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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

“奋进强军新征程”主题演讲比赛，遴

选 10名优秀官兵代表登台讲述强军

故事。大学毕业后投身军营的上等

兵喻政，讲述自己在军营中的成长和

参加大项演训任务的经历。二级上

士赵泽华结合自己在岗位上的工作

经历跟战友分享感悟……一段段催

人奋进的故事，从不同角度展现该旅

官兵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的生动

实践，让大家备受鼓舞。图为二级上

士陈书浩正在演讲。

身边的故事最动人
■晋 蒙

“亲爱的祖国，我们时刻准备好。碧

血丹心不畏风云，生命可丢，不丢寸海寸

礁……”连日来，从岭南腹地到南海之

滨，从军港码头到高山海岛，一首首充盈

战斗豪情的《新时代南海组歌》（以下简

称《组歌》），在南部战区海军部队营区广

播、舰艇通道电视等载体滚动播放，激昂

的旋律让官兵血脉偾张，豪情满怀。

向海图强，向战而歌。为营造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浓厚氛围，

充分反映战区海军部队新时代建设发

展 成 就 、练 兵 备 战 成 效 和 官 兵 精 神 风

貌，该战区海军持续开展《组歌》编创和

教唱传唱活动。

一

怎样才能让《组歌》充分反映官兵精

神风貌，有效发挥鼓舞军心士气、激发昂

扬斗志的作用，成为该战区海军编创《组

歌》时重点考虑的问题。按照“立得住、

传得开、留得下”的标准，经军地专家、基

层官兵的多轮评审，他们精心编创了战

味浓郁的 12首歌曲。

《组歌》分南海魂、南海潮、南海情、

南海颂 4 个乐章，彰显忠诚信仰，讴歌艰

苦创业，赞颂发展成就，真实反映南海

官兵砥砺奋进的足迹。《南海心向中南

海》歌词激昂铿锵，体现该战区海军部

队看齐追随、听令景从的政治觉悟；《党

旗飘扬在南海》将水兵比作“小草”“浪

花”，歌唱水兵的赤胆忠诚；《南海战歌》

豪 迈 地 唱 响 南 海 将 士“ 一 腔 热 血 贯 日

月，倚我南海卫中华”的誓言，表达官兵

时刻准备战斗的决心意志。

南海是中华民族的“祖宗海”，倾注了

代代水兵深沉的爱。《这片中国海》《南部

战区海军向前方》以史串歌、以歌叙史，讲

述一代代官兵守卫海疆、艰苦斗争的光辉

历程。《刀尖上的舞者》《南海铁拳》《深海

雷霆》将战斗场景写入歌词，讲述官兵战

风斗浪的精彩故事，反映练战谋战的崭

新气象，充盈着一往无前、敢战胜战的战

斗豪情和军人血性。《爱在南海》《南海

蓝》等歌曲则是发自战士心底的吟唱，抒

发着水兵对“祖宗海”的眷恋和热爱。

二

如何让宏大主题的文艺作品贴近

官兵生活，让官兵感觉亲切自然？《组

歌》编创团队深刻认识到，基层是创作

的源头活水，优秀的军旅文艺作品要从

基层生活中开掘。编创中，创作人员把

“触角”向训练场、演习场、任务区延伸，

到基层一线感悟强军实践。在南沙岛

礁上，创作人员同守礁官兵一道站岗执

勤、观察警戒，和大家一起谈心聊天。

守礁官兵的大爱与无私、激情与斗志，

成为他们创作的灵感源泉。

去年年初，《组歌》中多首歌曲的词

作者、某单位副政委田彬，随海军五指

山舰赴汤加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与

官兵同吃同住一个月，见证了他们特有

的“风花雪月”，深受感动鼓舞，由此创

作出数首歌曲。谈起创作过程，他说：

“紧贴基层官兵是让作品有灵魂的重要

途径。艺术工作者离官兵越近，创作的

作品生命力越强。”

《组歌》词作者梁庆才和曲作者雷雨

曾在海军部队工作多年，对南部战区海军

有深入了解和深厚情感。他们一致认为，

探索《组歌》创作的新范式，既要兼具思想

性、艺术性，又要采用丰富的表现形式。他

们将故事叙述与歌曲演唱相结合，根据歌

曲需要表达的意境，制作相应的音乐短片，

极大延展了《组歌》的表现舞台。

党的二十大召开后，该战区海军推

动《组歌》走出军营。他们融合图像、音

乐、视频等形式，多渠道宣传推广《组

歌》。随着《组歌》音乐短片在网络上不

断传播，广大网友纷纷留言点赞。有网

友留言：“吹过南海的风，当过南海的兵，

无论身在何处，永记南海深情。”首批驻

守南沙岛礁的一名转业干部听完《组歌》

后给词作者留言：“感谢您的辛勤付出，

谨代表戍礁人谢谢您！”

三

“南海将士，起航即战，厉兵秣马，敢

问英雄何所惧？”在驻湛江某岛观通站演

出中，文艺小分队带领台下官兵共同唱

响节奏明快、战味十足的《南海战歌》，生

动展现官兵劈波斩浪向大洋、手倚长剑

闯天涯的豪情斗志，点燃演出氛围。

去年 10 月以来，该战区海军将《组

歌》创新编排演绎，编创成独唱、情景表

演、小合唱、歌伴舞等节目，将《组歌》融

入文艺小分队慰问演出，送到基层官兵

身边。全程参与《组歌》编创工作的干

事杨海介绍，灵活多样的演出形式、贴

近官兵生活的艺术表达，让广大基层官

兵更直接感受到《组歌》艺术魅力。文

艺小分队队员说，《组歌》是这片中国海

赋予我们的灵感，也是广大官兵扎根南

海、守卫南海、建功南海的铿锵誓言，我

们有责任把《组歌》传唱好。

“我巡逻在新南沙，妈妈叮嘱我，守

好 南 沙 少 想 家 ……”在 东 门 、华 阳 、南

薰、赤瓜等南沙岛礁上，狭小的礁盘没

有搭建舞台的空间，文艺小分队队员们

在涛声阵阵中清唱《组歌》，海浪拍打礁

石的声音成为他们天然的伴奏。

在高山哨所，在南海岛礁，在远海大

洋……有官兵的地方就有演出的舞台，

文艺小分队把水兵的生活、情怀融入《组

歌》，用歌声展现有血有肉的南海士兵形

象，在官兵中产生强烈共鸣。

“驰骋在深海大洋，军威浩荡，铁流澎

湃向前方……”某舰艇通道广播响起《组

歌》，年轻的水兵踏着坚毅步伐，昂首奔赴

训练场。休息时间，某登陆舰支队战士冯

天弹起吉他，跟战友一同歌唱：“乘风破

浪，势不可当向前方，我们用热血点亮和

平的曙光……”《组歌》发布以来，该战区

海军各部队广泛开展教唱学唱活动，受到

官兵欢迎。他们充分发挥教歌员“酵母”

作用，紧贴实际办好群众性歌咏活动，让

《组歌》唱响在座座军营。

歌 声 是 心 声 的 表 达 ，是 冲 锋 的 号

角。听吧，战歌铿锵；看吧，旌旗猎猎。

《组歌》唱响在南海上空，这是南海将士

许下的铿锵誓言。

听！铿锵旋律唱响在南海
■徐苗波 张素同

伏波庙，位于湖南株洲市渌口镇渌江

右岸的伏波岭上，相传为纪念汉代伏波将

军马援所建，如今已是湖南省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冬日的伏波岭俊秀挺拔，渌江水

碧波荡漾，黛瓦粉墙的伏波庙，在苍翠古柏

掩映下，显得格外古朴、肃穆。这里曾留下

伟人的足迹，见证了一段珍贵的岁月。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伏波庙

为渌口一带的农运活动中心。1927 年 1

月 4日到 2月 5日，毛泽东同志考察湘潭、

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其

间，他到渌口（原属醴陵，现为渌口区）实

地考察。2 月 3 日，毛泽东在时任醴陵农

民协会执行委员长孙小山的陪同下，到

姚家坝乡的龙凤庵、仙井乡的关王庙、渌

口 老 街 的 伏 波 岭 调 查 。 那 一 日 午 饭

后，毛泽东乘船过渌江访问南阳桥乡南

岸村，先到许家祠堂（乡农协会）了解农

协情况，随后实地考察几户贫农的生活

情况。晚上他们在伏波庙召开了有数十

人 参 加 的 渌 口 地 区 各 界 代 表 座 谈

会 。 毛 泽 东仔细听取各方代表的汇报，

并与孙小山商量后，就如何深入开展工

农运动作了重要讲话，鼓舞了与会人员

的革命信心。

通过实地考察，毛泽东广泛收集材

料，深入了解农民运动真实情况，撰写

出 著 名 的《湖 南 农 民 运 动 考 察 报 告》。

渌口伏波庙座谈会为他撰写报告提供

了鲜活的第一手素材。“渌口伏波岭庙

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

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

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

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

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

士们颇恨孙小山……总而言之，所有一

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

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这是《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话。可以说，

这座古庙见证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见证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成为共产党人群众路线形成过程的一

处标记。

岁月如歌，天地换新颜。再登伏波

庙，聆听岁月的回声，我的心情颇为激

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革命领

袖坚持真理来自群众基层实践的调研

精神，至今仍让我们受益无穷。重视调

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领导

干部保持实事求是作风、提升工作本领

的有效途径。我们干好工作，就要紧紧

依 靠 广 大 群 众 的 力 量 、智 慧 和 首 创 精

神，让党的群众路线承先启后，让调查

研究精神薪火相传。这是这处红色地

标带给我的启发。

红色伏波庙
■陈 喜

我很喜欢《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支

歌。每当听到这支歌时，我仿佛又回到

了少年时代，回到了红三十一军扩红宣

传队的火热战斗生活之中。

1933 年夏天，我的家乡四川旺苍史

家坝来了红军。当时，我只是一个不满

11 岁的女娃娃。红军头戴八角帽，身穿

深蓝色军服，腰上扎着皮带，腿上打着

绑腿，整整齐齐，很是威风。有的红军

在村边墙头上刷写大字标语，有的在帮

助村民打扫院落，有的在给老乡家中担

水……

一天傍晚，村口场院上响起了锣鼓

声。乡亲们在场院上围了一个大圆圈，

中间有几个红军女战士表演节目。一个

十三四岁的小女兵，一边扭着秧歌，一边

唱着：“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

呀嘛竖起来……”我头一次听到这么好

听的歌。我一边听着，一边轻声跟着哼

唱，端在手中的饭也忘了吃。

红军表演了四五个节目后，一位高个

子中年人站出来向乡亲们讲话。他说，红

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幸

福的，号召乡亲们积极报名参加红军。他

的讲话在乡亲们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

天黑以后，红军告别了乡亲，列队

回镇子上去了。晚上，我兴奋得久久不

能入睡。红军女宣传队员的英姿，《八

月桂花遍地开》的清脆歌声，在我脑海

中萦绕……

1933年 11月 7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

的日子。这一天，红军在旺苍坝召开军民

大会。我和幺叔一起参加了大会。我穿着

一身整洁的衣服，手举着一面用红纸做的

三角小旗，站在少年先锋队的行列里，时而

观看着台上台下女红军的举动，时而盘算

着自己如何躲开幺叔，参加红军去。

散会时，我乘机挤在人群之中，紧跟

在一个红军女战士的后边，朝红军的驻地

走。女红军发现我老跟在她后边，便问：

“小鬼，你老跟着我干啥子？是不是想当

红军？”“就是的，就是的，您收下我吧！”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红军名叫严

勇，是扩红宣传队的女兵班长。她把我带

到红三十一军政治部，向张成台主任作了

简短介绍。张主任不慌不忙地打量了我一

下说：“小鬼，你这么小的个头，连枪都背不

动，到部队来能干啥子呀？”

“我可以当宣传队员！”我急忙答道。

“当宣传队员？你会唱歌、跳舞吗？”

“我会的。”

“是吗？”张主任爽朗地笑了，接着说，

“那你给我们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

由于参军心切，我也顾不得害羞了，

便鼓起勇气，手舞足蹈地给在场的红军

唱起了《八月桂花遍地开》。后来，张主

任见我执意不肯离去，就派警卫员把我

送到了政治部扩红宣传队。

当时，正值刘湘纠集四川各路军阀部

队向我川陕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宣

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武装群众，

扩大红军。宣传队当时有三、四十人，一

半是女同志，年岁都不大。队下面又分几

个班，我的班长恰好是严勇同志。队长 30

多岁，高高的个子，南方口音，言语不多，

听说是临时调来当队长的。他工作兢兢

业业，任劳任怨，为人忠厚。大家都亲切

地称呼他“高个子队长”。

我们常常分散到各村各户去做扩红

的宣传工作，每到一地先敲锣打鼓表演

节目，把群众吸引过来。等人来多了，就

发表讲演，宣传革命道理。然后，号召青

少年自愿报名当红军。我们表演的节

目，有自编自演的，也有根据传统剧目、

民间小调、山歌重新改编的，形式多样，

生动活泼。我记得当时经常表演的节目

除《八月桂花遍地开》外，还有歌颂党的

领导的自编歌曲《共产党真正确》、动员

群众参军的顺口溜《问老王》、瓦解敌军

的快板书《消灭刘湘三字经》……我们演

出时，台上台下心心相印。有的人边看

边流泪，有的人和我们合唱歌曲，有的人

则情不自禁呼喊着打倒军阀老财的口

号。有很多贫苦农友看过我们的扩红宣

传演出后，成了村苏维埃的积极分子。

父母送儿女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军的事

例层出不穷。

1934年春，我川陕红军根据“收紧阵

地，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给敌大量杀伤

后，主动撤出旺苍坝、巴中和木门等地。

从这以后，我们宣传队常常是白天跟随部

队行军，晚上宿营后又开展宣传活动。这

段时间，在我们扩红宣传队最忙碌最辛苦

的，要算高个子队长。行军中，他总是跑

前奔后，帮这个扛枪，替那个背背包。部

队宿营后，他又督促我们打热水洗脚，嘱

咐我们用缝衣针挑脚上的血泡。部队由

巴中撤回南江的长途行军中，高个子队长

亲自背着生病的我行军。他一面背着我，

还一面跑前奔后做工作，鼓励大家下定决

心，不怕疲劳，一个也不能掉队。

1935 年初，红三十一军奉令西进，

准备发起广（元）昭（化）战役。队长决定

把我送到后方根据地去。从这以后，我

就离开了扩红宣传队。长征到达陕北以

后 ，我 曾 经 在 延 安 见 过 高 个 子 队 长 一

面。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当

我们的革命事业如同八月的桂花在祖国

的大地上遍地开放、鲜艳的五星红旗在

三山五岳竖起来的时候，我又多方托人

打听高个子队长的下落，希望带去我的

怀念与感激之情，但始终未能如愿。

如今，每逢漫步在天安门广场时，我

总要去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仔细端详

那碑基上的浮雕，好像能在这些群英像

中找到我们的高个子队长……

（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

选编·红军时期》）

八月桂花遍地开
■史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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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中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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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某支队官兵演唱某支队官兵演唱《《南海战歌南海战歌》；》；图图②②：：某气垫登陆艇组织官兵合唱某气垫登陆艇组织官兵合唱；；图图③③：：某基地组织文艺小某基地组织文艺小

分队演出歌伴舞分队演出歌伴舞《《党旗飘扬在南海党旗飘扬在南海》；》；图图④④：：某潜艇基地开展教唱学唱某潜艇基地开展教唱学唱；；图图⑤⑤：：文艺小分队演出歌伴舞文艺小分队演出歌伴舞

《《爱在南海爱在南海》。》。 图片由作者提供 贾国梁制图图片由作者提供 贾国梁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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