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滚滚洪流，阻不断人间真情；抗洪一
线，文艺星火暖官兵。连日来，武警江西
总队“星火”传播小分队带着对抗洪一线
官兵的牵挂，奔赴抗洪一线开展巡演慰
问活动。

一

“演出来得及时，很提劲！”看完上午
的演出，武警宜春支队上等兵苌鑫说。
据悉，小分队到来的前一天夜里，该支队
的任务区出现多处险情，一线官兵连夜
奋战 5个小时，才将险情排除。高度紧
张的抢险之后，总队慰问小分队的到来，
有效缓解了一线官兵的疲惫。

抗洪官兵冒大雨、顶烈日、战洪魔，
小分队不能给他们添麻烦。这是出发前
队员们的共识。小分队队长于云全，决
定此次巡演不做计划、不定时间、不选路
线，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演。到达一线
后，从搬运音箱、铺设线路、调试设备到
舞台搭建，他们都尽全力自己完成，坚持
不干扰一线官兵抢险救援工作，让官兵
“坐下就能看，看完接着战”，真正做到
“部队不动，节目前送”。

小分队从接到任务到巡演开始，只
有短短 3天时间。在这之前，小分队正
在排演“庆八一”主题晚会。主题突变，
意味着节目内容要重新编排，时间紧、节
奏快、任务重。他们连夜以“抗洪抢险”
为主题，编创了几个新节目，不少队员仍
心生忐忑，“官兵不满意怎么办？”

要感动别人，先要感动自己。从抗
洪前线传来的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一幅幅令人动容的画面，让队员们坚定
了演下去、演精彩的决心。于是，小分队
一路演出、一路取材、一路编排，其中不
少节目是取材于现地，成型于途中。

队员田东洋，在一次舞蹈表演时，不
慎扭伤右脚，却因为不想耽误紧张的演
出进度，选择带伤继续演出。起先，其他
队员都不知晓他的伤情。直到最后一场
巡演结束，他不小心露出脚上的绷带，这
个“秘密”才被揭开。“伤不算严重，而且
一想到抗洪的战友们那么疲惫都在持续
战斗，我觉得我也能坚持。”田东洋说道。

二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

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九江城外的堤坝线上，队员王丹唱响了

《为了谁》。当这温暖动人的旋律，再度
响起在抗洪大堤上时，激情和热血又一
次填满了官兵的胸膛。

演唱之前，主持人何小丽介绍了这
首歌的创作背景，讲述了 1998年那段可
歌可泣的抗洪故事。22年过去了，九江
又迎来严峻的考验，人民子弟兵又站在
了九江抗洪一线。

听着这触动心灵的歌声，抚州支队
机动中队班长罗杰的眼眶湿润了。1998
年，罗杰刚 6岁，洪水淹没了他的家，是
解放军及时赶到，救出了他们一家人。
如今，罗杰已经成为一名武警战斗班的
班长。他像当年眼中的那些英雄一样，
也来到了抗洪一线。

在演出后的互动中，罗杰说：“前不
久在转移群众时，我一边双手接过一个
小女孩，一边安慰着她‘别怕，没事的，
武警叔叔来了’。这让我想起，那年在
洪水中，外婆紧紧抱着我，有一群迷彩
身影伏在冲锋舟上，为我们带来了生的
希望……”罗杰说，他更加理解了《为了
谁》歌词的含义，会以实际行动回答“我
是谁，为了谁”。

越是在艰难时刻，越需要加油和鼓
劲。此次节目编选中，小分队特地编排

了不少律动感强的歌曲和舞蹈，以鼓舞
兵心士气。一首铿锵的《有我在》，仿佛
是在有力地向洪魔发出宣战；一首《祖国
不会忘记》，激荡军人的家国情怀；一段
《青春》热舞，跳出了新时代官兵的蓬勃
朝气……

演出中，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伴
着激昂的旋律，队员们刚劲有力的舞蹈
动作在雨中更加动人，场下官兵的掌声
和欢呼声越来越热烈。“这是我经历过最
‘火热’的现场！”队员冯光莹感动地说。

三

洪水未退，脚步不歇。1支队伍、3
天时间、6 场演出，数千名官兵观看演
出……小分队一路播撒真情，一路传递
温暖。巡演最后一站，他们来到九江市
江洲镇。江洲四面环水，一直以隽丽秀
美的面容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但突如
其来的洪涝灾害，让部分内河满堤、决
堤，对美丽的江洲形成巨大的威胁。

小分队 11名队员，个个一专多能、
身兼数职，有的队员一场下来要表演 6
个节目。当听到“星火”小分队要到一线
慰问演出的消息后，不少“外援”也积极

请战，要求加入巡演队伍。他们中，有担
任中国唢呐委员会理事的唢呐演奏艺术
家，有来自南昌雄鹰救援队会变魔术的
救援队员，还有很多不知姓名的地方群
众……

在江洲，小分队碰到了一位特殊的
“战士”。她就是正在一线为官兵巡诊
的、武警江西总队医院心理咨询科护师
李季。入伍已满 30年的她，即将退休。
这次她主动请缨来到抗洪一线，“作为一
名医务人员，今年我经历了两次‘大
考’。我坚信不管是疫魔还是洪魔，最终
都会被我们打败。”

了解到李季擅长吹奏陶笛，小分队
便邀她作为“特邀嘉宾”，同台表演。演
出现场，李季拿出随身携带的陶笛，为
官兵吹奏了一曲《我和我的祖国》。“我
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

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堤坝
上的红旗高高飘扬，官兵跟着悠扬的旋
律和唱起来。

歌声暂缓，巡演结束，官兵又回到了
堤坝上。他们跳进水里，打桩、垒沙袋，
又忙碌起来。即将离去，小分队队员们
整齐列队，给抗洪官兵敬上一个庄严军
礼，举起的右手久久不舍放下。

“星火”闪耀抗洪大堤
■张文斐 易钰男 本报特约记者 曹先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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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奋斗是我们这一代

青年官兵最不可或缺的品质，也是装

点青春画卷最亮丽的色彩。特别是，

两次出国参赛的经历让我更加明白：

成绩从奋斗开始、进步从奋斗起步！

2018年 4月，得知单位有参加

“国际军事比赛-2018”“坦克两项”比

赛的名额。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报

了名。

参加单位组织的集训选拔后，我

才知道，新晋下士的我，是集训队中年

龄最小、驾龄最短的坦克驾驶员。我

的训练时长还不到其他集训队员平均

水平的三分之一，压力可想而知。后

来有战友问我：“当时，你哪来的勇

气？”我想，一是不服输、不放弃的拼

劲；二是为国争光、赢得荣誉的渴望。

集训队采取全程淘汰制，最后出

国参赛的人仅占报名总人数的五分之

一，竞争非常激烈。狭路相逢勇者

胜。为了实现驾驶战车在国际赛场驰

骋的愿望，我恨不得把自己和战车

“融”为一体，把每个动作都练成“肌肉

记忆”。训练中，就连上下车这种细

节，我都要反复练习，力争找到最省力

省时的姿势。集训中，驾车通过一条

长9米、深2.5米的反坦克壕，是大家

公认的“老大难”环节——油门难掌

握、车体平衡度要求高、危险系数大，

开慢了影响提速，开快了容易掉进壕

沟使车体受损。为了找到精准掌控油

门的感觉，我选择脱掉鞋、光着脚练，

脚底磨出了一个个血泡也继续坚持。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窍门：通过控制制

动和油门，在障碍前找到一种“停顿

感”，依靠惯性冲下壕沟，尔后迅速加

油急速通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以驾

驶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如愿以偿出国

参赛。比赛中，我打破中国队单车赛

参赛纪录，被比赛裁判组授予“最高专

业训练奖”。比赛结束时，其他国家的

参赛队员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并主动

找我交流学习。那一刻，我深深体会

到：只要能为国争光，一切付出都是光

荣的、值得的！

去年年初，得知单位又有出国参

加“坦克两项”比赛的机会，我再次主

动报了名。看到我拼命苦练的样子，

有战友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你都有参

赛经验了还这么拼，搞得我们‘压力山

大’！”

备赛伊始，我就逐课目、逐环节梳

理问题短板，寻求成绩突破点。机动

越障课目中，车体要通过S形弯道，如

果速度过快，车体漂移掌握不好容易

发生侧翻，驾驶员也很容易受伤。但

是难点就是得分点。我尝试寻求油门

与刹车配合的最佳时机，逐步提高速

度，并且每天比别人多练至少20遍。

每天训练结束，我都会反复观看录像

视频，反思总结。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机动越障

课目的成绩比2018年快了近6秒，通

过反坦克壕快了近4秒。最终，在“坦

克两项”比赛中，我所在车组单车赛成

绩比2018年快了近2分钟，再次打破

中国队参赛纪录。

比赛有终点，但备战打赢一刻也不

能停止。通过这两年高强度的备赛训

练，我的体能、技能、心理素质都有了比

较大的提升。我始终坚信，青春就是用

来拼搏的，保持冲锋姿态，练出打赢绝

招，是我们青年官兵应有的价值追求。

用奋斗擦亮青春底色
■第76集团军某旅坦克驾驶员 曾 荣

今年是我入伍的第14年，也是我

接触弹药专业的第10年。驾驶战车

在广阔的戈壁滩驰骋，是我入伍之初

一直所渴望的。但新兵下连时，由于

组织需要，我被分到勤务分队光电器

材修理工岗位，主要负责激光测距机、

瞄准镜等常用光电器材维修。这对高

中没读完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

战。但是靠着“在部队干出一番成绩”

的决心，我硬着头皮“钻”专业知识，坚

持干了3年，勉强算是入了门。

2010年底，单位弹药管理员岗位

出现空缺，当时营里没人会、没人懂，

岗位接替成了现实问题。“管弹药不就

是点点数，‘站好岗’嘛！”凭着一股子

“愣”劲，我主动揽下了这个任务，开始

每天和弹药相伴。

然而，这个岗位只是貌似“轻

松”。光弹药的识别区分这个基本功，

就没少让我犯头疼。当时旅里最常用

的弹药，少说也要有一百多种，每种弹

药又有10余种参数。起初，我觉得对

这些参数记个差不多就行了。结果，

第一次保障演习我就挨了批，原因是

对弹药性能参数“模棱两可”。

“平时打马虎眼，战时可能误供弹

药，甚至贻误战机！”领导的批评让我

一下警醒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

到对所有弹药参数“一口清”。我将每

种弹药的性能参数制作成“口袋书”，

一有空就掏出来背记。另外，通过上

万次的反复摸索，我对弹药有了“触觉

记忆”，能够做到在无光条件下对近百

种轻武器弹药快速精准确认。这样努

力了1年多，我终于练出了全天候精

准识别弹药的硬功，闭着眼睛都能

“摸”出弹药种类、说出其性能参数。

2012年，我参加集团军组织的创破纪

录比武，取得弹药管理专业第一名。

随着任职时间的增长，我发现，要

最大限度发挥出弹药的战斗效能，并

确保训练安全，光记住弹药的基本性

能参数远远不够，我还得摸透弹药的

“脾气”，要成为全旅和弹药“最熟悉的

人”，实现从“弹药管家”到“弹药行家”

的转变。

前不久的一次高原实车实弹演练

中，某合成分队拟请领某型弹药。我

现场给出答复：该型号弹药在3000米

以上海拔射击，容易发生炸膛！我综

合考虑任务要求、弹药性能和高原环

境特点，为他们提出了另一套更合理

的用弹方案。演练过后，该合成分队

主官打电话向我道谢，说我帮助他们

有效规避了安全风险，更帮助他们提

高了火力打击效能。

时间的积累和奋斗的积淀，终会

收获成长与喜悦。虽不能驾驶战车驰

骋，但我体会到：弹药管理员这个“小

岗位”也是“大舞台”，是作战体系中不

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只要肯拼，“小岗

位”也可以干出大成绩，也可以书写亮

丽的军旅青春。

近年来，部队常态化驻训雪域高

原、戈壁大漠。为将弹药潜能发挥到

最大，我逼着自己不断摸索创新弹药

在高原和戈壁野外条件下储藏、管理

的方式方法。其中，两项成果受到上

级表扬。我深知，我离一名战场需要

的弹药管理员的标准，还有一定差

距。岗位就是战位。我愿甘当打赢的

“螺丝钉”，在本职岗位上只争朝夕、奋

发努力，努力让每一颗子弹、每一发炮

弹精准击“敌”。

（特约记者相双喜、通讯员张颖科
整理）

当好“螺丝钉”
■第76集团军某旅供应保障队弹药器材分队分队长 李 思

背依五虎岭，面临龙江河，一块高悬
的黑漆描金木匾上，“龙江书院”四个大
字，圆润饱满，古朴端庄，在绿树掩映下
弥漫着文化馨香——坐落在江西省井冈
山市龙市镇的龙江书院，被誉为“我军军
事院校的摇篮”“朱毛会师圣地”。飞檐
翘角的古建筑，见证着久远的往事——
1927年 11月，毛泽东在宁冈龙江书院成
立了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国防大学
的“根”，就在这里。

穿过黑漆实木大门，抬头环顾，整座
书院呈赣派建筑风格。内有九井十八
厅，回廊曲径相通。文星阁高达三层，斗
拱挑檐，登楼远眺，风光尽收；阁顶藻井
饰双龙戏珠浮雕，栩栩如生。左右回廊
与南北厢房连通，分设启秀斋、崇文祠、
报功祠、步月斋、梯云斋等。各祠斋名开
宗明义，雅趣生辉。书院前用麻石条砌
置泮池，辟“状元桥”拱跨其上。

在古代，书院是教书育人的所在。
虽说这座书院比不上岳麓书院、白鹿书
院等大牌书院那么气派，但只要想想在
一两百年前，井冈山是那么一个闭塞落
后的山区，茶陵、酃县和宁冈三县的客籍
绅民就有捐资兴建如此标准书院的胸怀
和见识，不由让人为他们赞叹。

史料记载，龙江书院开办后，“士之
负籍肄业者，咸视馆如归焉。”它仿州序
党庠之遗法，学习白鹿、鹅湖、岳麓、嵩阳
等书院，进行严格治学，并定期派出在院

生员赴白鹭洲、豫章等书院学习。书院
建成后的近 70年间，从这里走出 3位状
元、38位进士、10余位举人。龙江书院
与全国其他书院一样，至辛亥革命后逐
渐废除旧学，推行新学，后改为县立第二
小学。

历史不希望龙江书院如面前的龙江
河一样默默流淌。1927年 10月，一位独
具慧眼的伟人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
茅坪。为培养军官和地方武装指挥人
才，毛泽东于 11月底在这里开办了一个
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后改称红四军
军官教导队）。谭震林、陈士榘等 150余
人，在此既学政治又习军事，前后两月
余。国防大学寻根溯源，将龙江书院开
办的教导队立碑称为“中国第一所军
校”。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同志在此
题词：“我军军事院校的摇篮”。

龙江书院闻名天下，主要还源于一
个大事件：朱毛红军在这里胜利会师。

1928年 4月 28日，朱德带领着南昌
起义和湘南起义部队，从粤北经湘南到
达这里。毛泽东听说朱德住在龙江书
院，便带领何长工、何挺颖等人赶来龙
江书院会见。朱德、陈毅听到毛泽东要
来，便和王尔琢等人到门口迎接。当
时，是由何长工把朱德介绍给毛泽东。
在此之前，朱德、毛泽东彼此仰慕却从
未碰过面。两人来到了这座名为“状元
桥”的石拱桥中央，两双大手紧紧地握
在了一起。

会师后，这里的工农革命军人数从
2000 多人激增至 10000 余人，枪支共计
5000多支。为此，朱德曾慨叹赋诗：“红

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领导
有方经百炼，人民专政靠兵权。”

明道堂，是当年红军教导队的教
室。宽敞的大堂里，依当年的样式摆放
着黑板、讲台和课桌，仿佛历史在此凝
固。我情不自禁地坐下，盯着黑板，仿佛
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挥动着手势为官兵
讲解战略战术。当年居无定所的工农革
命军来到龙江书院，没有把它用作工农
革命军总部，而是用来办教导队，其对文
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红军教导
队办了多期，总计有 150多名学员，为湘
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培养了大批优
秀军政人才。

一生嗜书如命的毛泽东，在井冈山
时有两个珍贵的小书篓。无论是转战边
界各县，还是回到根据地，他都随身带着
这对“伙伴”。书篓里主要装着马列著
作、中外军事名著和他随时随地搜集到
的各种书籍、报纸和文件等。毛泽东通
过读书，思考着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思
考着敌强我弱情况下的作战问题。工农
革命军有如此重视学习的领袖，因此在
那样艰苦卓绝、腥风血雨的环境下，在刚
刚有了一块落脚之地后，就想到办一个
教导队，这似乎是一件再合乎情理不过
的事情了。

学习的自觉和对知识的渴求，源于
本领的恐慌和救国救民使命的担当。
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
说的：“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
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
作战只靠勇敢。”这样一支部队，怎能担
当起救亡图存的重任？极富战略眼光

和远见卓识的毛泽东，要把手头这支队
伍当作种子来培育，要通过他们让党的
主张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于是，
他亲自出席军官教导队的开学典礼并
讲话，指出：“人，不是在娘肚子里就懂
马列主义，懂用兵打仗的，所以要学
习。但要在短期内学好，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这就需要有移山倒海的气
魄。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推翻军阀政
府，消灭封建剥削，完成土地革命，也是
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需要有移山倒海
的气魄！”通俗易懂的话语，揭示了红军
建校办学的深意。

一群穿草鞋、背土枪的汉子，在龙
江书院谈兵论战，到罗霄山脉的广大农
村去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土地革
命，有效地配合我们党在井冈山创立了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
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龙江书院的教学实践，抓住了战斗力要
素之关键，不仅开创了我军院校教育的
先河，也是推动中国革命走出低谷、走
向胜利的重要一步。从这里之所以走
出了一大批治国、治军栋梁，我想，这或
许正得益于巍巍井冈的烽火洗炼，玉汝
于成。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人才强则
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从昔日的
红军教导队到如今阔步迈向世界一流
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岁月深处蕴含
着一个院校成长发展的精神宝藏和智
慧密码。回望龙江书院，让我们对此
更加清晰。

寻根龙江书院
■褚振江

陆军第 76 集团军某旅常态化
组织“感动贺兰劲旅人物”评选，用
官兵身边的奋斗故事，激励引导广
大官兵立足本职、拼搏奋斗。这里
遴选该旅两名“感动贺兰劲旅人物”
的发言，以飨读者。

——编 者

文艺轻骑队风采录

红色足迹

7月20日，武警江西总队“星火”传播小分队为新余支队抗洪官兵送上慰问演出。图为队员冯光莹正在为官兵演唱歌曲。

黄传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