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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

辉煌”，为新时代繁荣发展强军文化提

供了根本遵循。

近 10 年来，我曾两次参加全国作

家代表大会，现场聆听习主席在开幕

式上的重要讲话，深感党和国家对建

设文化强国的高度重视。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我更加深切感受到，作

为军队文艺工作者，必须具备心系“国

之大者”的格局胸怀，肩负历史使命投

身新时代，脚踏实地不断创作精品力

作，为强军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进入新时代以来，强军的磅礴画

卷徐徐展开，每一帧都刻录着新征程

的奋进姿态。反映练兵备战新题材、

展现奋斗强军新形象，是当下军队文

艺创作者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重要使

命，也是军队文艺工作紧扣时代脉搏

再攀高峰的聚焦点。作为强军伟业的

参与者和见证者，军队文艺工作者无

时无刻不在深刻感受强军步伐奔腾飞

跃带来的巨大震撼，也在努力将这些

宏大意象和个体感悟转化为工作动力

和创作源泉。

2015 年夏天，我作为主创之一参

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解说

词撰稿，收到各军兵种提交的各方队

素材，众多新式武器装备的集中亮相

让人深感振奋。2019 年夏天，我作为

主创之一，再次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解说词撰稿。受阅的

武器装备不断更新，集中体现了我国

国 防 和 军 队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最 新 成

就。同时我也关注到阅兵场上那些

步履铿锵的将军和士兵。每一张生

动的面孔，都是构成宏大历史的鲜活

细节；正步通过天安门的每一个 75 厘

米 ，以 及 无 数 为 祖 国 强 盛 奔 腾 的 脚

步，都是时代前进中的生动注脚。遗

憾的是，我很难在篇幅有限的解说词

里 淋 漓 尽 致 体 现 他 们 的 内 心 感 受 。

后来我创作了《将军的麻烦》《追赶影

子的将军》《会飞的将军》以及《列兵

甄英俊》《燃烧的铁》《蓝盔下的黑眼

睛》等系列中短篇小说，以此记录那

些奔跑向前的奋斗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

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作为军队文艺工作者，我

们 就 要 坚 持 为 强 军 服 务 、为 基 层 服

务、为官兵服务，用艺术的形式塑造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英雄形象，反映他

们在新时代的精神特质，为强军兴军

提供精神文化支撑。2017 年，我参与

撰写纪录片《强军》第三集脚本。片

中，一个红军师改编的常胜之旅挺进

朱日和后却遭“惨败”，一名旅主官面

对采访镜头，一边检讨失败原因一边

痛哭失声。那泪水中，饱含着他们对

胜战的强烈渴望。纪录片经央视播

出 后 ，此 画 面 同 样 戳 中 许 多 官 兵 泪

点 。 2020 年 创 作 拍 摄 电 影《营 在 前

沿》时，我先后深入 8 个合成旅采访上

千名官兵，印象最深的是改革后的新

型陆军实现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

局一新、面貌一新，部队练兵备战蔚

然成风，官兵胜战豪情激扬。我们把

眼中看到的新形象、新气象转化成电

影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电影制作完

毕后受到官兵欢迎。

近几年，我们多次上高原、下海岛

采访采风，创作电影剧本《蓝盔下的黑

眼睛》和《追随你的追随》《用生命守

护》《石头花》《逆行出征》等歌曲，集中

反映陆军“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

风采和“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昂扬风

貌。咏叹讴歌他们向着强军梦想奋斗

担当的底色和忠诚奉献的本色，是我

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创作中取之不尽

的财富。

“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创 作 导

向 ，推 出 更 多 增 强 人 民 精 神 力 量 的

优秀作品。”这既是党和国家对文艺

工 作 者 的 殷 切 希 望 ，也 是 我 们 应 有

的 自 觉 追 求 。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我 将 把 文 学 创 作 实 践

与 本 职 工 作 紧 密 结 合 起 来 ，继 续 用

深 情 的 笔 触 ，描 绘 充 满 光 荣 和 梦 想

的强军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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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照冰峰，火光映战车。冰雪覆

盖的雪域高原，一场实战化演练在深夜

骤然打响。新疆军区某部“猛虎三连”

受命出击，综合运用“佯动+穿插”的突

击车战法，突破“蓝军”阵地。

这支拥有光辉战史的红军连队，前

身可追溯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

命先辈领导创建于 1934 年的新正县游

击队。他们在战争年代参加大小战役战

斗 2000 余次，在兰州战役中被第一野战

军授予“攻如猛虎英雄连”荣誉称号。

多年来，一代代“猛虎三连”官兵不

断淬炼以“攻如猛虎、战无不胜”为内涵

的“猛虎精神”，把红色基因作为提升自

身建设的力量源泉。在火热的练兵备

战一线，弥足珍贵的“红色家底”成为

“猛虎”官兵奋勇冲锋、精武强能的血性

密码。

一

“不谋打赢，凭什么当猛虎？”

在“猛虎三连”驻训营区门口，有这

样一行醒目的标语。

“ 当 年 ，敌 人 据 守 的 沈 家 岭 ，号 称

‘铜墙铁壁堡垒’。连队先辈凭借‘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硬是用手

雷炸、钢刀砍，将它彻底击碎。如今，我

们面对任何困难也要敢于硬碰硬。”演

训间隙，指导员明生永向今年初上高原

的新排长们讲起连队历史。

1949 年 8 月 ，解 放 大 西 北 规 模 最

大、战斗最激烈的兰州战役打响，三连

担负攻克沈家岭的主攻任务。面对占

据有利地形和兵力数倍于我方的敌军，

三 连 如 尖 刀 般 直 插 敌 纵 深 中 央 阵 地 。

转入防御阶段后，三连官兵与敌人进行

了拉锯式争夺和近距离肉搏。他们整

整鏖战了 14 个小时，打退敌人 10 余次

反扑。是役，三连 63 名官兵壮烈牺牲，

最终将胜利的红旗插上沈家岭主峰。

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荣誉，

是三连珍贵的“红色家底”，也是一代代

连队官兵血性虎气持续迸发的不竭动

力。近年来，“猛虎三连”所在的某红军

团迎来调整改编。为确保红军传统不

丢、红色精神永存，明生永带着三连官

兵梳理连队历史脉络，并联系相关战役

战斗纪念馆取证，确保连史教育阵地牢

固。他们还根据连史梳理出 100 个小故

事，录制广播节目《连史上的今天》，由

全连官兵轮流登台讲述连史故事、分享

体会。一个个经典战例和红色故事点

燃官兵热血情怀，激励他们自觉向革命

先辈看齐，将打赢制胜视作最高追求。

二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

能奔涌。

对光荣传统和宝贵精神的传承，是

一支部队能够不断焕发新活力的重要

保证。

“三连的荣誉从来不是昙花一现，每

个阶段都有着它的‘高光时刻’。”近日，

一场特殊的“下连第一课”在三连荣誉室

展 开 。 连 长 刘 威 、排 长 薛 凡 宇 在 海 拔

4500米的雪域高原通过视频为新兵讲述

他们在三连的奋斗经历。老连长孟龙，

也来到荣誉室跟大家聊起战斗故事。

荣誉室中，存放在玻璃展柜里的 4

件“传家宝”引人注目——

罗局镇保卫战中的残旗、沈家岭战

斗中的断刀，是三连铁血战史的见证。

战争年代，革命先辈用生命捍卫着红旗

不倒、阵地不丢的誓言。

官兵参加军区比武穿过的作战靴

等，则见证着新时代三连官兵对“猛虎

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2015 年，新疆军区组织加强步兵连

比武。三连作为“常胜将军”，目标就是

夺得金牌。在武装 5 公里课目中，上等

兵马福海距离终点仅剩两三百米时不

慎摔倒，右腿骨折。原本可以退赛接受

治疗的马福海，却咬着牙爬起来继续奔

跑，踉踉跄跄冲过终点。后来，马福海

的作战靴被连队荣誉室收藏，成为“猛

虎”官兵永不言弃的象征。

寒冬时节，大雪封山，“猛虎三连”

参加某考核，这是他们第一次在零下 35

摄氏度的环境中遂行军事行动。

“同志们，猛虎是什么样的？猛虎

就是绝不畏惧艰险，用压倒一切的血性

虎气，歼灭敌人，赢取胜利！”凭借沉稳

的决策指挥和灵活的战术战法，连长刘

威带领“猛虎三连”一路破障杀“敌”。

最终，三连取得第一名的成绩。

刘威是“猛虎三连”第 36 任连长，先

后荣立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2 次，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

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陆军“强军精武

标兵”。“在这样一支英雄连队做主官，

我时常心怀敬畏。”刘威对我们说，从前

他想的是自己如何当“猛虎”，如今更要

想着如何让“猛虎精神”在连队每名官

兵身上得到传承。

三

“我们正站在连队前辈们‘四战四

捷’主战场的土地上。当年，连队‘战斗

功臣班’在边境作战中奇袭敌腹地，以

零伤亡捣毁敌人两座碉堡，荣立集体一

等功。”那年，初上高原时，指导员明生

永便将官兵带至战场旧址，以回顾先辈

战斗历程的方式展开动员。全连官兵

热 血 澎 湃 ，誓 要 在 雪 山 戈 壁 亮 出 赫 赫

“虎威”。

去年，新式装备配发后，连队在缺

乏教材和经验的情况下，在高原展开训

练。这对教练员和受训者都是前所未

有的挑战。

真金不怕火炼。三连党支部将“攻

如猛虎、战无不胜”的连魂作为精神激

励，立下“半年练精新装备、一年形成战

斗力”的军令状。官兵直面困难，团结

一心，在集思广益中相继成立“陈德锋

工作室”和新式装备研究组、战术技能

研究组等小组。短短几个月，该连就创

造多个“全师首次”：某新型步枪首次高

原实弹射击考核合格率百分之百、成立

某新型突击车首个专攻小组、编写首套

《战斗手册》……

去 年 8 月 25 日 ，在“ 猛 虎 三 连 ”87

岁 生 日 庆 典 上 ，许 多 调 任 其 他 单 位 的

官 兵 返 回 高 原 为“ 猛 虎 三 连 ”庆 生 。

虽然如今岗位各异，但“攻如猛虎、战

无 不 胜 ”的 精 神 却 始 终 铭 刻 在 他 们 内

心 深 处 ，激 励 他 们 在 新 的 岗 位 上 再 立

战功。

“革命火种诞生在延安，战火硝烟

淬炼成长，始终跟党走，节节打胜仗，

攻如猛虎美名传，美呀美名传……”在

海拔 4700 米的雪域高原，新老“猛虎”

官 兵 深 情 演 唱 连 歌 ，豪 迈 歌 声 中 满 是

坚 毅 和 热 血 。 已 成 长 为 某 红 军 团“尖

刀 四 连 ”连 长 的 史 天 虎 ，回 想 起 自 己

在“ 猛 虎 三 连 ”的 经 历 时 说 ：“ 三 连 的

血性虎气让我受益终身。”

几十年来，一茬茬三连官兵传承发

扬永不褪色的“猛虎精神”，涌现出一大

批先进典型。连队荣立集体一等功 1

次、集体二等功 5 次、集体三等功 16 次，

连续 31 年被上级表彰为基层建设先进

单位。

历史洪流，考验了战功卓著的英雄

连队，也成就了敢担重任的战场先锋。

如今，新时代“猛虎”官兵正以过硬本领

在雪域边关书写忠诚答卷，延续永不言

败的辉煌连史。

“猛虎”官兵的血性密码
■窦 凯 本报特约通讯员 贾国梁

近日，西部战区空军某旅举办“军

歌向战行·凝心创一流”主题歌咏比赛，

官兵用嘹亮歌声表达强军情怀、抒发战

斗豪情。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随着一

声低沉号角，开场节目《无衣》在隆隆战

鼓声中拉开演出帷幕。舞台上，官兵整

齐列阵，慷慨激昂唱出中国军人的壮志

豪情。这首歌的伴奏全由战鼓擂响，参

演人员都是刚下连的新兵。

整场歌咏比赛节目均由官兵自编

自 导 自 演 。“ 雄 伟 的 井 冈 山 ，八 一 军 旗

红 ……”《人 民 军 队 忠 于 党》是 一 首 经

典 队 列 歌 曲 。 此 次 比 赛 中 ，该 旅 官 兵

对 歌 曲 表 演 进 行 艺 术 再 加 工 ，将 人 民

军队各历史阶段的一个个战斗故事在

舞 台 重 现 。 情 景 表 演 和 歌 声 相 互 映

衬 ，别 具 一 格 的 表 现 形 式 让 观 众 耳 目

一新。

战旗飘扬战鼓响。官兵在演唱《当

那一天来临》时，巧妙融合了情景表演、

队列动作、擒敌拳等元素，战味浓郁。这

个节目由警勤连下士吴秋俊利用休息时

间创排完成。他说：“通过自己编排的文

艺节目，展现战友们的青春风采，我觉得

很有成就感。”

演 出 现 场 ，该 旅 驻 扎 在 大 漠 戈 壁

的 雷 达 站 官 兵 ，以 录 制 歌 咏 视 频 的 形

式，实现“云”参赛。“看那先辈的足迹，

星 星 之 火 燃 亮 朝 霞 ……”某 雷 达 站 将

《我 们 从 古 田 再 出 发》《我 宣 誓》《向 空

天进军》等歌曲进行组合联唱，配合歌

词 字 幕 ，运 用 队 形 变 换 展 现 歌 曲 内

容 。 精 彩 纷 呈 的 节 目 ，赢 得 官 兵 掌

声 。 其 他 雷 达 站 官 兵 还 带 来《我 爱 祖

国的蓝天》《祖国不会忘记》等歌曲，唱

出以站为家、建功军营的热血豪情，彰

显戍边将士“驻地虽远，紧跟思想不能

远 ；氧 气 虽 缺 ，打 仗 精 神 不 能 缺 ；条 件

虽 苦 ，卫 国 戍 边 不 叫 苦 ”的 宝 贵 精 神 ，

打动了在场官兵。

演 出 现 场 ，舞 台 大 屏 幕 上 播 放 着

官兵用心制作的视频。一座座展现人

民 军 队 精 神 风 采 的 雕 像 作 品 ，随 着 旋

律依次呈现。“人民军队忠于党”“坚持

党 对 军 队 的 绝 对 领 导 ”的 大 字 烘 托 演

出主题。

“军旗飘飘，军号响，剑已出鞘，雷鸣

电闪，从来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演出

最后，现场官兵共同唱响《中国军魂》，将

演出推向高潮。

左上图：官 兵 演 唱《当 那 一 天 来

临》。 胡勇华摄

歌声嘹亮抒唱战斗豪情
■胡勇华 冯安科

近日，火箭军某旅组织“安全连着你

我他”主题文化展演，以歌舞说唱、故事

析理、情景再现等多种方式，讲述发生在

官兵身边的典型案例，普及安全知识，帮

助官兵提高安全意识，预防安全问题。

“ 行 车 安 全 要 重 视 ，违 规 饮 酒 要

禁止……”从科学组训到保守秘密，从

落实制度到常态提醒，快板节目《安全

伴我行》以接地气的台词提醒官兵关

注安全风险。

单身男兵小陈通过“摇一摇”添加

“ 完 美 女 神 ”为 好 友 ，在 对 方“ 糖 衣 炮

弹”的攻势下逐渐沉沦，最终落得人财

两空……情景剧《诈骗局中局》用环环

相扣的剧情、幽默诙谐的台词和演员传

神的表演，演绎电信诈骗套路，将网上

借贷、网上乱交友等风险隐患陷阱在哪

里、有哪些防范措施和相关规定等展示

得清晰明了，让官兵受到启迪。

谈 到 举 办 活 动 的 初 衷 ，该 旅 领 导

说：“通过富有时代特点、紧扣现实需要

的文艺节目，让官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

安全教育。”

数来宝《安全工作大家谈》、舞台剧

《我们连队的微教育》用发生在官兵身边

的小故事，展现该旅开展案例式、互动

式、情景式安全教育取得的成果。相声

《话安全》、脱口秀《网上那些事儿》、三句

半《手机防雷技巧》等节目，用朗朗上口

的台词，将安全保密守则生动活泼地呈

现给大家。小品《祸从“酒”出》用艺术化

的表演，讲清了违规饮酒、聚众酗酒对战

斗力的侵害、对个人成长进步的损害，给

官兵上了一堂形象直观的警示教育课。

左图：官兵演出快板节目《安全伴

我行》。 朱 斌摄

兵言兵语普及安全知识
■陆正辉 本报特约记者 岳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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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热的练兵备战一线，红色基因成为新疆军区某部“猛虎三连”官兵奋勇冲锋、精武强能的血性密码。图为

该连官兵进行乘车射击训练。 常曦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