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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年前，平型关，这个原本名不见

经传的关口，因为八路军同日寇血战后

的大捷而名扬四海。

秋阳和煦，驱车在蜿蜒的山间公路行

驶，两旁是层峦叠嶂的群山，我的耳边仿

佛响起《八路军军歌》那铿锵的旋律：“一

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上战场。首战平

型关，威名天下扬。”

当年，面对汹汹来犯的侵华日军，国

民党军一溃千里。八路军改编尚未就

绪，就从陕西誓师出征，星夜兼程开赴山

西。华北抗日前线形成了敌进、友退、我

进的局面。1937 年 9 月中旬，为了抵挡

日军沿平汉、津浦铁路向南进攻作战的

企图，八路军第 115 师决定利用平型关

山口狭窄、沟道中段地势险要等特点，在

平型关一带展开一场伏击战。

穿过古道峡谷，驻足关外口，举目四

望，当年硝烟弥漫的沟沟壑壑已被青翠

松柏、连片沙棘披上绿装。

1937年 9月 24日夜，在滂沱的大雨

中，第 115 师官兵静静潜伏在泥泞的山

间。全师主力布置在平型关东北至东河

南镇间的山地边缘，确保敌人能够完全

落在包围圈之中。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的半景画馆中，

为世人呈现了当时战场的景况，让人仿

佛身临其境。9 月 25 日清晨 7 时，战斗

打响。在乔沟东北向西南长约 4公里的

狭窄沟壑中，日军第 5师团第 21 旅团主

力和师团辎重等部队乘汽车 100 余辆、

辎重大车 200 余辆，由东向西缓慢进入

乔沟峡谷公路。当敌人先头部队进入关

沟与辛庄之间的路口时，早已埋伏好的

八路军第 115 师各部同时开火，步枪、

机枪、手榴弹、迫击炮的火力倾泻而下，

打得敌人惊慌失措。

与此同时，在乔沟东北侧的老爷庙地

区，为了争取制高点，八路军与敌人展开

了殊死较量。抢先占据了老爷庙前高地

的日军，在寻求突围的同时，还不忘从高

处向冲到公路上的八路军将士猛烈射

击。八路军第115师第686团3营的官兵

冒着枪林弹雨，高喊着“把日本鬼子打下

山去，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不断冒死发

起冲锋。时间在那一刻仿佛过得异常慢，

每一秒都走得刻骨铭心。经过长达6小时

的血战，乔沟伏击战结束了，被鲜血染红

的土地见证着八路军将士的壮举。

我一步步登上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前

的 115 级台阶，心中充满敬意。平型关

一战，八路军第 115 师以自身伤亡 600

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 1000 余人，击毁

汽车 100余辆、马车 200余辆，缴获机枪

20余挺、步枪 1000余支、火炮 1门，以及

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抗战开始以来，中

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

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

的神话，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鼓

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和胜利信心，

使全国人民深受振奋。“挽西线垂危之

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

腾。”社会各界纷纷向共产党和八路军发

来贺信、贺电。

时任八路军第 115师军医的朱位汉

回忆：“我们大部队回来，老百姓在那么

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还给我们杀鸡、宰

鸭，用山药蛋炖羊肉，来慰劳我们。”后

来，当第 115师经过灵丘南部山区下关、

阜平到达五台县时，县城张灯结彩，欢迎

从前线凯旋的八路军。毛泽东评价这一

战时说：“平型关大捷的意义正是一场最

好的政治动员。”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东侧的石灰岭

上，屹立着平型关大捷纪念碑。1.15米

的纪念碑基、1.937 米的碑座、9.25 米的

碑体，都是为了纪念 1937年 9月 25日的

浴血荣光。站在纪念碑前，遥望长城要

隘平型关，我不禁思绪万千。太行山脉

在金色阳光的沐浴下更显巍峨雄壮，彰

显中华民族顶天立地、威武不屈的英雄

气概。此情此景，让我想起聂荣臻元帅

《忆平型关大捷》的诗句：“潇潇夜雨洗兵

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

威扫敌倭青史流。”

热血平型关
■乔有露

近日，武警陕西总队宝鸡支队组织

“文化服务下基层”活动，由 21 名业余文

艺骨干组成的文化服务小分队通过一

场场兵味战味浓郁的精彩演出，有效鼓

舞一线官兵练兵执勤热情。

队员们善于从基层官兵火热生活

中取材，使得创作的节目既让官兵喜闻

乐见，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乐队表演

《向战而行》、音乐快板《党的话儿记心

上》、情景剧《请战书》、小品《三互活动

在经常》等节目传递时代强音，激扬备

战打仗、逐梦建功的强军能量，受到官

兵好评。

每到一处，文化服务小分队都会根

据基层单位特点，挖掘该单位的光荣历

史、先进典型 ，将其编进节目、写进台

词、搬上舞台，让身边人身边事感染触

动官兵。机动大队官兵常年担负武装

巡逻勤务，小分队临时创作、排练情景

剧《我为你保驾护航》，讲述巡逻官兵坚

守执勤一线，为群众筑起安全防线的故

事。大队下士张志强说：“我在演出中

看到自己的生活，在歌声中听到自己的

心声。”

装备车一横就是背景，水泥地一扫

就是舞台……在训练场，在执勤点，小

分 队 先 后 为 30 余 个 基 层 单 位 倾 情 演

出 。“哪里有官兵 ，哪里就是我们的舞

台 。”队员们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

的。某执勤中队常年驻守在秦岭深处，

位置偏僻。这一天，小分队在中队结束

服务活动后，便赶往单独执勤点慰问演

出。中队指导员景博荣说：“对执勤点

官兵来说，你们送去的不仅仅是歌声与

欢乐，更有温暖！”

队 员 们 从 中 队 营 区 出 发 ，到 达 山

顶执勤点时，已是汗流浃背。随后，队

员 们 因 陋 就 简 ，以 哨 楼 旁 边 的 草 地 为

舞 台 ，开 始 表 演 歌 伴 舞《迷 彩 青 春》。

在激昂的乐曲声中，队员们载歌载舞，

赢 得 一 片 掌 声 。 当 歌 曲《晚 风 吹 过 哨

塔》的旋律响起 ，演唱队员、警勤中队

下士赵晓热情邀请官兵一起歌唱。一

时间，歌声、掌声、喝彩声在山顶飘荡，

欢乐的氛围感染着常年驻守在山顶的

官兵……

“一开始听说我们会错过演出，心

里 还 有 些 失 落 ，没 想 到 能 看 到 专 场 演

出，很感动。”班长沈鹏昶说，“他们的真

情慰问，慰问到了我们心坎上。”

在 这 支 队 伍 中 ，不 少 成 员 身 兼 数

职、一专多能。文艺演出结束，他们换

下演出服，随即开展有针对性的理论、

法 律 、心 理 等 服 务 。 某 中 队 排 长 刘 雪

婷，是小分队 3 名理论骨干之一。此次，

她采用“理论宣讲+”模式，将单一的理

论宣讲同经典引入、讲堂解疑、视频直

击、心得共享等方法相结合，让理论宣

讲课更加生动活泼，受到大家好评。

“虽然很累，但一想到比武事关集

体荣誉，就感觉一刻也停不得……”在

特战中队“强军故事分享会”上，参加总

队特战巅峰比武取得单兵第二名的战

士阿木什铁，讲述了自己的参赛经历，

赢得阵阵掌声。此次，文化服务小分队

充分发挥“火种”的作用——通过巡演

带教，带动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达到服务战斗力提升的目的。每到

一个中队，他们都会邀请官兵上台讲述

中队感人故事。在此基础上，他们录制

了《我身边的榜样》等音视频资料，并回

传至支队强军网，让更多官兵受到榜样

事迹的激励，也让支队比学赶帮超的氛

围更加浓厚。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

军战歌》的歌声传来，队员们整理行装，

精神抖擞，在秋风习习中又将踏上为兵

服务的下一程。

文中图片为文化服务小分队开展

活动剪影。

朱国平摄 贾国梁制图

秋风劲 兵心暖
■贺军荣 赵啟超

战 车 轰 鸣 ，炮 弹 怒 吼 …… 侦 察 无

人机引导炮兵分队对“敌”指挥所等要

点 目 标 进 行 精 准 覆 盖 式 打 击 ，装 甲 分

队随后迅速发起冲锋 ，突入“敌 ”前沿

防守阵地。

大漠秋点兵，戈壁起雄风。近日，

新疆军区某合成师打响了一场实战化

综合演练。

该 师 诞 生 于 1932 年 2 月 ，其 前 身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第 一 支 骑 兵 部

队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骑兵

大队。在 90 年奋斗历程中，他们参加战

役战斗 500 余次，光荣参加开国大典，3

次参加国庆阅兵。一代代官兵用奋斗

和 热 血 凝 结 出 以“ 坚 定 不 移 的 政 治 信

念、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严明自觉的组织纪律、紧密

团结的内外关系”为主要内涵的“铁骑

精神”，成为激励官兵矢志强军、奋勇向

前的重要支撑和力量源泉。

一

“我们是英雄的骑兵第一师……”

去年年初，该师接到命令，开赴海拔近

5300 米 的 雪 域 高 原 。 伴 着《骑 兵 第 一

师》的铿锵旋律，“铁骑传人”闻令而动，

奔赴目的地……

行进途中，女驾驶员梁颖、原康迪

驾驶牵引运输车跟随车队在山路上盘

旋。海拔越来越高，梁颖从上衣口袋掏

出丹参滴丸，含在嘴里。原康迪深吸了

口氧气，目光炯炯盯着前方。她们做好

了随时处置险情的准备。

从 驻 地 到 演 训 地 ，海 拔 落 差 超 过

4000 米、温差超过 20℃，远程机动历时

十余天。梁颖、原康迪本来不在出动的

驾驶员名单之中。为了争取这次机会，

她们攥着请战书走进连部……

人人都知高原苦，为何还争着抢着

提交请战书？梁颖抿了抿干裂的嘴唇

说：“要是挑任务、怕困难，我们就不是

‘铁骑兵’了。”

她坚定的回答，充满身为“铁骑传

人”的骄傲和自豪，也说出了年轻官兵

对“铁骑精神”的切身体会——它是一

声令下，便要所向无前、拼死也要完成

任 务 的 责 任 担 当 ，是 革 命 军 人 听 党 指

挥、服从命令的天职使命。

采访中，二级上士韩强还给我们讲

述了一次难忘的升旗仪式。

去年“八一”，天还未亮，官兵便顶

着寒风在雪地中扫出一块方方正正的

平整场地——高原条件有限，无法立起

旗杆，他们准备用吊车升国旗。

当国旗升起的那一刻，喘着粗气的

他们挺立在寒风中，泪水湿了眼眶。韩

强说：“当时，我的脸和手被冻得生疼，

但心里热乎乎的。”

90 年 来 ，这 支 部 队 的 驻 训 点 位 在

变，执行的任务在变，使用的武器装备

在变，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精神内核和

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始终不曾有丝毫

改变。一茬茬官兵，在“铁骑精神”的洗

礼中，在多种考验中，总是顶上去、冲在

前，彰显对党的绝对忠诚。

二

“共产党员集合，跟我上！”该师拍

摄 的 党 史 学 习 纪 录 片《丹 心 向 党 铸 军

魂》中展现了令人热血澎湃的一幕：在

海拔 5400 多米的一场合成营高原山地

进攻战斗演练中，该师某红军团“黑马

连”担任进攻主力。党员突击队扛着党

旗，冲在最前面，全连官兵英勇无畏，勇

猛冲锋……

这样的场景，与 80 年前那一幕，何

其相似。

1942 年 4 月 29 日拂晓，日寇企图进

攻我冀南抗日根据地，突然对我武（城）

北和邢（台）济（南）公路南两地发起“铁

壁合围”。

“骑兵团！冲锋！”危急时刻，该师

前身部队、某骑兵团政委况玉纯单手擎

旗，在骑兵队列前高呼口号，团长曾玉

良第一个抽出战刀。随后，全团官兵高

举 战 刀 ，如 潮 水 般 冲 向 敌 人 。 一 场 血

战，他们突破日寇封锁，让敌人的妄想

落了空。

前不久，由该师官兵自编自演的文

艺情景课《合成铁骑向战行》，将这段光

荣历史在舞台上重现。先辈们舍生忘

死的战斗血性，让年轻的铁骑官兵深受

感染。

是“铁骑”，就当勇敢无畏、不惧生

死、一往无前。这是他们始终传承的战

斗作风，是他们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

证。近年来，该师注重从光辉历史中汲

取力量，培塑官兵战斗精神。他们结合

师史编写“回忆录”“英雄谱”“战斗故事

集”。在高原演训期间，该师鼓励官兵

撰写战地日记、战地故事、战地诗词、战

地新闻，并定期评比“铁骑先锋”。这些

活动不断激发着官兵练兵热情。他们

自豪地说：“今天的‘战地日记’，也许会

成为明天的‘回忆录’，现在的‘铁骑先

锋’，可能是未来的‘英雄谱’。”

茫 茫 雪 野 ，千 沟 万 壑 ，怪 石 耸 立 。

坦克穿山谷、越沟壑，碾碎满地冰雪，行

进 在“ 生 命 禁 区 ”。 5300 米 、5400 米 、

5500 米 …… 随 着 海 拔 一 路 上 升 ，坐 在

101 号坦克驾驶舱里的该师某团团长周

兆亮，明显感到坦克爬坡愈发吃力。

“此时继续爬坡，操作稍有闪失，坦

克就会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放

弃，则无法收集新装备极限数据，怎么

办？”换挡位、松离合、踏油门……数个

动作一气呵成，伴随着坦克轰鸣，周兆

亮驾驶坦克继续爬升。随后 ，102 号 ，

103 号……一辆接一辆，该团官兵凭着

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成功驾驶坦克到

达海拔 5700 米地域，让装备登上了新

高度。

“亮剑”国际军事比武，斩获 2 枚金

牌、1 枚银牌；挺进高原驻训，不断刷新

高原训练极限；实兵演练中，取得考评

第 一 …… 近 年 来 ，“ 铁 骑 传 人 ”奋 力 进

取 ，不 断 在 练 兵 任 务 中 取 得 成 果 。 在

“铁骑精神”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官

兵，已经接过先辈们手中的接力棒，用

实际行动作出了对“传承”的回答。

三

“装备变了、战法变了，但我们‘铁

骑’部队敢于创新训练方法、勇于迎难而

上的精神始终没变。”前不久，在该师“铁

骑先锋”颁奖晚会上，获奖者、作训科科

长吴楠自豪地介绍，新型装备列装不久，

他们便组织了一场多兵种协同作战演

练，瞄准极限条件挖掘装备最大潜能。

“风雪刺骨斗志扬……”晚会上，歌

舞剧《这样训练好》通过舞蹈表演，对比

式呈现该师 52 年前率先在全军展开冬

训与如今在高原风雪练兵的场景，浓郁

的战斗气息让全场官兵热血沸腾。

大屏幕上，一幕幕科技练兵画面依

次呈现——“根据‘机器狗’侦察，某高

地有‘敌’部署 30 人、4 座地堡……”指

挥员迅速下达火力打击指令，数架某型

旋翼无人机迅速前出，实施火力打击和

定点爆破……

演出间隙，该师领导向我们介绍，

起初，高寒、缺氧、低压的恶劣环境让无

人机等装备“水土不服”。为此，他们专

门 成 立 了 技 术 攻 关 小 组 ，忍 着 高 原 反

应，加班加点研究。最终，他们研究、验

证了一系列适用于高原的新战法。

前行路上，总有一个又一个难题检

验着这支部队。但越是挑战艰巨，就越

能激发出“铁骑传人”敢于创新、踏实创

业的进取精神，激励他们奋勇向前，为

战旗增光添彩。近年来，他们组成“训

练攻关组”突破训练瓶颈，开设“铁骑讲

武堂”研学经典战例，不断提升官兵破

解训练问题的素养。

光 阴 如 梭 ，精 神 永 恒 。 奋 进 征 程

上，“铁骑”官兵高擎英雄精神的火炬，

始终以高昂的姿态，在各个阵地上向前

奔腾。

“ 铁 骑 ”奔 腾
■台 浩 陶佳乐 本报特约通讯员 缪 然

红色足迹

强军文化观察

新 疆 军

区 某 师 传 承

发扬“铁骑精

神 ”，激 励 鼓

舞 官 兵 勇 敢

无畏、不惧生

死 、一 往 无

前 。 图 为 该

师 某 红 军 团

“ 黑 马 连 ”官

兵 在 执 行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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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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