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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青海总队举办“初心如

磐，勇担使命”主题文艺演出，所属单位

官兵通过网络视频同步收看。整场演出

分为《浴血》《光辉》《奉献》《强军》4个篇

章，深情讴歌人民军队披荆斩棘、浴血奋

战的光辉历程，生动再现武警青海总队

一代代官兵铁心向党、服务人民的风采。

“砰、砰、砰”，伴着三声枪响，舞台

幕布缓缓拉开，一群颈戴“红领巾”、臂

佩白毛巾的官兵出现在舞台上……歌

曲《南昌起义》的音乐随之响起，文艺演

出就此展开。“活着走出草地，不让一个

人掉队……”情景歌舞《活着走出草地》

再现红军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生动诠

释长征精神。

枪炮声震耳欲聋，一名名志愿军接

连倒下，但那面被炮火轰击得残破不堪

的战旗却始终挺立着……情景表演《上

甘岭战役》，展现志愿军将士面对敌人猛

烈进攻，不惧生死、坚守阵地的英雄事

迹。节目鲜明彰显战斗到底、绝不屈服

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让年轻官兵受到

强烈触动，激荡练兵备战的热血豪情。

演出这几个节目的演员，大部分都

是今年刚入伍的新兵。他们的表演经

验虽然尚有不足，但他们非常珍惜演出

机会，用刻苦认真的排练保证了演出质

量。参演的回族新兵虎酸哈说：“经历

这次演出，我对我军光荣历史有了更加

深入的了解，也更深刻体会到老一辈革

命军人的忠诚信仰，对我来说这是一次

生动的教育与精神的洗礼。”

“让我再去救一个！”刚从废墟中救

出一个孩子的战士嘶声喊道……舞台剧

《废墟上的声音》重现 2010 年玉树地震

时，该总队官兵参与救援的场景，让许多

亲历过救援现场的官兵看湿了眼眶。

多年来，该总队先后参与了沟后水

库溃坝、玉树地震、格尔木洪灾等多项

抗灾抢险救援行动。官兵怀揣对党和

人民的无限忠诚，一次次舍生忘死、英

勇逆行，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置于首

位，以大爱情怀挽救群众于危难之中。

演出还从该总队光荣历史和官兵生

活中选材，创编了一些生动反映该总队

奋进历程和官兵风采的新节目。“任寒风

吹过绿色的军营，让雪山见证信仰的海

拔……”情景表演唱《天路·云端哨卡》，

唱出该总队某部官兵守卫在海拔4868米

的云端哨卡的担当奉献，唱出官兵献身

使命的热血忠诚。军营快闪《你笑起来

真好看》以小见大，从基层官兵角度讲述

该总队大力推动基层风气建设，求真务

实解难帮困，得到广大官兵认可的故事。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演出

在全体官兵雄壮的合唱声中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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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文化景观

强军文化观察

井冈山，初次踏入这片红色的土地，

一个最直接的感觉——似曾相见。

早在学生时期，我就非常神往这个名

字——井冈山。那是朱毛会师的地方，是

工农红军兴起的地方，是燃起革命燎原之

火的地方。工作后，作为政治理论课教员，

站在三尺讲台，我曾无数次讲到这个名字，

谈到那段历史。中国革命从那里兴起，人

民军队从那里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

道路从那里探索……它这么熟悉亲切，又

这么有温度、有力量，以致我那时虽然未去

过，却总觉得那个地方好像就是自己工作

过、战斗过的地方，就是自己的故乡。

今天，井冈山，我来啦！

初见如重逢，是井冈山的山。

终于来到这片红色的土地，远眺苍

山连连，近观翠竹丛丛，敬立枫树坪，凝

望八角楼，聆听革命事迹，遥想伟人风

采，心潮澎湃。回首那段红旗漫卷的岁

月，这是战斗的山，激战龙源口，坚守黄

洋界，激烈的枪炮声仿佛就在耳畔，浴血

奋战的身影似乎就在眼前；这是革命的

山，纵横湘赣边，运筹八角楼，打土豪、分

田地，绘就工农苏维埃新天地，先农村、

后城市，开拓中国革命新道路。90 多年

过去，战地黄花已成盛世之炬，映照出街

上熙攘的人流、闪烁的灯火与幸福的笑

脸。这盛世，先辈们为之奋斗，为之献

身。这盛世，是对他们最大的告慰。

初见如重逢，是井冈山的人。

在井冈山学习期间，我走过一处处革

命旧址，追寻着历史的足迹，凭吊为革命

献出生命的井冈英烈，也接触一位位继承

革命先烈遗志的井冈山人。他们中，有年

近 80 却退而不休、依然坚守在三湾大讲

堂的何继明将军。他对军队永远跟党走

的坚定信念、对井冈山革命历史传统的热

爱和激情、对传承弘扬井冈山精神的使命

感，发自内心，感人至深。他们中，有在井

冈山龙潭景区传唱红歌的保洁员江满

凤。她的爷爷江治华是一位红军烈士。

从懂事起，江满凤就对爷爷留下的那本誊

抄着 30 首井冈红色歌曲的手稿爱不释

手。担任景区保洁员后，她每天清晨扫完

地，便留在山上传唱爷爷留下的《红军鞋》

等井冈红歌，一唱就是 20多年。他们中，

有在井冈山战斗过并将儿子遗留在井冈

山的革命前辈曾志的孙辈——石金龙。

他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奶奶——一位红军

老战士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讲述了

她在亲情与党性原则面前的自觉选择。

曾志把对儿子的亏欠留给自己，把对党的

忠诚镌刻在心里，去世后把骨灰埋在井冈

山的一棵树下，井冈山寄托了她的青春、

理想与一生的追求。

初见如重逢，是井冈山的旗。

如今的井冈山，柏油路环山而行，乡

居楼房错落林立，可谓旧貌换新颜，但不

变的是那一面面红色的旗。红旗凝结着

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代表着我们永

不变色的基因。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

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培育出的一

种伟大革命精神。这种精神透过烽火岁

月更显光华，历经时代变迁更加珍贵。

当下，井冈山的山越变越美，井冈山人的

生活越来越好，井冈山的精神与实践相

结合，正不断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初上井冈山
■张进存

1952 年 8 月 1 日，北京莲花池畔，冉

冉升起一颗闪亮的“红星”。作为中国唯

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70年来，八一电影

制片厂共创作完成军事题材故事片、军事

教育片、新闻纪录片、国防科研片、电视专

题片等各类影视作品2700余部，记录展现

我军光辉足迹，生动塑造军人形象，始终

与时代同发展、与军队共进步、与人民心

连心。

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战斗精神，新时

代八一电影人奋进在为强军服务、为基

层服务、为官兵服务的道路上。熠熠生

辉的“红星”厂徽，见证着这支队伍的血

脉与荣光。

一

在八一厂史馆内，一件弹痕累累的

老式军装引人注目。军装的主人，是该

厂战地摄影师杨秀清。

1962 年，27 岁的杨秀清赴边境执行

战地拍摄任务。在一次拍摄时，敌人的炮

弹突然袭来。剧烈的爆炸声后，他穿的棉

衣被炸烂，身上多处中弹。胸前口袋里的

两个厚笔记本和他抱在腹前的摄影机，挡

住了致命的弹片，救了他一命。

八一厂战地摄影队，是一支有着深

厚传统的队伍。70 年来，以战地摄影队

为代表的一代代八一电影人，始终战斗

在离战场最近的地方。

为战而生、向战而行，是“红星”的重

要内涵。八一厂建厂之初拍摄的第一部

影 片 ，便 是 军 事 教 育 片《河 川 进 攻》。

1952 年 10 月，刚建厂 2 个月，八一厂就

组建了第一支战地摄影队，奔赴硝烟弥

漫的朝鲜战场，拍摄了反映志愿军英雄

事迹的《钢铁运输线》等一批战争纪录

片。在朝鲜平安南道拍摄期间，八一厂

战地摄影队突遭两架美军飞机空袭。摄

影师高庆生为保护摄影机，不幸壮烈牺

牲，年仅 25 岁。

从第一部影片、第一支战地摄影队

到第一位在前线英勇牺牲的烈士，八一

厂这颗“红星”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战场，

与英雄，与士兵，与牺牲奉献，与使命荣

光，紧密相连。

哪里有卫国戍边战斗，哪里有抢险

救灾重任，哪里有火热的部队生活，哪

里就有八一厂的摄影机。战地摄影队

以摄影机作武器与战士们一起冲锋陷

阵，被誉为“八一敢死队”。除高庆生之

外，八一厂还有柴森、文宗华、朱永富、

李连祥、谷芬、王杰 6 位战地摄影师牺牲

在工作任务中。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滋

润了军旅影坛的沃土，被人们称为八一

厂“七勇士”。

高庆生用生命保护的那部摄影机，

后来被命名为“光荣号”，珍藏在八一厂

史馆，激励着一代代后来人不畏艰难险

阻、不怕流血牺牲，听党指挥、勇担重任。

走出八一厂史馆，迎面的迷彩色墙

壁上，涂着一个醒目的摄影机图案和“战

地摄影队”几个大字。这面墙，见证了

“八一敢死队”传人的一次次出征。

一切聚焦备战打仗。新时代八一厂

战地摄影队向战而行，担负起重大军事

行动、部队演训、抢险救灾等任务的拍摄

工作，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他们的脚下，是老一辈八一电影人

扛着摄影机走过的路，是一条无怨无悔

的“奔赴之路”。

2018 年，八一厂战地摄影队全程跟

踪 记 录“ 东 方 -2018” 中 俄 战 略 演 习 。

在任务中，面对“哑弹险情”，摄影师马远

冲英勇无畏，一路跟随排爆组进入无人

地带，近距离拍摄了“指挥、前运、埋线、

启爆，直到消除隐患”的整个过程。

面对危险，是进是退？

50 多年前，马远冲师傅的师傅、八

一厂摄影师段仁宗也曾经面临这样的抉

择。当时，强-5 飞机执行氢弹投弹试

验，三次投弹仍未成功，但燃料已经耗

尽，只能申请带氢弹着陆。指挥部要求

所有人员进入地下工事，但段仁宗拒绝

撤离。他坚守在跑道旁，用摄影机拍下

飞机带氢弹着陆的宝贵镜头氢弹着陆的宝贵镜头，，为国防科为国防科

研调查提供了重要资料研调查提供了重要资料。。

马远冲在摄影队交流会上说马远冲在摄影队交流会上说：：““当当

年年，，前辈坚守在战位前辈坚守在战位；；今天今天，，我依然一步我依然一步

也不能后退也不能后退。。””

这种舍生忘死的“坚守”，是年轻一

代对老一辈“八一敢死队”光荣传统的发

扬。

“执行战地拍摄任务，用镜头记录我

军英勇顽强的战斗风貌，展现部队官兵

勇敢战斗、献身国防的英雄壮举，是八一

厂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这是新时代

战地摄影队的真挚心声。

二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

百万！”“埋好地雷端起枪，满山遍野摆战

场！”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在中国可谓

家喻户晓，至今仍有着强大的艺术魅力。

很多观众不知道的是，这两部片子

都是军事教育片。

军事教育片是用以辅导基层部队、

军事院校、民兵组织从事军事训练、军事

教学或用以向一般观众普及军事科学知

识的影片。拍摄像《地雷战》《地道战》这

样切实管用、官兵爱看的军教片，正是八

一电影人服务打仗、服务部队的具体实

践。

拍摄军教片既是八一厂的起点，也

是他们的制高点和主阵地。助推全军掀

起轰轰烈烈练兵大热潮的《郭兴福教学

法》、为广大观众所喜爱的《地道战》《地

雷战》、反映抗美援朝的《冰血长津湖》

《较量》以及历年的阅兵系列纪录片……

多年来，八一厂拍摄军教片数百部。这

些片子题材丰富、内容深入浅出，受到

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为全军提供了形

象化的军事教材，对推动部队军事训练

和全面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改 革 重 塑 后 ，八 一 厂 进 一 步 强 化

服 务 强 军 兴 军 职 能 任 务 导 向 ，聚 焦 强

军 之 路 、聚 焦 练 兵 备 战 ，拍 摄 完 成《东

方 -2018 中 俄 战 略 演 习》等 战 地 纪 实

片 、《蓝 色 防 线》《2019 阅 兵 盛 典》等 纪

录 片 、《队 列 条 令》《战 场 救 护》等 教 学

片 ，还 完 成 了《军 人 的 荣 耀》军 队 仪 式

宣传片等。

“对接强军打仗实践，把摄制需求找

准，把主攻靶标立实，着力提升影视剧创

作对战斗力的贡献率，拍出真正受部队

欢迎的片子。”这是官兵对八一厂的期

盼，也是八一电影人的执着追求与坚定

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八一厂推出

了建立人才培训培养体系、建设综合化

实战化拍摄场、建立胶转数修复工程平

台等一系列措施。他们清晰认识到，新

征程中要破旧立新、归正职能，靠的是实

干，是创新，是真正把改造思想和改造工

作统一起来。

2019 年冬，八一厂战地摄影队赴朱

日和训练基地执行演训任务。这是他们

首次成体系编入一线作战部队参加演

练。在历时 6 天 5 夜的拍摄中，摄影队采

用嵌入式伴随拍摄模式，既要跟官兵一

起爬冰卧雪，又要处理在极寒条件下保

证摄录设备正常运转、夜间无光条件拍

摄、复杂电磁环境拍传同步等一系列技

术难题。

寒冬草原，朔风呼啸，滴水成冰。为

了更好地操作设备，他们常常必须裸露双

手进行工作。摄影师王建军的手部皮肤

经常粘连在金属材质的摄影设备上，一撕

就是一片冻伤。“要想拍得更好，就必须到

离战场最近的地方去。”拍摄复盘会上，王

建军发言，“拍摄现代战争，就必须让自己

锻造出跟一线部队同样的体能素质和战

斗素养，这样才能在同频共振的冲锋中，

完成全新使命。”

三

2021 年 6 月 18 日 ，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百 年 华 诞 之 际 ，电 影《守 岛 人》在

全国公映。这部由八一厂精心制作的

电 影 ，真 实 再 现“ 人 民 楷 模 ”王 继 才 夫

妇在台风、暴雨、巨浪等极端恶劣环境

中的守岛生活，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唱响了新时代奋斗者之歌，被誉为“一

部 贯 注 英 雄 气 、厚 植 家 国 情 的 精 神 史

诗”。

时隔一年多，八一厂导演陈力，仍然

记得自己在电影首映式上激动落泪的情

景。“我又一次被这两位普通共产党员对

理想和初心的坚守所感动，我由衷地感

受到一股磅礴的力量在胸膛里跳动。欣

逢这样的时代，何等幸运！为这样的英

雄作传，何等幸运！”

陈力动情的话语，道出了八一电影

人的共同心声——为国家民族记史、为

人民军队立传、为英雄模范塑像，始终是

他们的执着信念和不懈追求。

从《柳 堡 的 故 事》《永 不 消 逝 的 电

波》《野火春风斗古城》《闪闪的红星》等

经典影片，到聚焦现实题材的《惊涛骇

浪》《惊心动魄》《惊天动地》《飞天》，再

到开拓军事类型动作片表现手法的《冲

出亚马逊》《夜袭》《歼十出击》；从全景

式描绘解放战争的《大决战》《大转折》

《大进军》等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系列

巨作，到《太行山上》《八月一日》等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再到新时代聚焦红

色主题的《百团大战》《血战湘江》《信仰

者》《古田军号》《革命者》《长津湖》《三

湾改编》……这些影片塑造了一大批不

同历史时期优秀军人的生动形象，折射

我军发展壮大的轨迹，再现我军光荣辉

煌的战史，感染和激励了亿万观众，产

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70 年来，八一厂出品的影片开头，

那伴着“向前向前向前”的雄浑乐曲熠熠

闪光的红星，是多少人难忘的记忆。“我

是看着八一厂的电影长大的。”这句话充

分证明广大观众对八一厂的认可。

八一厂出品的军事题材电影不仅

属于军营。它们生动展现了历史荣光、

时代进步与英雄风采，散发着浓浓的中

国气派、军旅风格、时代气息。从这个意

义上说，八一厂，也并不仅仅是一家军

事电影制片厂。她以一部部鼓荡着浩然

正气的作品，在全社会高唱主旋律、承

担起国防教育的重任。这是军事文艺工

作“姓军为战”本色本真的另一种深刻

呈现，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强军兴

军的时代召唤，更是军队文艺工作者义

不容辞的使命担当。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将创作之根深扎军营、聚焦服务备

战打仗目标，紧贴时代发展和官兵需求，

打造强军的“风花雪月”，为新时代强军

鼓与呼……红星闪闪，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新时代的八一电影人正以心系使命

的忠诚与担当、冲锋在一线的战斗状态，

为强军书写着新的战斗篇章。

红星闪闪亮 照我去战斗
—八一电影制片厂传承红色基因、向战而行记事

■本报记者 袁丽萍 李诗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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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④④
图①：电影《守岛人》拍摄中。图②：拍摄军队仪式宣传片《军人的荣耀》。图③：拍摄战地纪实片《东方-2018中俄战略演习》。图④：进驻火神山医院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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