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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片

戈壁大漠，曾是古人驰骋厮杀的疆场。

1958 年，一个导弹靶场在此拔地而起。

一批胸怀报国信念、矢志科技强军的科

技 工 作 者 从 祖 国 的 四 面 八 方 来 到 这

里 。 他 们 不 计 个 人 得 失 ，埋 头 科 研 试

验，把毕生精力献给国防科技事业。

历史的天空也是精神的天空。在

65 年的发展中 ，空军某基地凝聚出以

“忠诚报国、自主创新、科学务实、艰苦

奋斗”为主要内涵的“大漠神箭精神”。

2013 年 2 月 2 日，习主席冒着严寒

参观了基地部分装备，亲切接见基地官

兵和技术人员代表，要求大家认清肩负

的职责使命，再接再厉，开拓进取，坚决

完 成 以 试 验 和 训 练 为 中 心 的 各 项 任

务。统帅殷切嘱托，官兵牢记于心，伴

随着改革强军的号角，该基地开启了战

试训“三维一体”转型跨越发展之路。

过去十年，在“大漠神箭精神”引领

下，该基地官兵以昂扬姿态在强军之路

上奋勇向前。

一

到该基地采访前，有一个地方是我

们一开始就决定“必须要去的”——东

风革命烈士陵园。

这里长眠着在基地建设过程中呕

心沥血的 600 多名革命先烈。在陵园中

间，聂荣臻元帅的墓碑巍然挺立，后面

的墓碑依次排开，仿佛一支常年驻扎大

漠的忠魂铁军。

“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可每当走进

这里，看着一个个名字和一段段简短又

厚重的碑文，心情都难以平静。他们中

的每一位，都将自己宝贵青春和生命献

给了国防科技事业，是‘大漠神箭精神’

的真实写照。我们后来人倍感光荣，同

时感受到肩上责任的重量。”基地干事

管凯对笔者说。

抚 今 追 昔 ，鉴 往 知 来 。 管 凯 的 体

会，折射着一个道理：对于一支部队来

说，最能教育人影响人的历史，就是自

己的历史。近年来，该基地通过常态化

组织参观历史陈列馆、教育基地、烈士

陵园等活动，带领官兵一次次开启“寻

根”之旅。

1958 年，党中央一声令下，20 兵团

的 十 万 大 军 征 尘 未 洗 ，便 开 赴 茫 茫 戈

壁，任务是建立我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

验靶场。

千里戈壁，一片黄沙。

“靶场在哪里？”官兵问。

陈士榘将军的回答掷地有声：我们

的脚下就是靶场，我们要靠双手去建设

它！

于 是 ，官 兵 开 始 了 夜 以 继 日 的 建

设。2 年多时间里，他们在这里栽种了

胡杨树，搭建了“地窝子”，挖出了“甜水

窖”，建成了亚洲最大的军用机场……

这 背 后 ，凝 结 着 无 数 先 辈 的 牺 牲 与 奉

献。他们有的在勘察建设路线时遇上

沙尘暴 ，不幸牺牲 ；有的积劳成疾、英

年 早 逝 ；有 的 烈 士 甚 至 连 姓 名 都 没 有

留下……

山河为证，岁月为鉴。2018 年，在

组建 60 周年之际，该基地举办“剑啸长

空”主题文艺汇演，艺术再现了基地发

展 壮 大 、波 澜 壮 阔 的 历 史 画 卷 。 原 承

才、李杰民、张绍抛、郝维新、曹新国等

一 大 批 前 辈 的 英 雄 事 迹 被 搬 上 舞 台 。

透过历史的云烟，聆听先辈的教诲。真

实的奋斗故事浸润人心，大漠黄沙中生

长着一棵棵长青不朽的精神之树。

近年来，为使“大漠神箭精神”进一

步扎根官兵心灵，该基地组织编撰《基

地创业发展史》《大漠英雄谱》等，开展

“大漠神箭精神”改革转型事迹报告会，

制作“大漠神箭”专题片、画册，持续引

导官兵从红色历史中感悟英雄精神，从

身边典型中汲取奋斗力量。当红色基

因不断融入红色血脉，官兵的认同感、

归属感也更加强烈。“靶场最深处，战场

最前沿”“点号小目标不能小，条件苦贡

献不能少”“永亮马灯，勇当尖兵”……

一句句彰显“大漠神箭精神”的标语口

号遍布戈壁滩，激励基地官兵用实际行

动争做“神箭传人”。

二

根植于心，还要践之于行。强军精

神只有落实到官兵备战打仗的生动实

践中，才能长久葆有生命力。

“武器装备成效要在实战化训练中

检验，在这个过程中，飞行员发挥着重

要作用。”时至今日，该基地试飞员李吉

宽仍清晰记得多年前一次处置险情的

经历。

那天，李吉宽驾驶飞机在空中执行

任务时，机身突然不受控制向右翻滚。

李吉宽立即反向压驾驶杆，可飞机操纵

仍无响应。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口，如果

处置不当，就有机毁人亡的危险。关键

时刻，李吉宽用力向前压驾驶杆，飞机

最终恢复可控状态。

“当时是不是怕极了？”笔者问。

“没什么怕的。试飞就是胆与识的

较量、智与勇的结合、生与死的考验，包

含无数个未知。我们要在空中寻找答

案。”李吉宽的回答坚定有力。

“没什么怕的”，这句朴实的话语说

出了“神箭传人”的自信与无畏。勇者

无惧，智勇双全，这样的气质是一代代

基地官兵的共同特点。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 1964 年。那年，

第一颗原子弹在西北大漠上空成功爆

炸 。 该 基 地 某 部 飞 行 员 李 传 森 、杜 庆

海，受命担任运载原子弹配件和穿越蘑

菇云实施空中取样的工作。人工驾驶

飞机取样的危险性极大，要求机组人员

既要有牺牲献身精神，又要有高超的飞

行技术。那天，飞机在蘑菇云里穿越数

次，有效捕捉到放射尘埃，使科技人员

评估出首次核试验的成果。后来，二人

所在机组荣立集体一等功。

时光跨越近 60 载，当年穿越蘑菇云

的飞机，如今静静停放在中国空军航空

博物馆的室外草坪上。简介牌上写着：

“本架伊尔-12 运输机为功勋飞机。”

一 切 为 打 赢 。 65 年 来 ，“ 神 箭 传

人”始终以这种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

精神投身国防科技建设，不断学战、谋

战、研战。他们勇往直前、敢打必胜的

血性胆气在新时代任务中进一步得到

淬 炼 ，涌 现 出 一 大 批 先 进 典 型 。 这 其

中 ，有“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

一无所惜 ”的试飞员群体 ，有“把生命

扛在肩上”的便携式导弹发射班战士，

有“向战为战 ”、全员递交请战书的弹

药 保 障 连 队 …… 他 们 在“ 大 漠 神 箭 精

神”影响下成长，又用自身事迹丰富着

“大漠神箭精神”的时代内涵。

现在，该基地部队分布更广、涉及领

域更多，各种装备、战法、力量要从这里

走向部队、走向战场，需要官兵更加具有

开拓创新的精神和敢战胜战的必胜信

念。如何用“大漠神箭精神 ”砥砺“箭

锋”，是该基地党委关注的重要课题。近

年来，他们充分利用“红剑”“蓝盾”“金头

盔”等演练演训时机，结合年轻官兵思想

特点，广泛开展“砺剑志精武”“探寻蓝军

好样子”“讲战史、评战例、学战将、当战

斗英雄”等战地文化活动，点燃官兵胜战

热情，培育官兵战斗精神。

三

“我们要是研制不出制敌利器，那

战士们就会在前线多流血，我们就是对

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前不久，一场

“军队科技人员的好样子”访谈会在该

基地举行。一场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让

大家对如何传承“大漠神箭精神”有了

更多思考：“传承发扬‘大漠神箭精神’，

科技干部要走在前列”“我们要学习基

地 前 辈 紧 盯 前 沿 、勇 攀 高 峰 的 精 神 品

质，争当科技强军的排头兵”……

走好科技事业的长征路，翻过尖端

科学的大雪山，“大漠神箭精神”在其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基地高级工程

师朱桂林给出了他的答案——

“基地官兵一直努力攀登科技领域

高峰，而‘大漠神箭精神’的感召力和基

地浓厚的‘神箭’文化氛围，是我们安心

科研的强大助推器。”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像朱桂

林所说，一批批博士、硕士毕业来到戈

壁滩后，踏着前辈的足迹，在大漠戈壁

将学历转化为能力、战力，通过科技创

新为战斗力建设加码，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统帅科技强军的时代号令。

2015 年 ，王 泉 从 国 防 大 学 博 士 毕

业来到基地某测试场工作。当时测试

场刚刚建成，各项工作即将展开，浓厚

的干事创业氛围让他一下子就爱上了

这 里 。 当 他 得 知 某 专 业 还 被 国 外“ 卡

脖子”时，王泉决定主动申请到某部任

职，想的就是“在攻坚克难中发挥自己

的作用”。

“我们不怕失败！科学试验必须敢

试、敢闯，怕失败就完不成任务！”在这个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方阵中，一股扬眉

问天、利剑出鞘的英雄气概沛然而来。

如今，一批批国防科技工作者传承

弘扬“大漠神箭精神”，不断接力奋斗，

创造了部队作战能力提升等领域多个

第 一 ，多 次 获 得 国 家 和 军 队 科 技 进 步

奖。这是“神箭传人”对先辈们最好的

告慰。

丹青难绘是精神。英雄精神可以

光耀长空 ，与日月同辉 ，与星辰媲美 。

“大漠神箭精神”，以前是、现在是、将来

依然是基地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撑。

“神箭”锋芒撼长空
■江 艺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国栋

强军文化观察

英雄血脉·文化传承

空军某基地一代代官兵传承弘扬“大漠神箭精神”，扎根大漠、艰苦奋斗，始终以昂扬姿态奋进在强军路上。图为飞行人员登上战机，即将伴着晚霞出征。

徐成成摄

近些年春节期间，我都会抽半天时

间，到河南新县的首府路转一转，主要

是参观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和中共中

央鄂豫皖分局旧址。

首府路步行街西侧，是红四方面军

总部旧址，两进院落，三排房子，静悄悄

的。房间陈设着老式的桌椅、床柜，墙上

挂着斗笠、蓑衣、手枪袋等物品。其中，

第二进小院共 4 间房子，右边那间是徐

向前当年的住室。看着屋内那老旧木

床、青布帐幔和蓑衣斗笠，一个衣着简朴

的红军指挥员，一个威武睿智共和国元

帅的形象，仿佛在我眼前交叠浮现。

每次回望历史，我感觉都像与长辈

在促膝谈心，总是感触良多。

当年，在徐向前等人的领导下，只

有 几 百 人 的 鄂 豫 皖 红 军 ，在 战 斗 中 成

长，迅速发展壮大到 4 万余人。徐向前

也因此展示出他军事指挥家的卓越才

能。漫川关突围，他虽处绝境依然镇定

从容，勇猛突击。因敌众我寡、弹尽粮

绝 而 败 在 祁 连 山 下 ，但 他 依 然 铁 心 向

党，历尽艰险，最终回到延安。他在战

争年代及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中，

立下不朽功勋。我敬仰徐向前，不仅敬

佩他是叱咤风云的常胜将军，更敬佩他

百折不回、坚毅勇武的战斗精神。

鄂豫皖中央分局旧址与红四方面

军总部旧址一路之隔。里面有鄂豫皖

省委书记沈泽民、宣传部部长成仿吾等

人当年的住室。

沈 泽 民 是 革 命 家 ，是 中 国 社 会 主

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他也是一位

作家、翻译家，是革命文艺的倡导者。

红 四 方 面 军 离 开 鄂 豫 皖 根 据 地 后 ，他

留 在 根 据 地 ，在 极 其 困 难 的 情 况 下 继

续战斗。1933 年 10 月，他不幸病逝，年

仅 33 岁。

每次参观沈泽民的住室，我都难抑

痛惜之情。他与其兄茅盾一样，都是才

华横溢之人。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肯

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当然，生命的意义并不能只靠时间

来衡量，有的人人生虽短却能给人们留

下深刻久远的记忆。吴焕先、许继慎、

旷继勋、廖荣坤、余天云、吴光浩、蔡申

熙、孙玉清……他们生前为人民奋斗，

死后受人民敬仰。这一串串光辉的名

字，像星辰般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我 对 成 仿 吾 的 名 字 ，印 象 特 别 深

刻。十几岁时读鲁迅杂文，便知道鲁迅

与成仿吾之间的渊源。几十年后，我全

面了解了成仿吾的革命生涯，再参观他

的住室，感觉就像是拜访一位故人，多

了几分亲切。

当年，成仿吾从上海来到大别山地

区 后 ，担 任 鄂 豫 皖 省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

1933 年 9 月，已经感染疟疾的沈泽民决

定送成仿吾秘密潜回上海，向党中央汇

报鄂豫皖情况。但成仿吾到达上海之

前，党中央已经迁到了瑞金。成仿吾与

上海党组织的联系，完全中断。此时，

成仿吾想到了鲁迅。他知道，鲁迅是可

以完全信任的人。他找到鲁迅，鲁迅又

找到瞿秋白。最终成仿吾顺利找到党

中 央 ，完 成 了 沈 泽 民 生 前 交 给 他 的 任

务。

成仿吾和鲁迅，都是革命者。鲁迅

是伟大的，成仿吾同样坦荡。前辈们的

胆略、风骨和气度，令人景仰。

我 一 间 屋 子 一 间 屋 子 地 走 过 去 ，

就如给先辈们拜年。看着那一个个熟

悉 的 名 字 ，我 联 想 到 千 千 万 万 的 革 命

者 。 我 震 撼 于 他 们 的 革 命 事 迹 ，震 撼

于 由 星 星 之 火 而 燎 原 壮 大 的 雄 壮 军

威，震撼于小小院子里，曾经上演的波

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先辈们一生艰苦

卓绝、不胜不休的战斗历程，更是让我

心生感佩。关于初心，关于信念，关于

选 择 ，我 在 历 史 的 回 望 中 找 到 了 力 量

与答案。

倾听历史的回音
■林万平

红色足迹

近年来，中国人探索太空的一项项

成就让人们倍感振奋，也点燃了艺术家

们的创作激情。一批以航天为主题的优

秀音乐作品，不断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

和民族自豪感。

《出征太空》由陈道斌作词、张秦作

曲。歌曲旋律气势如虹，一入耳便让人

血脉偾张，感觉仿佛每一个毛孔都注满

了骄傲。它是红色的，是热血的。历史

不会忘记，宇航员们清楚记得，幸福的成

功背后，充满着怎样的艰苦，有着多少常

人无法想象的付出，甚至牺牲。一句“此

刻心情多么激动，亲爱的祖国你最懂”背

后，是多么汹涌澎湃的热爱与感动。

起初听《出征太空》，我不明白为什

么这首歌里有那么多“祖国”。细想之后

才懂得，这是创作者真情的自然流露。

当我们的视角转向太空，转向航天这项

伟大的事业，就会发现我们正是站在强

大祖国宽阔的肩膀上才得以圆梦，我们

“逐梦敢上苍穹”“巡天何惧九重”的壮志

豪情源于身后强大的祖国。《出征太空》，

对中国航天员来说，是一首壮行的歌；对

我们来说，是一首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

歌。我们在歌声中燃起的激情，获取的

力量，会激励我们踏上更高更远的征途。

“今夜妈妈就要出发，到太空那个新

建的家……”这首由郭晓勇作词、罗其鹏

作曲的童谣《摘一捧星星回家》，用“种菜

种瓜”“保重身体”“乖巧听话”等生活化、

接地气的语汇，巧妙阐释“太空生活”这个

高大上的主题。正所谓“蝉噪林逾静，鸟

鸣山更幽”，这样的写法很是高明。童谣

以孩子的口吻，记录了宇航员妈妈出征太

空前与女儿的对话，无形中引发听众更多

情感上的共鸣，拉近了听众与神秘太空、

与宇航员的距离。“越平凡，越不凡”，歌声

中描绘的一切，与我们的生活越贴近，就

越能证明祖国的伟大、时代的伟大。流连

在这样的歌声里，感觉就像沐浴在樱草黄

的阳光中，温暖，动人。

“回来时摘一捧星星，送给祖国，我和

爸爸”，歌曲结尾这句，让人印象深刻。当

我们都习惯了家常温馨之后，创作者突然

安排了“摘星星”这个童话里才有的情

节。我不禁莞尔，太空就是太空，摘一捧

星星就像采一束鲜花一样自然。

清甜的童声飘远，夜空中传来深邃浪

漫的《问天》。这首由马国文作词、连向先

作曲的歌曲，以拟人化的手法，用“天和问

青天”的方式，展现“天舟天和情相牵”，再

现了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与天和核心舱对

接成功的历史时刻，让人耳目一新。除此

之外，创作者还巧妙借助“嫦娥舞翩跹，万

众尽欢颜”的欢乐场景，串联起历史和现

实，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提升了作品的境

界。《问天》的歌词和旋律，充满了浪漫典

雅的东方气质，有一种春风化雨潜入灵魂

深处的感染力。当古典风韵与太空科技

碰撞融合，这首歌曲让人感觉宛如穿行在

海天间那一片深邃辽阔的蓝。

“这是最远的出差，这是最美的旅

程”，缀满星辰的歌声迎面飞来，璀璨了

辽阔的梦想。这首由肖远骑作词、张秦

作曲的《英雄，中国航天人》，洋溢着幸福

之情。那一声声“在神舟热吻太空，唱一

曲世界恋歌”，流露的是中国航天人掩饰

不住的骄傲喜悦。艺术的尽头是情感。

《英雄，中国航天人》，是热血的红和海天

的蓝融汇而成的风信紫，是一道洋溢着

骄傲和幸福的色彩。

这组新时代航天歌曲，虽然风格各

异，但抒发的自豪感、使命感、幸福感是高

度一致的。在我看来，它们是以不同色

彩，描绘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的今天和未

来。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航天歌曲将以

更美的色彩，为我们打开太空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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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听歌曲《出征太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