 219 团政委

李 国 厚 带 着 4 连 官 兵 在 红 堡 子 筹 备 军

粮。黄昏时分，红军侦察员来报告，有

大股敌人从靖远向红堡子扑来。李国

厚果断组织部队集结到红堡子村北埋

伏了起来。

当敌人进入红军埋伏地域时，4 连

黄连长带领战士们开火，把敌人打得人

仰马翻。追击敌人途中，他不幸被一颗

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后来，大家才知道，敌人本企图前往

会宁方向，阻挠红军会师，没想到在红堡

子遇到强烈阻击，被歼灭了大半，只得向

靖远方向回窜。

当黄连长被战士们抬进堡子时，山

川含悲，满堡哭咽。红堡子人以最高规

格的葬礼安葬英雄：宋老太将她的柏木

棺材献给黄连长，村民们将当地最好的

羊皮袄穿在了他身上，即将新婚的女人

将婚礼用的锦带系在了他的腰际……多

少年来，逢年过节，总有村民自发地到黄

连长墓前烧几沓纸、燃几炷香，半个多世

纪从未间断。

小小的红堡子，流传着许多红军与

村民血浓于水的感人故事。

“父母亲一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给

红军做过事。”70 岁的马贵堂老人说，当

年红军来到红堡子，父亲加入了运粮队，

母亲给红军磨面碾米、做衣服鞋子。马

贵堂现在是红堡子红色故事征集员。翻

开他编印的小册子，一个个动人故事展

现在我们眼前：为了支援红军渡黄河，村

民们将自家门板拆下来做渡船；为了帮

助红军运送物资，村民们献出了自家的

骡子牛马；为了帮助红军转移伤员，白发

苍苍的老人也在后方辛劳奔波……有一

位叫王荣的红军战士曾住在马家养病，

得到悉心照顾。王荣病愈归队时，他们

用家里两个月的口粮，做了满满三大袋

干面送给王荣。

前些年，王瀚的玄孙王东良自己筹

资，在老家宅院的红军指挥部旧址旁建

起了红色文化纪念馆，收集展出了 1000

多件红色文物。王东良说：“红堡子人有

责任让红军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这处纪念馆，如今已是白银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我们采访结束时，恰逢

红堡子小学的孩子们到纪念馆参观。参

观后，他们还要登上纪念馆后面的山坡，

瞻仰烈士纪念碑，祭奠黄连长。在红堡

子，“红色情”就像流水一样绵绵不绝，焕

发着不竭的力量。

走进红堡子
■孙利波

红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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