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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雷锋的形象始终没有变，总

是那么年轻，总是那么温暖……”3 月 29

日，新书《雷锋：人类美好的向往》首发暨

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该书是《雷锋》杂志社总编辑陶克

多 年 研 究 雷 锋 现 象 的 成 果 ，以 翔 实 史

料、丰富图片和生动叙事，深入阐释雷

锋精神的内涵意蕴和时代价值，立体展

现雷锋“一份大爱”为人民、“一颗螺钉”

永 不 锈 、“ 一 滴 水 珠 ”入 沧 海 的 人 格 魅

力，彰显雷锋精神跨越时代、跨越民族、

跨越文化的感召力，回答了雷锋精神为

什么“永不过时”。

座谈会上，作者介绍了创作情况，相

关专家称赞该书是阐释雷锋精神不朽价

值的优秀主题图书；出版方还向国家图

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图

书馆赠送了该书。

新书《雷锋：人类美好的向往》

展现雷锋精神永恒魅力
■本报记者 王京育

今年年初，由火箭军某部创作的男

子群舞《勇往无前》在全军 2022 年“强军

风采”群众性文化活动评选中，荣获“能

战 善 战 当 先 锋 ”野 战 文 艺 创 演 优 秀 作

品。作为一个具有导弹工程兵特色的

军旅原创舞蹈作品，《勇往无前》体现了

军旅舞蹈把握时代脉搏、努力贴近官兵

并反映生活的艺术追求，将阳刚之气、

豪迈之情等军旅舞蹈的特征展现在舞

台上。

《勇往无前》以导弹工程部队最具代

表性的通风专业“风管安装作业”为主

题，通过激昂雄壮的交响、整齐划一的动

作、撼人心魄的气势，生动诠释了以“忠

诚、向战、坚韧、创新、严实”为内涵的导

弹工程兵精神，展现导弹工程部队官兵

建设国防阵地的奋斗岁月。舞蹈作品取

名自导弹工程兵为完成施工任务一往无

前、攻坚克难的战斗风采，由 20名演员共

同演绎，采用歌曲《导弹工程兵之歌》为

音乐元素。舞台上，官兵头戴安全帽，手

抬肩扛风管，通过形神兼备的舞蹈动作、

井然有序的队形变换，生动还原官兵进

行风管安装作业的战斗场景。

“艺术来源于生活。我的成长始终

与军营相伴，所以我创作的舞蹈作品也

始终离不开火热的基层一线。”《勇往无

前》创作编导李煜告诉笔者，舞蹈之所以

能够得到官兵好评，主要原因就是取材

的真实。舞蹈展现的一个个火热施工场

景，包含着官兵鏖战施工的集体记忆。

而且，舞蹈参演人员绝大多数都曾在国

防施工一线奋战过，《勇往无前》让大家

回忆起当年的生活，产生强烈共鸣。大

家专注认真地排练，齐心协力地投入，一

遍遍挥洒着汗水，让舞蹈呈现出的效果

更加真实动人。

节目编导张珧入伍后长期工作在施

工一线，业余时间发挥个人特长，创作了

多个描绘导弹工程兵火热生活的文艺作

品，如舞蹈《钢铁无畏》、歌曲《等着我的

好姑娘》等。谈起该舞蹈的创作缘起，张

珧记忆犹新。2022 年 3 月，张珧随该部

文艺小分队赴基层一线进行巡回演出。

他和队员们走进阵地一线，看到的皆是

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当时正值工

区组织施工大会战，通风专业施工任务

繁重。阵地内烟尘密布、光线强、噪音

大，官兵紧张快干、挥汗如雨的施工场景

深深打动了张珧。他决定将自己的所见

所闻所感融入文艺创作。

借助演出服务过程，张珧和队员们

实地体验了施工作业，并了解掌握了官

兵的真情实感。夜深人静的时候，一幅

幅导弹工程兵施工攻坚的景象、一张张

热血青春的脸庞浮现在张珧的脑海里，

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回到单位后，李

煜、张珧便和队员们投入到舞蹈创作中。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为了把《勇往无前》打造成一台威武豪

迈、情感丰富、兼具技术难度和艺术美感

的精品演出，队员们加班加点排练，身上

的训练服经常被汗水湿透。

中士李若林是舞蹈《勇往无前》的领

舞。为了精益求精，他在排练过程中自

我加压，在右脚打着绷带的情况下坚持

训练。像李若林一样的演员不在少数，

裴晓健、范广旭、田学志等演员在排练受

伤的情况下仍坚持站在舞台上。最终，

历经 1 个月的创作、排练，演员们终于将

导弹工程兵与岩石抗击较量、让青春之

花在岩层深处绽放的故事精彩呈现在舞

台上。

“舞蹈的成功，是部队繁荣发展强军

文化的缩影和结果。”该部领导介绍说，

近年来，该部大力传承弘扬导弹工程兵

文化，引导文艺骨干发挥特长，取材于一

线生活，定期安排文艺小分队进行巡回

演出服务，不断深化以文育人、以文化

人，持续激发官兵练兵热情。在文艺人

才培养上，他们采取“走出去”和“引进

来”的方式，加强与驻地高校、社会文艺

团体等合作，开辟了一条培养、储备高素

质文化艺术人才的路子。

“《勇往无前》能够获得全军文艺奖

项，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鼓励。我们

要继续努力，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让导

弹工程兵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编导李

煜说。

下图：男子群舞《勇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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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背后的故事

晨曦微露，第81集团军某旅营区的一

面红墙上，“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

斗”的金色大字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

1951 年，这段承载着党中央对炮兵

部队殷切期望的文字，被镌刻在墙上，

如今已栉风沐雨 72 年。

当年，辽沈战役打响之时，也是该旅

前身部队组建之时。官兵推着从敌人手

中缴获而来的山炮奔赴战场，参加了著

名的“塔山阻击战”。战争胜利，征尘未

洗，他们又穿行白山黑水、纵横三晋岭

南，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上甘岭战役和

边境作战，在炮火硝烟中铸就了以“敢打

硬拼、英勇顽强、爱国奉献、敢为人先”为

主要内涵的“三山一江”精神。时光荏

苒，英雄传人风采依然。战斗精神沉淀

为英雄部队的文化品格和红色基因，激

励着一代代官兵发扬战斗作风、砥砺战

斗血性，直面困难、勇毅前行。

一

一门“41 式”山炮，陈列在该旅旅史

长廊里，被官兵誉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

“功臣炮”。

它的背后，是一段可歌可泣的烽火

故事。1952 年，上甘岭战役，该旅先辈

就 是 用 这 门 山 炮 ，击 退 了 敌 人 数 次 进

攻，毙伤敌 2000 余人，立下战功。

“我们从巍巍太行走来，有压倒一切

敌人的英雄气概……”著名军旅词作家

石祥为这支英雄部队创作了歌曲《神炮

雄风》。几十年来，每逢重大任务前的誓

师动员大会、官兵授衔仪式等时机，官兵

都会激情昂扬地唱响这首歌曲。

2020 年，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之际，由该旅

“上甘岭英雄炮连”官兵创作的情景剧

《43 天生死坚守》在全旅演出。情景剧

艺 术 再 现 了 上 甘 岭 战 役 中 ，班 长 王 祥

文、炮手李忠弟、瞄准手李顺谦等革命

先辈奋勇杀敌的场景。演出结束，全旅

官兵合唱歌曲《神炮雄风》，用嘹亮歌声

彰显铁血忠魂，令人热血沸腾。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它。塔山阻击，官兵用身体筑成

塔、筑成山；坚守上甘岭，官兵誓死与阵

地共存亡……在该旅，有一本厚重的影

视集，名为《战斗回忆录》，收集了前辈

官兵参加过的战斗影像，教育感染着一

茬茬英雄传人。二级上士郭磊把这些

影像看了很多遍。他说：“先辈的战斗故

事，让自己对忠诚、对胜利、对责任有了

更多感悟。”前些年的一次对抗演练中，

他与一名战友奉命潜入“敌”阵地。大雨

滂沱中，他们连续战斗 15 个小时。拂晓

时分，炮火齐鸣。当“首战告捷”的消息

传来，两人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营地，

还未清理身上的泥土便沉沉睡去。“撑不

住时，想想什么叫‘英雄’，就感觉没有

过不去的坎。”教育课堂上，已是连队军

士政治教员的郭磊，跟官兵分享经历时

说。

二

走 进 该 旅 营 区 ，迎 面 是“ 英 雄 广

场 ”，4 支“旅 魂 柱 ”矗 立 在 广 场 4 个 角

落。走过一排排“强军典型灯箱”，便是

热火朝天的训练场，一道颇具气势的旅

史长廊横亘其中。长廊内记录着该旅

从组建之日起的强军足迹，浓厚的红色

文化氛围让笔者备受感染。

“一代代官兵不断读懂历史，又在

创造历史。”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

这条路是新报到官兵上第一堂思想教

育课的所在地。

2014 年，余闯从这条路前往连队。

当 兵 第 3 年 ，他 就 成 为 全 旅 最 年 轻 的

“炮班长”。一次实弹演习，余闯所在火

炮遭遇故障。为保证演习顺利和战友

安全，他挺身而出，冒险排除故障，不幸

身负重伤，在医院昏迷了 7 天 7 夜。余

闯苏醒后，首先想到的是战友有没有受

伤，最关心的是自己还能否继续从军报

国。他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让无数人

热泪盈眶。重返训练场后，余闯不仅带

领炮班出色完成任务，还在多项比武中

摘金夺银。如今，余闯的事迹被列入旅

史长廊，成为强军先锋的典型代表，激

励着更多战友向前冲锋。

“一级战斗英雄”王祥文、“炮兵英

雄”刘克怀、“铁血硬汉”余闯……这些不

同时期出现的英雄官兵的事迹分布在长

廊两侧，构成“英雄谱”，立起精神高地。

近年来，该旅还采取邀请革命前辈

讲述战斗故事、组织强军故事会、开展旅

史宣讲等多种方式，不断深化文化育人

效果，将红色历史转化为激励官兵奋发

有为、争当英雄传人的强劲动力。

那年冬天，曾带领连队奔赴前线参

加战斗的老连长谭树强，应邀回到该旅

参观、授课。冰天雪地中一幕幕火热的

练兵场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部队信

息化程度高了、装备强了，过去官兵的

虎气雄风，今日依旧不减。”

三

阳光灿烂的训练场，伴着军乐声奏

响，观众席响起热烈掌声。一个个训练

尖兵抬头挺胸，走上领奖台。

前不久，在该旅举办的军事训练比

武中，10 余名官兵打破往年训练纪录，

摘得桂冠。

如何传承战斗精神？官兵用实际

行动给出了答案：用好手中武器装备，

练就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列装新式装备并形成战斗力、远赴

大漠戈壁开展演习训练、登上雪域高原

检验某装置射击应用……近 5 年来，该

旅官兵发扬战斗精神，以“奔跑”的姿

态，跑出强军“加速度”，不断在各类陌

生、极限环境下锤炼实战本领。他们多

次开展“神炮班”“神炮连”等品牌比武

活动，涌现一批训练尖兵。

英雄精神，历久弥坚。在一代代官兵

的赓续奋斗中，在历史岁月的积淀洗礼中，

战斗精神传承不息，战斗品格愈加鲜明。

“我们走向光辉的未来，有夺取一

切胜利的英雄气概……”伴着《神炮雄

风》的歌声，这场在训练场上举行的颁

奖典礼落下帷幕。官兵奔向战车，开启

新一轮的训练。

神 炮 雄 风
■孙万智 吴 超

3 月的一天，南部战区空军某旅两

位主官参加完上级党代会，在回程的车

上，就商量好找空军“蓝天”文艺小分队

“加演一场”。这个想法，源于在会议期

间，正在开展巡演服务的文艺小分队送

来演出，其中两个讲安全教育的小品让

他们印象深刻。他们认为，这种用文艺

演出深化安全教育的方法，正是部队所

需要的。

据了解，还有不少单位也提出“加

演”的要求。原因何在？近日，笔者专

程来到演出现场一探究竟。

笔者到达空军某部演训场时，正赶

上小品《危“机”四伏》演到一个战士不

慎被诱入网赌、背上网贷，不得不到处

借钱的情节。只见演员直接跑下台，对

着观众喊：“班长，借点钱，马上还你。”

“没有！”“借我一万，一千也行啊，一百，

就一百。”“一分钱都没有！”演出舞台设

在官兵中间，像这样的互动不断展开，

让官兵体验“沉浸式”观看。

小品主旨是告诫官兵小心网络陷

阱。一名队员扮演“手机”，另外三名队

员分别扮演不良交友软件、网赌网贷软

件 和 有 害 游 戏 软 件 ，四 人 上 演 了 一 堂

“安全教育课”。小品节奏清晰明快、情

节扣人心弦、表演诙谐生动，把网络陷

阱演得活灵活现，让官兵印象深刻。

小品《酒前酒后》主题是醉驾警示

教育。跟《危“机”四伏》一样，这个小品

同样受到官兵广泛好评。当演到主人

公醉驾犯法、家属悲痛时，台下有的官

兵禁不住也湿了眼眶。某场站政治工

作处领导介绍说，在最近的安全警示教

育中，他们对违规饮酒问题抓得紧、讲

得多、防得严。官兵跟着剧情欢笑、流

泪，说明是“看进去了”，小品引发了大

家的情感共鸣。

这次演出让文艺小分队一些老队

员有了新体会。他们说，这次演出，演

员是被观众的情绪“推着走”的，台上台

下的互动、共鸣，让演出情感更饱满、更

具感染力。

一场演出过后，笔者与官兵聊天，

听他们谈到最多的，便是“节目与现实

生活离得近”“节目联系思想紧”。谈起

专门邀请小分队来演出这两个节目的

原因，南部战区空军某旅政委说：练兵

备战越紧，安全教育越不能松；安全问

题“入脑”容易“入心”难，“知道”容易

“做到”难；节目能让官兵产生共鸣、形

成内心自觉，能起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网络游戏诱惑多，还是咱们军营

大家庭温暖充实吧？小品里的这句台

词，说到我心坎里了。”在某雷达站的沙

滩足球场上，下士丁勤和战友们聊起了

当天看的演出。

去 年 ，该 雷 达 站 组 织 集 体 观 看 电

影，当时正沉迷手机游戏的丁勤偷偷跑

回 房 间 玩 手 机 ，不 料 被 教 导 员 抓 个 正

着 。 后 来 ，在 教 导 员 和 战 友 们 的 帮 助

下，丁勤意识到沉迷手机游戏的危害，

决心改变……采访那天，站长指着站里

“龙虎榜”说，丁勤已经连续 3 周蝉联“训

练标兵”。

有来队家属在观看了小品《酒前酒

后》后说，酒驾后果太严重了，“以后不光

部队管，我们家属也要理直气壮地管”。

“演出产生这样的效果，比单纯讲

一堂课要好很多。”有部队领导表示，下

一步拿到节目视频，要让所有官兵都观

看学习。

3 月下旬，小分队到某点位演出时，

小品演员张啸然看到连队公示栏和板

报上有关于手机管理和“禁酒令”的内

容。他跟队友说：“真巧，我们的小品不

正演的这些事吗？”

这种“巧”，可不是“误打误撞”，而

是“有心为之”。

“蓝天”文艺小分队是专业创作和

业余演出相结合的队伍。在筹划这次

演出时，上级要求小分队着眼部队教育

管 理 现 实 需 求 ，从 倾 向 性 问 题 中 找 选

题、抓创作。从去年 10 月开始，创作人

员向部队问需求、摸情况，敲定了纠治

违规饮酒和违规使用手机两个题目。

演 员 王 子 霏 参 与 了 小 品《酒 前 酒

后》的创作、导演。她说，当时本子成形

后，大家一边排练一边修改。在对节目

一点一滴的打磨中，队员们经历了一个

思想认识加深、结合实际趋紧、创作表

演趋精的过程。

演出现场的热烈气氛，尤其是演出

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效果，让大家感受

到辛苦付出的意义。某雷达站下士张

剑槐说，前段时间，他父亲做生意亏本、

负债，就在小分队来演出的前几天，他

被手机上一个网络借贷软件吸引了注

意力。“万元日息 2 块钱”等广告词，像猫

爪一样挠得他心痒痒。“虽说‘我’和大

家形影不离，但用好了是光彩夺目，用

不好那就是危机四伏啊！”台上扮演“手

机”的小品演员的这句话，让坐在台下

的张剑槐心里一惊，下意识摸了摸口袋

里的手机。演出结束后，张剑槐找到班

长汇报了情况……

以文艺演出深化安全教育、服务备

战打仗，这是文艺小分队适应现实需求

作出的有益探索。我们想，这也是部队

对这场演出如此看重的原因。

一次特殊的安全教育
■黄春一 范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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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旅在大漠戈壁开展实弹射击任务，锤炼官兵遂行战斗任务能力。图为官兵等待射击命令。 张立鹏摄

小品《危“机”四伏》在部队演出的情景。

姜广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