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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歌在奋进征程上激扬。“八一”前夕，很多部队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庆祝建军 95周年，文艺轻骑兵活跃在演训一线，一批军事题材文艺作品竞相涌现。这些演
出和文艺作品，充分彰显人民军队听党话、跟党走的绝对忠诚和官兵投身练兵备战、奋力逐梦的强军风采，受到广大官兵欢迎。这里，我们撷取几个来自一线部队文
化活动的动人场景，以飨读者。 —编 者

“班长，明年我还来看你们……”

伴着台上演员独白声音渐弱，情景短

剧《大山与老兵》落下帷幕。台下官兵

静默了一会儿，骤然响起热烈掌声。

一间深藏在大山密林的哨所内，

住着一位退伍老兵和 6 只已被撤销编

制的军犬……由某工程兵大队干事白

鸽创作的《大山与老兵》所讲述的故

事，便从这里开始。

白鸽说：“大山里的工程兵有很多

感人的故事。他们对使命的忠诚、对大

山的热爱，特别纯粹。我想通过这个节

目，让扎根深山的战友们知道，他们的

默默付出与无私奉献，会有人永远记

得。”那年夏天，白鸽进山到某点位代职

锻炼。那处营房地处寂静山坳，每天日

照 时 间 不 足 3 小 时 ，阳 光 成 为“ 稀 有

品”，没有手机信号，却有数不清的蚊

虫。但是这里的官兵，始终在孤寂与艰

苦中，忠实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这让白鸽很受触动，下定决心要把大山

的故事写出来。

在一次外出执行任务途中，白鸽来

到了大家口中那个“没有编制”的哨所，

了解到老兵的故事。老兵姓王，退伍前

是工程兵某部的军犬给养员，曾在这座

深山坚守了 12 年。退伍后，他还经常

回到魂牵梦萦的部队探望。一次回部

队时，得知部队要整体移防并撤销军犬

编制时，他主动提出要接管军犬。部队

考虑到他同时照顾 6条军犬有压力，本

打算按照“一人一犬”标准公开领养。

他一听急了，以自己经验丰富和熟悉军

犬习惯为由，提出回到山里照顾所有军

犬……从此，王老兵又回到了热爱的大

山，坚持制度规矩一如从前。“就是想为

部队做点啥。穿不穿军装一个样。”老

兵朴实的话语，让白鸽心底涌动出创作

的激情与灵感。

为适应文艺分队机动、灵活的演出

特点，她决定将老兵的守山经历有重点

地浓缩进 15分钟长的情景短剧中。剧

中，她设置了老兵故事和记者采访的双

线叙事结构，穿插了大山工程兵“依山

建业、守山乐业”的生活点滴。很快，

《大山与老兵》便被该大队文艺分队搬

上了巡演舞台，第一场演出就收获了官

兵好评。大家都说，从这个节目中看到

了自己，看到了身边的战友，看到了工

程兵“守大山就是守江山”的使命担当。

几年来，这个情景短剧伴随文艺

分队巡演的脚步踏进深山密林，走过

营连哨所，以细腻真挚的情感、温情动

人的细节和真实生动的表演，触动着

一茬茬官兵的内心。不久前，得知老

兵在看护军犬 11 年后完成任务离山

返乡，白鸽又重新精修了剧本。

八一前夕，一级上士王亮在任务

点位上跟战友们一起观看了《大山与

老兵》。他说：“这是我第 10 次观看这

部剧，但依然很有共鸣。它对我而言

已不是一个节目那么简单，它让我一

步步靠近故事里的‘老兵’标准。‘唯有

热爱能抵苦累’这句台词深刻影响着

我和我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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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让那长亭古道绝烽烟，你看过

瀚海大漠落日圆，你对着滚烫星空许宏

愿，你挺立风雪边关护河山……”八一

前 夕 ，在 海 拔 4500 多 米 的 某 高 原 驻 训

地，以连绵雪峰为背景，一场战斗歌曲

歌咏比赛正在进行。最终，西部战区陆

军某旅 9 连官兵演唱的歌曲《边关英雄》

夺得冠军。参加合唱的上等兵陈军说，

歌曲唱出了边防军人炽热的家国情怀，

让他们越唱越自豪。

连日来，由《边关英雄》等 15 首歌曲

组成的《西部战区陆军组歌》（下文简称

《组歌》）发布后，在该战区陆军部队广泛

传唱。一首首歌曲洋溢着时代气息，饱

含着兵味战味，激荡着壮志豪情，深受广

大基层官兵欢迎。演唱《组歌》成为大漠

戈壁、雪域高原的一道靓丽景观。

一

一组歌曲的创作，折射着一支部队

举旗铸魂、以文化人的使命追求，也反映

了官兵在军营文化建设中的青春活力。

西部战区陆军不少官兵驻守在大漠

戈壁、雪域高原。该战区陆军党委感到，

越是驻地偏远，越要注重用强军文化滋养

熏陶；越是任务繁重，越要用强军文化激

励引领。创作一组反映官兵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歌曲，以提振官兵士气、激

发练兵热情，被列进了工作计划。

“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追到

根、寻到魂，是创作《组歌》的关键所在。”

该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处处长干作

余介绍，西部历来有很多边塞重地，有着

磅礴的山河气度、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承

担着艰巨的职责使命；在改革强军新时

代，创作《组歌》既要融思想性、艺术性为

一体，又要能体现兵味战味、边关特色。

创作思路明晰后，该战区陆军机关

专门发出通知，面向所属官兵开展《组

歌》创 作 征 集 活 动 。 广 大 官 兵 踊 跃 参

与，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经军地专

家、基层官兵、业务部门多轮评审，他们

从近百首作品中精心遴选、修改打磨、

试唱试听、推广传唱，历时 10 个月创作

形成 15 首歌曲。

诗言志、歌咏言。《组歌》15 首歌曲，

或激昂，或豪壮，或轻快，或悠扬，既唱

出了革命军人的军魂和热血，也唱出了

广大官兵的胸怀和深情。《西部战区陆

军战歌》以该战区陆军部队光荣历史、

优良传统入题，旋律激昂、豪迈铿锵，展

现了官兵勇担强军重任、奋进强军征程

的精神风貌；《把战场刻在心中》将演习

场景写入歌词，提醒官兵时刻树牢战备

意识，反映官兵练战谋战的崭新气象；

《红军杨》讲述红军西路军辗转跋涉、浴

血 奋 战 的 故 事 ，展 现 官 兵 传 承 红 色 基

因、用赤胆忠诚守护祖国安宁的风采。

除了展现部队练兵备战的生动实

践 ，《组 歌》还 力 求 体 现 艺 术 的 多 样 多

元。《接过战旗去战斗》是一首慷慨激昂

的队列歌曲，响亮地唱道“沿着英雄的

路，扛起强军的责”“把忠诚洒满壮美山

河”，表达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时刻准备

战斗的决心意志；《亲人就是解放军》以

“青海花儿”的形式歌唱军民鱼水深情，

诠释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忠心报国为民

的真挚情感；《高原女兵》清新轻快，表

现新时代女兵的坚强勇敢。还有《战场

高地》《誓用生命迎接胜利》等歌曲，均

是对革命军人精神品质的讴歌和礼赞。

二

“那个高地背面有条小路，那条溪

水通向远处山谷，黎明前后前沿洼地有

雾……”大漠戈壁某驻训地，该战区陆

军文艺分队队员小曾深情演唱歌曲《把

战场刻在心中》，让现场千余名官兵热

血澎湃。

谈 起 创 作 这 首 歌 曲 的 过 程 ，小 曾

说：“前期在部队采风时，我全程参加实

兵实弹演习，激发了创作灵感。歌词中

的很多细节，如小路、溪水、山谷都是具

体的战场环境，我只是把所见所感如实

用歌曲的形式记录下来，非常开心这首

歌能受到战友们的喜爱。”

“创作的方法有千百条，深入生活

是第一条。”干作余介绍，《组歌》里每首

单曲的背后，都印证着这条规律。创作

人员始终满怀炽热之心深入军营，到基

层一线感悟强军实践、捕捉创作灵感，

广泛采集素材用于创作，力求使歌曲实

起来活起来、有兵味有战味。

掘 得 深 土 得 清 泉 ，常 怀 慧 心 酿 佳

句。为了创作歌曲《英雄出塞》，今年年

初，干作余结合蹲点帮建，深入河西走

廊采风。“战车隆隆惊醒玉门关的梦，步

履铿锵仰望昆仑踏雪行，战旗猎猎卷起

大 漠 的 孤 尘 ……”豪 迈 的 歌 词 一 气 呵

成，令人激情满怀。

基 层 是 创 作 的 源 头 活 水 ，官 兵 是

作 品 最 好 的 评 判 者 。 在 创 作 中 ，他 们

还 注 重 挖 掘 广 大 官 兵 的 智 慧 与 力 量 。

今年 3 月，该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利用

强 军 网 开 设 专 栏 展 示《组 歌》歌 词 ，广

泛 征 求 官 兵 意 见 建 议 ，并 发 动 有 特 长

的 官 兵 谱 曲 ，得 到 广 大 官 兵 纷 纷 响

应。某旅二级上士许盛为 15 首歌曲逐

一 谱 曲 ，某 旅 中 尉 许 义 博 为《战 场 高

地》谱 曲 ，某 旅 中 士 方 李 立 云 为《决 胜

就在未来》谱曲……

该战区陆军文艺分队领队郭瓦加毛

吉常年带领文艺分队上高原、到基层慰

问演出，对军人可贵的精神品质深有体

会，此次也参与了《组歌》创作。她说，在

歌曲修改过程中，词曲作者互相提意见，

经常讨论到深夜。一句歌词，词作者可

以写出十余稿；一个段落，曲作者会谱出

五六首曲子。然后，他们再组织人员演

唱，让大家选择哪个效果更好。

在创作中，该战区陆军还邀请军旅

名家给予指导，以提升歌曲艺术水准。

著 名 作 曲 家 印 青 为《西 部 战 区 陆 军 战

歌》作曲；著名词作家王晓岭指导修改

歌 词 ，并 参 与 创 作《西 部 战 区 陆 军 战

歌》；国家一级作曲家王路明指导修改

曲 谱 …… 王 晓 岭 谈 及《组 歌》时 说 道 ：

“ 这 组 歌 曲 实 现 了 军 旅 特 色 与 时 代 特

色、传统韵律与流行元素的融合统一。”

三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上，该战

区陆军某合成旅的“金刚钻”战旗光荣受

阅。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阅兵式上，“金刚钻”战旗再次接受党

和人民的检阅。7月中旬，陆军思想政治

教育创新集训会上，由这个旅创作的文

艺情景课，从“金刚钻”战旗讲起，讲述了

该旅战斗英雄牛先民和女儿牛尧两代从

军、血脉传承的故事。情景课上，牛尧唱

起 了《组 歌》中 的 歌 曲《接 过 战 旗 去 战

斗》。她说：“这首歌唱出了我们强军报

国的心声。”

连日来，该战区陆军各部队通过军

营广播播放《组歌》，铿锵激越的歌声响

彻军营。某旅二级上士左洋铭说：“听

到这些歌曲，感觉心中涌起一股力量。”

在该战区陆军部队组织的文艺晚

会、歌咏比赛中，《组歌》也成为必唱曲

目。某合成旅组织的文艺晚会上，官兵

配着音乐短片倾情演唱《红军杨》，激越

深 情 的 旋 律 令 在 场 的 官 兵 及 家 属 动

容。军嫂王薇说：“听到这首歌曲，就想

到爱人在大漠戈壁坚守的身姿。”正在

高原驻训的某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袁

超说：“这些歌曲类型不同、风格多样，

但都接地气、走兵心，易于传唱，唱出了

革命军人的风采和情怀。”大漠戈壁某

演训场，某合成旅组织教唱《组歌》。猎

猎 旌 旗 下 ，官 兵 歌 声 嘹 亮 ，士 气 高 昂 。

大家说，我们不仅要唱好，更要做好，要

忠实履行守土卫疆的神圣职责。

为让《组歌》“响”起来、“唱”起来、

“红”起来，该战区陆军还组织制作了音

乐短片，通过网络平台推广。“作品内涵

丰富，充满阳光向上的激情力量”“歌曲

唱出了人民子弟兵的澎湃力量”……在

微信公众号“西陆强军号”上，很多网友

留言点赞，认为歌曲充分展现了革命军

人铁肩担使命、热血铸军魂的青春风貌。

谱写战斗旋律 唱响强军战歌
■本报特约记者 孙利波 樊净芷

近日，西藏军区某旅隆重举办“出征

天路”晚会暨颁奖仪式，用战味十足的文

艺节目和先进典型的英勇事迹，激励官兵

以他们为榜样，聚力备战、再创佳绩。

伴着威风锣鼓《震天鸣》铿锵的鼓

声，晚会拉开帷幕。斗风雪、战严寒，征

战“云端天路”，“雪域之巅”创破纪录比

武，高原驻训演练……屏幕上播放着官

兵练兵备战的热血画面，点燃现场气氛。

奇路丰碑六十余载，英雄血脉代代相

传。该旅去年新组建的军乐队亮相舞台，

一曲《人民军队忠于党》，诉说人民军队的

赤胆忠诚。诗朗诵《奇路高歌》颂扬一代

代川藏线官兵的牺牲奉献，展现当代官兵

传承老西藏精神、川藏线精神，建功新时

代的使命追求。由该旅“格桑花铁骑乐

队”演唱的《当兵就要打胜仗》，鼓舞兵心

士气，唱出官兵拼搏奋斗的精神风采。

兵言兵语抒兵情，一个个取材于高

原汽车兵真实训练生活的故事，引发现

场官兵的强烈共鸣。该旅业余文艺骨干

带来歌舞表演《好男儿就是要当兵》，赢

得官兵热烈掌声。小品《健身班往事》，

展现官兵刻苦训练、你追我赶的生动场

景，在带给官兵欢笑的同时，也引发官兵

对如何科学训练的思考。

“千里川藏线，镌刻着你的赤胆忠诚；

七枚军功章，记录着你的铁血担当；你用

担当与责任尽情书写高原汽车兵的飞驰

人生……”这是晚会现场给予二级军士长

赵家田的颁奖辞。入伍以来，赵家田 136

次奔赴高原执行进藏物资运输任务，多次

参加大项保障任务。聚光灯下，赵家田走

上舞台，同大家分享工作心得和奋斗感

悟。随后，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个人和

家属代表登场，由军地领导为他们颁奖。

充满荣光的颁奖仪式、先进典型的朴实话

语，让现场官兵备受激励鼓舞。不少官兵

表示，晚会就是一场生动的现场动员，他

们要学习身边典型、争当精武标兵，更好

地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我们是奇路先锋，我们是英雄劲

旅，车轮滚滚永向前……”在《奇路先锋

打胜仗》的全场合唱中，晚会闭幕。

左图：歌舞表演《好男儿就是要当

兵》。 罗 惠摄

一场生动的现场动员
■郭 宏 乔 可

在庆祝建军 95 周年、喜迎党的二

十大召开之际，《解放军文艺》杂志精心

制作了一期“讲讲我的连队、我的战友

故事”视频，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视

频通过官兵朗读在《解放军文艺》刊发

的、反映所在部队先进事迹和身边战友

故事的报告文学，带领读者感受英模群

体和先进典型的精神力量，也把文学创

作的种子在朗读中撒向官兵心田。

在官兵热情洋溢的朗读中，我们看

到了陆军第 83 集团军某旅“红一连”，

战争年代战功累累，新时代传承红色基

因、铸牢强军之魂；海军陆战队某旅官

兵，在南海守礁的日日夜夜，固我南疆

海防、寸土不让；空军某部女飞行员陈

金兰，20多年间鏖战蓝天，书写壮美人

生；火箭军某部营长沙子呷，献身军营，

矢志为导弹筑巢……官兵聚焦备战打

仗、苦练精兵的生动事迹，以音、画、文

字等形式生动呈现，得到官兵好评。空

军某部指导员王赢琛看了视频后说：

“把文学作品制作成朗诵视频，我们年

轻官兵非常喜欢这样的呈现方式。”

《解放军文艺》创刊 71 年来，始终

秉承以文学为载体服务国家、服务人

民、服务军队的信念。党的十八大以

来，《解放军文艺》坚持为兵服务，聚焦

备战打仗，推出了一大批从不同层面、

不同角度展现部队新貌、反映官兵生活

的报告文学，如以国庆 70 周年阅兵为

题材的《战将受阅》《女兵方队》、反映军

队抗疫的《火神山第 N次破晓》、探寻我

国蓝军部队的《寻找“假想敌”》等。此

外，还有《云端之上》《硬骨传人骨更硬》

《“红一连”速写》等一系列描写在强军

兴军伟大征程中勇立潮头、勇攀高峰的

先进集体和个人的优秀作品。这些作

品将目光对准官兵，记录他们的故事，

展现他们的风采，是火热军营的真实写

照，也是新时代强军路上的生动注脚。

如何让传统刊物在新时代焕发生

机，如何深入官兵、为兵服务？立足官

兵多元化需求，《解放军文艺》勇于探

索，从今年起推出了有声作品，将杂志

精彩内容制作成音频，以二维码形式随

刊呈现并在《解放军文艺》微信公众号

推送，受到官兵广泛关注。为吸引更多

部队官兵参与办刊，他们还面向全军发

起“战士读诗”活动，通过公众号平台从

广大基层官兵中选拔、招募音频主播，

丰富了有声读物的形式和内容。

从开设面向基层官兵的“我和我

的战位”“青春方队”等栏目，再到有声

读物的尝试，《解放军文艺》在新媒体

领域不断创新，为部队文化建设平添

一道新的风景线。

将文学种子撒向官兵心田
■谌 督 唐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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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战区陆军庆祝建军 95周年文艺演出中，该战区陆军文艺分队队员小曾与官兵齐声高唱《组歌》中的《西部战区陆军战歌》。 黄腾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