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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战歌高亢嘹亮、3D 电影精彩

纷呈、VR 游戏激战正酣……周末，走进

武警南阳支队基层中队，充满活力的文

化气息扑面而来。

去 年 以 来 ，该 支 队 围 绕 增 强 基 层

文化活动的时代性、战斗性和群众性，

努 力 建 设 新 型 多 功 能 文 化 活 动 场 所 ，

扎 实 开 展 群 众 性 文 化 活 动 ，有 效 发 挥

军营文化凝神聚气、服务打赢、建队育

人的功能。

“这款 3D 射击游戏画面十分逼真，

不仅能放松身心，还能和战友一起研究战

术战法！”邓州中队战士蔡润璞介绍道。

该中队指导员姬鹏飞说，以前中队

的文体设施器材有些“过时”，打球、下

棋、卡拉 OK“老三项”很难满足年轻官

兵的多样化需求。现在，VR 对战游戏

平台、体感游戏机、动感摩托等文体新

设备受到官兵欢迎。

“军营文化活动紧跟时代步伐，才

能让官兵乐于参与。”该支队领导介绍，

在收集官兵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他们为

基层建设了集阅读学习、影视欣赏、文

艺演出、游戏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

型 文 化 场 所 ，在 军 营 书 吧 中 加 入 朗 读

亭、电子阅读器和扫码阅读功能，并将

仿真 CS、迷你唱吧等新项目引入军营，

精心调制官兵业余文化生活“套餐”。

“咱们志愿军战士都不怕死，只要冲

锋号一吹响，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嗷嗷

叫着往前冲……”日前，南召中队邀请抗

美援朝老兵陈立宽为新兵讲述战斗故

事，听得大家热血澎湃。与此同时，唐河

中队利用营区英模园开展学习英模活

动，镇平中队带领新兵走进彭雪枫纪念

馆……该支队各中队借助驻地红色文化

资源，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活

动，引导官兵自觉传承革命薪火。

“基层文化工作服务中心、牵动中

心 ，只 有 紧 紧 与 任 务 融 合 ，聚 焦 练 兵

备 战 ，突 出 军 味 兵 味 战 味 ，才 能 提 高

对战斗力的贡献率。”支队党委会上，

支队领导一席话引起大家共鸣。

文化虽无声，鼓之以雷霆。热血的

军营，需要战斗的文化。去年以来，该支

队积极推进“薪火传承”大讲堂活动，广

泛宣讲驻地红色文化故事和经典战役案

例 ，并 鼓 励 官 兵 自 主 组 织“ 战 斗 故 事

会”。他们还在军史场馆利用 VR 技术

模拟再现红军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

等场景，让官兵身临其境体验战斗，在潜

移默化中砥砺血性。

特战中队副小队长袁和彪，刚入伍

时军事素质并不突出。中队举行特战

队员授装仪式，开展“比武夺冠、立功光

荣”等活动，营造“一朝特战人、一生特

战魂”的浓厚氛围，激发了他的训练热

情。经过连续 3 年强化训练，他现在已

是中队特战“尖刀”，3 次夺得总队特战

比武侦察专业第一名。

一 枝 独 秀 不 是 春 ，百 花 齐 放 春 满

园 。 为 改 变 过 去 少 数 人 演 、多 数 人 看

的 现 象 ，该 支 队 注 重 用 群 众 智 慧 丰 富

文化生活，激活基层文化建设的“一池

春水”。他们结合《军队基层文化建设

规定》，按照新老搭配、自由组合的方

式，成立读书、健身、裁判、摄影、唱歌

等兴趣小组；区分课余时间、周末和节

假日活动，分层分类设计文体项目；精

准开展“小群多路”文化活动，让官兵

在参与中愉悦身心、增进团结、鼓舞士

气 。 如 今 ，该 支 队 形 成 了“ 人 人 有 特

长、队队有特色”的文化氛围，有效提

振兵心士气，广受官兵好评。

让业余文化生活靓起来
■翟小伟 本报记者 安普忠

“生在新时代，当兵最光荣。我把青

春献祖国，无怨无悔情……”近日，这首

铿锵有力的《当兵最光荣》在不少军营中

传唱开来。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一位老兵，名叫

段升满。

歌以言志。段升满父母亲都是共产

党员。1976年，段升满当兵入伍，次年加

入党组织，后参加边境作战。退役后，他

坚持文艺创作，热心参加志愿工作。如

今，回忆起那段战火岁月，想起那些十八

九岁就壮烈牺牲的战友，段升满仍心绪

难平。他说：“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

是当兵，最光荣的事也是当兵。”军旅经

历给他创作《当兵最光荣》带来了灵感，

也自然而然地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和说

服力。

作为退伍老兵，段升满多次被当地

人武部门邀请跟新兵讲述战斗故事、交

流心得体会。他也喜欢和新兵在一起，

觉得总能在新兵身上看到自己当年意气

风发、报效祖国的样子。去年参加完报

告会后，段升满产生了为新兵写首歌的

想法。他想起了离家入伍时胸前的大红

花，想起了乡亲们钦羡的眼光，想起了一

声声军号，想起了战友们为祖国慷慨赴

死的英勇，又想起了组织对自己多年的

照顾培养……没多久，一首满含深情与

赤忱的歌词便创作好了。

“军营熔炉锻炼了我，思想最过硬。

赤胆为人民，为国立功勋……”段升满给这

首歌词取名《当兵最光荣》。很快，听闻此

事的山东籍作曲家任秀岭主动联系段升

满，要为其作曲。一首原创军歌就此诞生。

这首歌曲朗朗上口又催人奋进，段

升满唱给战友们听后，收获众多点赞：

“老段写出了我们的心声！”“听了这歌，

心潮澎湃！”

高歌一曲胜千言，参军报国斗志坚。

在济南市天桥区人武部的推动下，这首歌

被广泛运用到当地的征兵宣传、新兵役前

教育训练中，鼓舞了新兵士气，坚定了他

们参军报国的理想信念。“传唱老兵的歌

就像接过老兵的枪。我一定努力学习、刻

苦训练。”刚入伍的天桥籍新兵杨坤说。

歌短情长。如今，这首《当兵最光

荣》跟 随 天 桥 籍 新 兵 流 传 到 了 各 地 军

营。“我希望这首歌能给更多新战友以力

量，让他们知道为祖国奉献是多么光荣、

自豪的事情。”段升满说。

唱出当兵人心声
■陶士健

近日，由新疆喀什地委宣传部组织

创排的音乐剧《帕米尔雄鹰——拉齐尼·

巴依卡》在喀什大学正式首演。

拉齐尼生前是新疆喀什地区的护边

员 。 2003 年 ，他 从 部 队 退 伍 后 接 过 祖

父、父亲的接力棒，担任红其拉甫边防连

的巡逻向导，一干就是 17 年。2021 年 1

月 4 日，他为救落水儿童不幸牺牲，年仅

41 岁。2021 年 3 月 3 日，中宣部追授拉

齐尼·巴依卡“时代楷模”称号。

雪山之巅，雄鹰展翅翱翔；冰峰脚

下，英雄长眠故乡。音乐剧分《帕米尔少

年》《帕米尔青年》《帕米尔汉子》《帕米尔

勇士》《帕米尔雄鹰》5 幕，表现了主人公

拉齐尼在雪域高原用生命拥抱信仰、以

热血书写忠诚的不凡人生。作品以拉齐

尼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并在剧情中展现

了拉齐尼传承优良家风，教育引导孩子

心中有党、一生为党的感人事迹。“这辈

子要做一名不穿军装的边防战士，永远

守好祖国的边境线。”这是拉齐尼生前的

座右铭，也是他一生坚守的信念，是贯穿

全剧的精神线索。

音乐剧唱词在乐段的构成上，根据

情节创作独唱、对唱、三重唱、小合唱、大

合唱等形式，艺术抒发主人公的炽热情

怀，引发观众情感共鸣。演出过程中，不

论是塔吉克族婚礼，还是拉齐尼在巡边

路上营救战友、勇救落水儿童牺牲的场

景，都让观众身临其境、震撼心灵。据了

解，在创排过程中，主创团队还确定了该

剧多维沉浸演艺空间的舞美方案，使用

投影成像等技术，着力打造多场景的视

觉体验空间。

“聚焦平凡人物，致敬伟大时代”，是

该剧的关键主题。该剧以小见大、由点

及面地折射出帕米尔高原戍边人“做人

民的忠诚卫士，守卫好祖国边疆”的群体

精神，也描绘出各族人民忠心向党、用实

际行动拥护党的时代画卷，传递了感人

至深的情感力量，激励各族干部群众在

新时代扎根边疆、奉献边疆、建设边疆。

首演当天，当地各界干部群众、师生

代表近千人观看了演出。据了解，下一

步，该剧还将赴乌鲁木齐和山东、广东等

省市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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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国际救援队荣誉室，一张

张救援现场的照片震撼人心，记录着官

兵为挽救生命，不怕牺牲、无畏逆行的

感人历程。

2001 年 4 月 27 日，中国国际救援队

以陆军第 82 集团军某旅前身部队为主

体组建，是我国第一支抗震救灾专业队

伍。20 多年来，他们在救援实战中凝结

出以“生命至上、科学施救、不畏艰险、

勇 挑 重 担 ”为 主 要 内 涵 的 地 震 救 援 精

神，鼓舞着救援队官兵奋勇前行，圆满

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任务。

一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四川

汶川突发里氏 8.0 级特大地震。震后 5

小时，一支身着橘红色救援服、后背印

有醒目“CHINA”字样的救援队伍完成

集结，从首都急速赶至灾区。

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这是中国

国 际 救 援 队 官 兵 刻 在 骨 子 里 的 信 念 。

整个救助过程中余震不断，他们的营救

行动却一刻没停。救援队官兵将生死

置之度外，哪里最危险就冲向哪里，不

知疲倦地多次进行地毯式搜救。那段

时间，他们连续转战汶川、北川、都江

堰、绵竹 4 个重灾县市，凭借坚定信念和

过硬技术，成功营救出“可乐男孩”薛枭

等幸存者，创造了一个个生命奇迹。灾

后，这支救援队被国家授予“全国抗震

救灾英雄集体”。

灾情就是命令，灾区即为战场。救

援队是抗震救灾的主力军、突击队，肩负

着党的重托、人民的厚望。面对困难和危

险，他们始终把“全力以赴抢救人民生命

财产”作为使命宗旨。2010年 4月，青海

玉树发生地震。救援队克服高寒缺氧、环

境复杂和高原反应严重等困难，连续奋战

12 天，营救出多名掩埋在废墟深层的幸

存者……20 多年来，救援队先后执行 11

次国内救援任务、9次国外救援任务。一

次次奋不顾身的救援、一次次英勇无畏的

逆行、一次次在灾害现场和时间赛跑、一

次次用双手托举生命的希望……“中国救

援”的名片越擦越亮，厚重而鲜明的地震

救援精神愈发显现其光芒。

山 崩 地 裂 无 所 惧 ，越 是 艰 险 越 向

前。20 多年来，救援队官兵不畏艰险、

无 私 奉 献 的 英 雄 气 概 和 团 结 协 作 、不

辱 使 命 的 责 任 担 当 ，赢 得 了 国 内 外 高

度赞誉。

二

“地动山摇，背起那行囊，生命在呼

唤，灾区就是战场……”那年，在救援队

成立 10 周年纪念大会上，一首《紧急救

援队之歌》被救援队官兵高声唱响。那

是官兵献给救援队的一份生日礼物，也

为救援队留下一道独特文化印记。

在该旅旅史长廊的中心位置，屹立

着一幅反映救援队员用血肉之躯托举生

命希望的浮雕。这是该旅为纪念救援队

成立 20 周年特别建造的。去年年底，参

加过 5次地震救援任务的战士黄继臣光

荣退伍。他带着忠诚的战友——搜救

犬，来到浮雕前，留下了军旅生涯最后

一张珍贵合影。黄继臣说，他要把救援

队的记忆和精神带回去，这是值得珍藏

一生的财富。

精神火炬，越燃越亮。近年来，为

传承发扬地震救援精神，每年新队员入

营之际，他们都组织大家参观荣誉室、

听老队员讲任务经历、前往训练基地亲

临“废墟”体验……此外，该旅也十分注

重挖掘地震救援精神对官兵成长的引

导作用和对军事训练的激励作用，通过

拍摄微电影、汇编救援故事集、创排文

艺节目等方式，感染教育更多官兵。

“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官兵当

年执行任务乘坐的是进口运输机。如

今，我们参加综合演练，已乘上了我国

自主研制的大型运输机……”新兵入营

后不久，一场强军故事会在救援队荣誉

室展开。曾参加汶川地震救援的军士

李肖，站在地震救援足迹墙前讲述着救

援队的光荣历史与发展变化，让新战友

们心生自豪。

“在队员心中立起标杆，把地震救

援 精 神 同 救 援 技 术 一 道 薪 火 相 传 ，是

每 一 代 救 援 队 员 的 使 命 与 担 当 ，也 是

我们一直以来的课题。”该救援队副总

队 长 王 亚 男 介 绍 ，救 援 队 将 救 援 编 组

最 大 限 度 地 贯 穿 于 队 员 的 工 作 生 活

中，培养官兵“团结协作”的默契；用险

难课目做引导，培养官兵“不畏艰险”

的勇气；以先进典型做标杆，培养官兵

“无私奉献”的胸怀，充分发挥地震救

援精神铸魂育人功能。

“如今，我加入了当年救援我们的

那支队伍。作为中国国际救援队的一

员，我倍感自豪，定会用实际行动传承

救援队光荣传统。”4 月 27 日，来自青川

的 某 连 指 导 员 强 天 林 在“救 援 队 成 立

日”活动现场的动情发言，让官兵很受

触动。那一天，在队员们饱含真情的演

讲发言中，我们仿佛感受到一颗颗炽热

的心在碰撞，红色血脉在流淌。

三

采访那天，我们走进了该救援队搜

救犬分队，只见分队长贾树志正在忙碌

着查看搜救犬状况。

2001 年 ，贾 树 志 在 无 资 料 、无 经

验、无基础的条件下艰难摸索，开创了

地震搜救犬训练的先河。从当初喜欢

舞 刀 弄 枪 的 训 练 尖 兵 ，到 如 今 沉 稳 可

靠的“犬王”，贾树志是救援队历史的

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救援队官兵传承

发扬地震救援精神的代表者。从他对

一 次 次 救 援 经 历 的 回 忆 中 ，我 们 真 切

感 受 到 他 对 这 份 事 业 的 热 爱 与 执 着 。

那天，他告诉我们：“我的能力有限，只

希 望 去 世 之 后 ，把 自 己 的 遗 体 捐 给 搜

救 事 业 ，能 为 战 友 们 攻 克 训 练 难 点 再

做点贡献……”

第一批救援队队员、国家地震紧急

救援训练基地教官王念法和贾树志一

样，都伴着救援队的发展而成长。20 多

年来，他一直活跃在救援实战和教研一

线。在采访中，屡有队员提及王教官和

他的“两句话”。一句是写在他笔记本

扉 页 的“ 苦 练 创 造 奇 迹 ，苦 干 成 就 未

来”，让队员们很是认同。大家深知，平

时练就过硬本领，才能在祖国和人民需

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另一句是王念法

常挂在嘴边的“要为 1%的希望，尽 100%

的努力”，让队员觉得备受激励鼓舞。

在这支队伍里，像贾树志、王念法

这样的“救援尖兵”还有很多。他们就

像一个个标杆，感召着一批批队员苦练

本领，奋勇前进。

2019 年，有着近三分之一“新鲜血

液”的救援队，历经 41 小时连续作业，高

分通过联合国组织的国际重型救援队

复 测 ，创 造 了 该 项 测 评 的 历 史 最 好 成

绩。复测时担任搜救组长的军士何登

科回想这段经历，颇为感慨：“我们的成

功，靠的是平日的苦练，是经验的传承，

是精神的支撑。”

“我们是中国国际救援队，正在进

行救援。你们的家人正在等待，请各位

不要惊慌、不要放弃希望……”春末，某

综合演练现场，救援队无人机在“废墟”

上方低空巡航广播，多架小型无人机在

不同区域盘旋侦察。另一边的现地指

挥帐篷内，救援指挥组正紧盯屏幕，查

看 各 点 位 无 人 机 实 时 回 传 的 救 援 画

面。在岁月静好的日子里，这支英雄救

援队正以实际行动诠释地震救援精神

的内涵，不断提升战斗力，随时准备用

青春和热血点亮废墟中的希望之光。

点亮希望之光
■王 爽 刘 凡

基层文化景观

强军文化观察

20多年来，中国国际救援队官兵发扬地震救援精神，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不断锤炼过硬本领。图为救援队队员

在训练基地进行救援破障训练。 万端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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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时间，武警河南总队南阳支队战士在体验智能化游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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