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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文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

体。从战斗力生成的视角看，如下几个

互相关联的逻辑体系，应该引起重视。

即信念与价值观体系、军人身份认同体

系、目标与使命体系、军营文化环境生

态体系、心理建设体系。

信念与价值观体系是军人心理素

质、个人能力与行为的掌控器，其解决

的是军人价值追求的问题。个人的心

理活动、效能和行为都受到信念和价值

观的左右。换言之，有什么样的信念和

价值观，就会催生什么样的军事能力和

行为。

军人身份认同体系回答的是“我是

谁、我们是谁”的问题，它关乎自我定位

与立命之本。身份认同如同种子，种植

了什么种子，才能长出什么树苗。例如，

我军有“人民子弟兵”的身份认同，也就

有了解放上海时，战士们在细雨中露宿

街头；抗洪救灾时，官兵奋战在抢险一

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人民军队闻令而

动、勇挑重担等自觉的行为表现。

如果说身份认同是种子，目标与

使命则是种子的基因。目标与使命体

系解决的是人民军队的初心和使命问

题。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是在长期

的革命战争中孕育形成的。“为了谁？

依靠谁”，这两个朴素的问题，连着人

民军队从哪里来的“基因原点”和“价

值原点”。“为了谁”，这是永远不变的

宗旨本色；“依靠谁”，这是永远不变的

胜利之本。

军营文化环境生态体系主要包括

军营里的物化环境和管理、创新、学习

等“软环境”。“软环境”对一支部队的战

斗力生成有着深刻影响。例如，延安时

期“人人处在学习之中，时时体现学习

之风”的学习环境；在历次群众性大练

兵活动中，激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催生

了很多贴近实战、提升作战效能的战法

训法等。

心理建设体系解决的是官兵士气

问题，关乎军队的精神风貌。军人经过

锤炼，尽管军事能力会得到提高，但仍

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和左右。就像一个

狙击手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支撑，

他在实战环境下就可能无法发挥出平

时的训练水平。现代战争中，官兵心理

素质能力与精神意志的状态，对战斗力

生成影响非常关键。

上述几个逻辑体系对战斗力生成

都有直接影响，互相渗透，且须长期累

积方能形成合力。因此，强军文化建设

须把握这些关键环节系统发力，最终助

推战斗力的有效生成。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

战斗力生成中的文化支撑
■乔红霞

“邓排长，你把咱营的战斗故事都
画活了！”周末，排长邓士勇创作的系
列漫画作品《十四把带血的刺刀》一
经推出，立刻受到大家的好评。

邓士勇从小就喜欢画漫画，画
“美猴王”、描摹“哪吒闹海”……各
种题材他都爱尝试。来到部队后，他
把创作主题聚焦在营里的“训练尖
子”和“进步之星”，先后在多家公众
号发表过漫画作品，在战友们眼里是
名副其实的“漫画达人”。

班长田维满手榴弹投了 68.2米，成
功打破营里纪录，邓士勇专门创作了
一幅《纪录王》；新兵孙冲战术训练成
绩有了大幅提升，邓士勇就为他画了
《小孙逆袭》。在营里，邓士勇成了官
兵成长进步的漫画记录者。

他之所以创作这组 《十四把带血
的刺刀》系列漫画，还得从友邻连队
的一堂“优良传统教育课”说起。
“谁来说说连队‘十四把带血的刺

刀’的故事？”教育课上，当指导员李
超随机提问连队战史时，回答问题的
几名战士显得有些语焉不详。

得知此事后，爱琢磨的邓士勇陷
入沉思：“为何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
的战斗故事不能让大家如数家珍呢？”

邓士勇所在的“登城先锋营”历
史荣誉厚重，战斗文化丰富，每个连
队的荣誉室里都有厚厚的战斗英雄故

事集。为了传承荣誉室里的战斗文
化，连队没少组织官兵聆听战斗故
事，观摩连队“传家宝”，时刻勉励大
家争当连队精神传人。
“邓排长，现在营里的战士大多是

‘90后’‘00后’，他们更喜欢新潮、直
观的表达方式，仅用宣讲的方式，难
免会让学习效果打折扣。”听了战友们
的发言，再想起营里厚重的历史荣
誉，邓士勇决心：必须要让这些英雄
故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怎样让战斗故事更好地入脑入
心，成了邓士勇反复琢磨的事。一天
晚上，友邻连队的“讲武堂”给了他

很大启发。按照学习计划，班长田维
满要在连队的“讲武堂”上与大家分
享手榴弹投远的“秘诀”。但在交流过
程中，田班长并没有用事先准备的讲
稿，而是手里拿着那张《纪录王》漫
画讲得滔滔不绝。“要想投远，就要做
到画里的这些动作要领……”那次授
课，台下官兵听得津津有味。
“大家那么喜欢漫画，为何不把战

斗故事也画成漫画呢？”邓排长决定把
创作方向转到战斗故事上，让大家通
过漫画故事更加直观地学习历史，感
受精神力量。
“ 一 定 要 把 老 故 事 画 出 新 感 觉

来！”那段时间，邓士勇一有空就钻进
连队荣誉室。对邓士勇来说，创作战
斗故事漫画是个全新的题材。为此，
他努力从“连史纪录片”和“老照
片”中寻找灵感。

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创作，他的
漫画作品《十四把带血的刺刀》终于
完成，将那段峥嵘岁月重新呈现出
来：“1948 年 10 月 25 日凌晨，副连长
蒋林甫带领一排与敌展开白刃格斗，
战至黄昏，一排阵地上只剩下班长梁
永珍等 3人和插在敌人胸脯上 14把带血
的刺刀……”

八组战斗故事漫画衔接紧密，把
那场激烈战斗呈现得淋漓尽致，看得
班长张建连连称赞：“这和荣誉室里听
到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当兵几年来，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战斗故事以这样的
形式呈现。”
“看得入心，才能焕发更多精神动

力。英雄的故事不仅需要讲述，而且
需要用多样的形式来讲述。”指导员李
超也从漫画中受到启发。

看到自己创作的漫画居然能发挥
这样的作用，邓士勇的创作热情更大
了。他说接下来想把旅里的战斗英雄
故事进行梳理，准备在主题教育活动
中陆续推出 《绍光枪》《战旗》《马
灯》等红色历史题材漫画作品。
“训练虽然很累，但与画里的老前

辈们比，我们这都不算啥！”新兵蔡健
健是邓排长系列漫画的“铁粉”，他
说：“邓排长的漫画不仅符合我们的口
味，而且很激励人。”

荣誉室里的漫画故事
■徐尚坤 张川川

连队文艺范

这是一幅拍摄于昆仑山北麓某营区的照片，当地海拔4772米。蓝天白云仿佛离人很近，前景

中一名战士弹着吉他、唱着歌，其他几名战士神态自然、笑容灿烂；远景中的雪山、“宁让生命透

支，不让使命欠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士气更高”标语，与战士们的笑容交相辉映，官兵身处

艰苦环境不言苦的奉献精神跃然图上。

点评：贺永军

山巅弹唱
作者：杨 浩

正午，炊事班墙上的温度仪显示
室温已达 40℃，而灶台前的炊事员郜
留军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些。他专心致
志地挥动着手中一米多长的锅铲，直
到两荤三素五道菜全部出锅，才发觉
自己早已汗流浃背、衣服浸湿。
“夏天什么都好，就是汗多。不过

呢，我就是喜欢做菜时流汗的感觉！”
放下锅铲，小郜一屁股坐在马扎上，大
口大口地往肚子里灌水，末了，出人意
料地蹦出个“金句”：“大概，这就是我
爸所说的信念的味道吧。”

小郜至今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件小
事。那时他离开家去大饭店初学厨
艺，本想着回家给父亲“露一手”，不
承想，却是“关公面前耍了大刀”。

父亲看完他的刀工展示后，转身
从匣子里取出一把雕刻刀，不到 5分
钟，便用一截黄瓜雕出一朵朵精致的
小花。父亲全神贯注雕刻的样子，打
动了小郜。那一刻，他并没有因为被
父亲比下去而气馁，相反，心中还有
些莫名的感动。他在父亲身上看到了
一种幸福感，一种为了所热爱的工作
全身心投入的幸福感。

行胜于言。干一行、爱一行、钻
一行、精一行，这条信念一直伴随着
小郜成长，并在参军后得到了进一步
升华。2017年，小郜所在连队刚刚组
建，炊事班初期力量薄弱，小郜几乎
一人扛起了整个炊事班的重任，一日
三餐，一餐五个菜，雷打不动。

小郜一门心思想着的就是怎样让
战友们吃饱、吃好。他利用休息时
间，查阅了大量食谱。从用料到配
菜，从刀工到火候，记下了厚厚的笔
记。那段时间，身高一米八多的小郜
体重最轻时只有 120 斤。有一次，因
为过度疲劳，再加上天热，小郜差一
点晕过去。让人后怕的是，当时在他
身旁就是一桶刚出锅的热汤。“如果一
头栽进去，我可就没现在这么帅了。”
小郜不忘自我调侃。

小郜说得虽轻松，但他心里也不是
没有过波澜。当兵总和锅碗瓢盆打交
道，会不会得不偿失？但是，“每当站上
灶台，拿起锅铲，再多的困惑都抛到九
霄云外了，浑身充满着力量。特别是看

到战友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更是有
种说不出的高兴。”小郜憨憨地笑着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小郜用心
付出，换来的是连队伙食质量节节攀
升和战友们由衷地称赞。很快，小郜
的“大厨”名号就被大家叫响了。营
里也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跳槽”，但
被小郜拒绝了。在他看来，自己现在
的岗位虽然辛苦，但是更能锻炼人。

就在小郜刚刚迈入上等兵之际，
他又被机关“盯”上了。“机关怎么会
知道我呢？”正在小郜纳闷时，专门负
责伙食保障的军需科长出现在他面
前，“这不是前段时间来连队检查伙食
的那个人吗？”

原来，旅里要组建狙击手集训
队，首长指示要全力保障好大家的伙
食。为此，军需科长便开始逐个连队
“吃碰饭”，挑选优秀的炊事员……

在去集训队报到的路上，小郜突
然想明白了曾困扰自己的那个问题：
虽然天天和锅碗瓢盆打交道，但能为
战友们做出可口的饭菜，同样是为提
高战斗力尽一份力。再平凡的岗位，
也是成才的舞台。

大
厨
小
郜

■
戴
永
洋

迷彩芳华

指导员评上了优秀基层干部，晚上
刚睡着，五官就吵起来了，都觉得自己
功劳最大。

嘴巴：要说头功，谁也别充。你们
说，当指导员啥最重要？当然是嘴呀。
你们看看我这一天：谈心交心、备课施
教；文艺创演，宣传报道；唾沫横飞，嘴
上起泡。到现在我说话都带着沙哑，要
不是我发扬轻伤不下火线……

眼睛：得得得，亏你还是指导员的
嘴，我看你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
心”。要是指导员只会动嘴皮子，战士
们可不“买账”。要我说，指导员能拿
奖，那是多亏了眼睛。自打起床号一
响，我可就没停下。一看文件和指示，
二看官兵心里事，三看连队精气神，四
看全连战斗力。战士们还说，指导员的
眼神很温暖，那就是说我呢！

耳 朵 ：我 劝 你 们“ 耳 朵 上 挂 快
板——打听打听”。指导员受欢迎，那
是多亏了耳朵。战士们遇到烦心事，思
想有疙瘩，为啥都喜欢找指导员聊聊，
善于倾听很重要。从战士们的抱怨牢

骚中听问题，从战士们的意见建议里听
方法，每次民主生活会，坐在台上听批
评的，是我。听得进去批评和建议，指
导员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鼻子：我怎么闻到了一股骄傲自满
的味道？你们为啥不学学我，当一个默
默奉献的幕后英雄。虽说平时我不爱
表现，但我关键时刻顶得上。上次考
核，指导员过障碍时碰到了鼻子，鼻血
哗哗流。大家都劝指导员休息一下，可
是指导员简单处理下，就立刻投入考
核，用实际行动为官兵上了一课。我到
现在还有块疤呢！

脑袋：看看你们四个这觉悟，嘴巴，
你说指导员平时最爱唱的是哪首歌？

嘴巴：这我知道，“团结就是力量，这
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脑袋：怎么唱不下去了？指导员是
基层连队的“带兵人”，是基层官兵的
“贴心人”，要是连“团结”这个基本道理
都不懂，哪来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当好
指导员，关键是要脑中装着兵，眼里看
着兵，耳朵听着兵，嘴巴说着兵，鼻子嗅
着兵，五官通力合作，才能所向披靡，这
跟打胜仗一个道理呀！

齐声：哈哈，还是指导员的脑袋想
得多、想得细、想得全。

五官争功（相声剧）

■徐 杨

曲苑杂谈

邓士勇（中）在与战友们交流，构思设计漫画。 张川川摄

微 讲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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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年初订的小目标实现了吗？
■林艳鹏 吴浩然

兵 漫

3.利用业余时间，提升综合素质。

1.军事素质超越班长。

4.勇争第一当标兵。

2.军校，我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