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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评

强军文化观察

近日，海军陆战队某旅组织“听‘蛟

龙’故事，话强军担当”强军故事会，遴选

10 名优秀官兵代表登台讲述岗位建功

的动人故事。

“背水攻坚，勇往直前，冲锋的号角

即将吹响……”伴着《出征战歌》的铿锵

旋律，一段展现该旅官兵练兵备战热血

场景的视频点燃了现场气氛。

帷幕拉开，优秀官兵代表、副班长李

孝仁率先开讲。他回顾了自己和战友们

在高温、高盐、高辐射的艰苦条件下直面

挑战的精彩故事。跌宕起伏的讲述，配

上任务一线的照片和视频，让现场官兵

受到震撼。

“三尺灶台搞创新”“跑完 5 公里再

做菜”“刀工练完，庆幸手指还在”……

炊事班长蒋加强幽默有趣的讲述赢得

热 烈 掌 声 。“ 只 要 靴 子 穿 坏 的 比 别 人

多，衣服磨破得比别人快，手上的老茧

比 别 人 厚 ，你 终 将 会 成 为 一 名 优 秀 特

战 队 员 。”班 长 何 帅 开 场 一 番 话 ，让 现

场 官 兵 心 生 共 鸣 。 此 外 ，班 长 杨 林 友

从 带 兵 要 有 责 任 心 、进 取 心 和 恒 心 讲

起，分享带兵经验，让班长骨干们受到

启迪。

整场故事会采取兵说兵事的方式，

遴 选 基 层 过 硬 典 型 、讲 述 官 兵 身 边 故

事。官兵反映，典型事迹生动鲜活、鼓

舞人心，为大家树立起成长成才的优秀

样板。

身边典型话担当
■张 智

党 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军史

学习教育”，为我们开展军史学习教育

提供了遵循，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营养剂。人民军队的发展史，是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从坎坷走向辉煌的革命

史、斗争史。加强军史学习教育，就是

要让官兵从军史中感悟光荣传统、汲取

强军力量，激发历史荣誉感和时代责任

感，从而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

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加强军史学习教育，是强化战斗精

神培育的有效途径。习主席强调，无论

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

精神千万不能丢。学为用，用为胜。军

史学习教育的一个落脚点就是强化官

兵的战斗精神。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

战斗精神的伟大力量。敢于斗争、敢于

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人民军队

血 性 胆 魄 的 生 动 写 照 。“ 狼 牙 山 五 壮

士”、“白刃格斗英雄连”、“刘老庄连”、

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无数英雄群

体和革命先烈，用生命诠释了一往无前

的英雄气概。战争年代，一代代革命军

人敢于战胜恶劣环境，不惧敌人武器精

良，用“气”弥补了“钢”的不足，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奇迹。

人民军队在血与火淬炼中所凝结

的战斗精神，是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战斗力的关键要

素和克敌制胜的法宝。加强军史学习

教育，就是要让人民军队的战斗精神继

承下去、发扬光大，激励我们在新的伟

大斗争中创造出更多更大的奇迹。新

时代革命军人从军史中学习战例战法、

培育战斗精神，是增强军人敢打必胜信

心的重要基础。对照军史坚定信心，锻

造“狭路相逢勇者胜”“偏向虎山行”的

血性和胆气，我们定能攻必克、守必固、

战必胜。

加强军史学习教育，是我军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基础性工作，

必须长期坚持，久久为功。“我们的原则

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官兵一致同甘苦，

革命理想高于天”“加强纪律性，革命无

不胜”“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

敌”……丰厚的军史，是人民军队成长

发展的印记，蕴含着人民军队的制胜经

验，是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

宝贵精神财富。加强军史学习教育，让

广大官兵从历史中感悟人民军队的忠

诚与荣光、责任与奉献，永远牢记人民

军队是红色的，始终清楚“为谁扛枪、为

谁打仗”，才能让我们的红色血脉始终

赓续传承。

加强军史学习教育，要充分发挥强

军文化的重要作用。强军文化建设内

容丰富，宣传军史是其中一个重要方

面。这些年，各部队广泛开展军史学习

教育，让军史知识入脑、入心、入行动。

诵读军史故事，宣讲英模事迹，演出观

看军史题材文艺节目，以信息技术手段

传播军史知识……广大官兵在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中熟悉军史，感悟传统，

汲取力量。文以载道，史为今用。强军

文 化 是 加 强 军 史 学 习 教 育 的 重 要 载

体。实践证明，有效的传播和学习方

式，才能真正让军史学习教育落到实

处，使其为强军事业注入动能。我们要

积极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在文化建设中

普及军史知识，使军史“活”起来、“火”

起来，让军史从档案、书籍和场馆中，走

向课堂、走向舞台、走向网络，增强感染

力和吸引力。

加强军史学习教育，领导干部要带

头做表率。“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志，

有志不如有学”。领导干部通过学习军

史，可以研究战争规律、谋求胜战之法、

提高战略素养，可以更好应对前进道路

上各种风险挑战。领导干部带头学习

军史，积极支持军史文化传播，可以有

力推动部队形成学军史、树信心、增智

慧、强本领的浓厚氛围。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以什么样的态度

认识历史、对待历史，不仅决定了我们

如何认识过去、看待现在，更影响着我

们如何创造未来。深入加强军史学习

教育，就是要把军史中蕴含的精神力量

注入强军兴军伟大实践，转化为打赢未

来战争的能力，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提供重要支撑。这是辉煌军

史发挥时代价值的重要方式，也是我们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应有

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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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之滨，铁流滚滚，黄沙漫卷，一

场野外综合训练拉开帷幕。陆军第 71

集团军某旅全员全装实战化训练在此

展开。

该旅诞生于秋收起义，前身为八路

军总部特务团。在 90 余年光辉征程中，

一代代官兵铁心向党、赤胆忠诚，经历

千余场战斗，立下赫赫战功，凝结出以

不畏强敌敢亮剑为主要内涵的“黄崖洞

保卫战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

岁月流转，精神火炬愈燃愈旺。该

旅坚持从战史军史中汲取红色养分，把

强军文化建设作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的

助推器。在练兵备战的火热氛围里，该

旅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不断催生官兵

拼搏沙场的激情活力。

一

“黄崖洞下有黄崖，桃花寨上无桃

花 。 英 雄 魂 魄 千 古 在 ，战 鼓 催 开 胜 利

花。”悠扬歌声从幕布后响起，身着八路

军军装的演员冲进“战场”。远处崇山

峻岭间，一名小号手高举军号，吹响了

胜利的号角……

近日，“我在战旗下成长”系列情景

剧《号角在冲锋时吹响》在该旅上演。

逼真的冲锋场景、感人的战斗故事，将

官兵的思绪拉回到 81 年前的那场激烈

战斗。

1941 年秋，该旅前身部队奉命驻守

山西黎城黄崖洞兵工厂。面对数倍于

己 的 敌 人 ，官 兵 发 扬 英 勇 无 畏 的 战 斗

精神，与敌激战八昼夜。战斗中，不到

20 岁的司号手崔振芳，一人据守工事，

用 手 榴 弹 炸 死 数 十 个 敌 人 ；班 长 温 德

胜 ，用 最 后 一 颗 手 榴 弹 和 敌 人 同 归 于

尽……最终，他们歼敌千余人，成为以

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范。战后，八路

军 总 部 授 予 他 们“黄 崖 洞 保 卫 战 英 雄

团”荣誉称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阅 兵 式 上 ，该 旅 战 士 徐 志 辉 高 擎

“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荣誉战旗通过

天 安 门 广 场 ，光 荣 接 受 了 党 和 人 民 的

检阅。

“ 习 主 席 在 视 察 集 团 军 部 队 时 强

调，要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和战斗作风训

练，传承好红色血脉。我们深感使命光

荣、责任重大。”该旅领导告诉笔者，他

们始终把“传承战旗精神、争当战旗传

人”作为重头工作抓建，引导官兵自觉

争当英雄传人。他们开展“讲述战史故

事、感悟战旗精神，担当强军重任”文化

活动，以多种形式讲述战旗背后的辉煌

战史，成为官兵学习党史军史、丰富业

余生活、提振兵心士气的重要途径。

在该旅光荣历史上，一大批响当当

的战斗英雄在硝烟中诞生、在战火中叫

响，留下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守护

瓦窑堡》《我是一个兵》《战斗在太行黄

泥湾》……该旅从旅史中梳理出 10 余个

战斗故事，作为主题教育的丰富素材。

这些故事展现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坚

定信念和不畏强敌、迎难而上的战斗精

神，鼓舞新时代官兵自觉传承先辈英雄

气概，积极投身练兵备战。

去年 9 月，该旅遴选官兵前往黄崖

洞战场旧址，开展访史寻根活动。站在

黄崖洞烈士纪念碑前，宣传科干事白云

龙 通 过 视 频 连 线 全 旅 官 兵 ，现 地 开 展

“微党课”：“铁心向党的忠诚信仰，激励

着勇士们舍生忘死、一往无前……”

二

每一个战斗故事都是一座精神高

地，每一名英烈都是一座精神丰碑。厚

重光荣的战史，是激励年轻官兵在练兵

场上血性拼搏的重要源泉。

“黄沙场上响军号……”今年，在该

旅驻训机动阶段，笔者跟随官兵一同体

验车厢文化。上等兵赵云、臧渠成精心

准备的快板表演《就为打胜仗》生动有

趣，赢得官兵掌声。赵云说：“机动前，

旅里提前筹划，组建‘战斗文艺组’，组

织文化骨干培训，鼓励我们选取旅史故

事和机动途中经过的那些红色景点的

故事，编写成微脚本、小剧本。”

笔者注意到，车厢里布置着一条条

战斗口号、一幅幅鲜艳红旗，文化骨干

准备的各项文化活动伴随机动全程：旅

史情景微课、红歌演唱快闪、党史快板

精讲……宣传科干事刘腾辉告诉笔者：

“这些节目突出‘战味’，引导大家把老

一辈的战斗精神、吃苦精神发扬光大，

为完成驻训任务积攒力量。”

火热演兵场是讲述英雄故事的最

佳舞台。“向英雄号手崔振芳学习”“争

做杀敌模范李仕亮”“为了胜利，一往无

前”……走进驻训场，只见很多连队都

用该旅旅史中的英雄名字命名标兵风

采录、训练龙虎榜，有的官兵主动把战

斗口号当作磨砺意志的座右铭。这期

间，一场“战旗传人”群众性练兵比武活

动在训练场展开。在先辈战斗精神激

励下，官兵苦练杀敌本领，全力钻研新

装备战法训法，练兵热情更加高涨。

三

“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克服

不了的困难！”前不久，该旅组织“新时

代战旗传人故事会”。中士徐志辉分享

了自己参加国庆 70 周年阅兵的故事，赢

得全场热烈掌声。

连日来，该旅结合“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忠诚维护核心、矢

志奋斗强军”深化主题教育，在线上线

下同步开展故事会、宣讲会。他们鼓励

官兵走上讲台，讲述切身感悟和奋斗故

事，立起了一批可学可信的先进典型，

让更多官兵从接地气、冒热气的身边故

事中汲取敢打敢拼、催人奋进的力量。

先 烈 回 眸 应 笑 慰 ，擎 旗 自 有 后 来

人。笔者点开该旅强军网专题网页，发

现“我是战旗传人”板块中，记录该旅二

等功臣童英杰两次参加全军比武获得

优异成绩的漫画《二等功臣是怎样“炼”

成的》、讲述英雄指导员罗昊舍己救人

的情景剧《誓言无声》等内容的点击量

名列前茅。

不断攻坚克难，是对先辈战斗精神

的最好传承；书写新时代英雄故事，离

不开每一名官兵的奋勇拼搏。连长杨

傲告诉笔者，去年某装备列装后，他们

全连迎难而上，成功缩短该装备形成战

斗力的周期，在年底被旅评为“战旗传

人 先 进 集 体 ”。 杨 傲 说 出 了 大 家 的 心

声：“想当英雄，就要不断超越自我。‘战

旗传人’，最不怕的就是挑战和困难。”

战鼓催开胜利花
■徐哲文 本报特约记者 高骏峰

邬大为，著名词作家，国家一级编

剧，浙江奉化人，1933年 6月出生，1949

年 9月参军。曾任原沈阳军区前进歌舞

团艺术室主任、艺术指导。他创作有《红

星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师长有床

绿军被》《保卫祖国紧握枪》等歌曲，著有

《歌诗韵谱》《歌词技法》等著作。

问：最近您有什么创作吗？

邬大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让我

们文艺战士备受鼓舞。我创作了歌颂党

的歌词表达我的心声，有《听党话，跟党

走》《民心》等。

问：您是怎样走上军事文艺创作道

路的？

邬大为：我从小立志从军报国，1949

年 9 月，我穿上了军装。1952 年 9 月，我

被调入原第 23 军文工团，走上抗美援朝

战场。作为火线上的一名文艺战士，我

唱歌、跳舞、讲故事、演快板、说相声，部

队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后来，我根据

志愿军战士鸿雁传书的素材，创作了歌

词《单落下一句贴心话》，被作曲家谱曲

后，在一些志愿军战士中传唱开了。这

让我更加感受到了战歌的力量。

问：您在长达 70 年的文艺创作生涯

中写下了一系列歌颂党、祖国和军队的

歌词作品。其中，《师长有床绿军被》被

官兵称赞为“弘扬我军优良作风的好教

材”，产生较大影响。

邬大为：创作的道路，走起来并不容

易。还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前进歌舞团的

作品讨论会，我创作的 4 首歌词全都不

行。团领导开导我：“我们写战歌的，需要

到战士中去、到战斗生活中去。”于是，我

走进火热的基层部队，与官兵一起流汗，

与战士贴心唠嗑，不断触发创作灵感。《师

长有床绿军被》便创作于到部队体验生活

时。当时，我和词作家魏宝贵在连队宿舍

看到有一床被子格外醒目。它的布面已

洗得黄中泛白，内里还打着补丁。战士

说，这是师长的被子，他正在连里蹲点。

这让我们很受触动。后来，我们俩得空便

“磨词”：“师长有床绿军被……当年背它

上战场，如今带它下连队……”之后，我们

又征求官兵意见，对作品进行修改。这首

词由作曲家关绪昌、铁源谱曲，歌唱家顾

威演唱后，在军内外流传。

问：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曲《红

星歌》久唱不衰，其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邬大为：1973 年夏天，我到北京出

差 ，刚 办 完 公 务 ，就 接 到 八 一 厂 的 电

话 。 他 们 要 拍 摄 彩 色 故 事 影 片《闪 闪

的红星》，主题歌词的创作任务请我与

魏 宝 贵 完 成 。 电 影 的 作 曲 、音 乐 家 傅

庚 辰 也 带 着 剧 本 找 到 我 们 ，对 歌 词 创

作 提 出 标 准 和 建 议 ：要 高 度 概 括 和 反

映主人公潘冬子在党教育关怀下的成

长 历 程 ，要 把 它 写 成 战 斗 性 的 少 儿 队

列歌曲……

我俩立即投入了创作，边看剧本边

想词。虽然我们与潘冬子所处的年代

不同，但我们同样感受到党的关怀深情

似海……渐渐地，一颗“红星”在我们的

心中升起，词句流淌出来：“红星闪闪放

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问：军旅抒情歌曲《在那桃花盛开

的地方》广受人们喜爱。“桃花”是怎样

“盛开”的？

邬大为：那年冬末春初，我来到北

部边防一个侦察连。有一晚，我冷得睡

不着觉，便钻到官兵的帐篷里唠嗑。这

时，正好有几个战士完成潜伏任务，撤

下阵地。一进帐篷，他们身上的冰碴就

稀里哗啦地往下掉。我问，你们在外面

蹲雪窝子，得冻成啥样？有战士说，钻

进雪地里，冷得感觉浑身像被猫咬。一

个南方老兵说，趴在雪地里，看着雪花，

我就想，现在家乡是桃花就要盛开的季

节，亲人们正在暖屋里睡得香哩……想

到这里，什么冷呀苦呀，都觉得值了。

头上的红星映着钢枪的准星，边关

的雪花连着家乡的桃花……从部队回

来 ，这 种 美 丽 的 画 面 不 断 在 我 心 中 闪

现。1980 年，我与老搭档魏宝贵合作，

写 出 了《在 那 桃 花 盛 开 的 地 方》的 歌

词。作曲家铁源曾多次和我一起下连

蹲班，在与部队官兵的情感上，我们是

相通的。他以精彩乐谱张扬了词律诗

韵，使满园“桃花”盛开，“在那桃花盛开

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

问：您是如何一直葆有高昂的创作

热情的？

邬大为：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

3 个人在坑道里为一个加强排演出时，

突遭敌机轰炸。大火和浓烟直往坑道

里灌。志愿军官兵给我们捂上湿毛巾，

把我们转移到烟雾少的坑道深处，但我

们还是先后被呛得昏了过去。待我们

醒过来，是在救护所。听医生说，是官兵

冲破生死线把我们送到了救护所……

最可爱的人总是让我受到感动，受到震

撼。所以，只要我拿得动笔，我的创作就

不会停息。我要一辈子为官兵写作、为

部队服务。

问：您对年轻的军旅音乐创作者有

些什么建议？

邬大为：要 在 紧 跟 时 代 中 提 炼 主

题。我们要体悟新的强军实践，感受生

活新气象，运用声乐艺术形式高扬时代

精神。要克服“表态式”“喊口号”等倾

向，应做到切口小、站位高、角度新、立

意深，“滴水见太阳”。

在深入生活中塑造形象。作者有

生活，作品才有生命。一些部队音乐创

作骨干可能说，我们身处军营一线还用

深入生活吗？这同样有一个既“身入”

又“心入”，既会观察生活、又会分析生

活的问题。我们要学习战士的好思想、

好作风、好语言，把由生活触发的灵感

生发为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

在守正创新中提高品位。我们要

从民族文化和我军军歌创作传统中汲

取 有 益 营 养 ，尊 重 歌 词 创 作 的 艺 术 规

律，克服“口水化”“庸俗化”的问题，提

升军旅歌曲的创作水平。

作者有生活，作品才有生命
—访词作家邬大为

■焦凡洪 本报记者 袁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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