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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背后的故事

文化时评

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壮

阔征程中，强军文化作为铸牢理想信念

的重要载体、砥砺血性胆气的有力武

器、激扬壮志豪情的嘹亮音符、纯洁道

德情操的丰沛滋养，始终是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全军部

队持续开展“强军风采”群众性文化活

动。活动中，广大基层文化骨干坚持为

强军服务、为基层服务、为官兵服务的

根本导向，广泛参与、创新创作，推出一

大批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的精品力

作，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奋斗强军的精神

风貌，充分发挥强军文化在强军事业中

的重要作用。

为战斗力建设注入铁血阳刚。文

化 是 一 支 部 队 战 斗 力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强军文化突出“能打仗、打胜仗”这

个 主 题 ，就 能 真 正 把 住 方 向 、贴 紧 中

心、体现价值。此次入选“能战善战当

先锋”野战文艺创演的优秀作品中，大

多弥漫着练兵备战的沙场硝烟，激荡

着献身使命的铮铮誓言。从北疆大漠

到南国密林，从平原戈壁到雪域边关，

从辽远长空到浩瀚大洋，一幅幅龙腾

虎跃的练兵图景，成为文艺创作的不

竭源泉。一系列接地气、冒热气、聚人

气的文化活动，点燃了官兵的热血情

怀，有力激发了官兵勇猛顽强的战斗

精神。

让 基 层 建 设 焕 发 更 强 的 生 机 活

力。基层是催生文艺精品的沃土，优秀

文艺作品必定是说兵事、演兵事、唱兵

事。只有反映部队真实生活、直抵官兵

心灵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考验，才能

有恒久的生命力。我们欣慰地看到，广

大基层文化骨干怀着朴素真挚的情感，

深入基层营连、训练一线、边关哨位采

访采风。当他们采风的成果以歌曲、小

品、文学、微电影等不同形式呈现后，又

给予作为基层主体的广大官兵以极大

价值认同和精神回馈，使官兵在积极参

与文化活动中展现自我、砥砺成长，让

座座军营充满团结和谐、健康向上、活

力迸发的浓厚氛围。

赋予基层文化工作全新形态。从

近些年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实践看，各

级既注重发挥专业文艺人才的引领作

用，又大力加强基层业余文艺骨干培

养，同时注重调动广大基层官兵参与

文化工作的热情；牢固树立面向基层、

服务官兵的鲜明导向，创作成果首先

惠及基层官兵，得到认可、产生影响后

再推荐评奖。像这样既为部队“送文

化”、又帮基层“种文化”的方式，满足

了官兵的文化需求，发挥了文化工作

的应有价值，形成了强军文化建设的

全新形态。

强军文化是一支军队战无不胜、攻

无不克、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保证。新

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紧扣如期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着眼深化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努力创

造更多更好的文化建设成果，更好地凝

聚强军力量、传播强军声音、书写强军

故事，为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

任务提供强大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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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天起，我已不

是曾经的那个懵懂少年。我的名字叫

军人，我会向着成为一名合格武警战士

的目标不断努力。军人的字典里没有

‘后悔’二字，越是困难的时候越不能失

去信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豪

迈的口号，“谭文”日记本上简简单单的

几行字，映照着一名普通战士的赤诚兵

心。

这是由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创

编的军营微电影《兵心》里的一幕。故

事取材于该支队历史上“3·9”庐山扑火

这一真实战斗经历，以革命烈士谭守文

为原型。《兵心》拍摄完成后，先在该支

队范围内播放，引发官兵强烈共鸣，随

后被选送参加全军“强军风采”群众性

文化活动优秀作品征集，最终获奖。

“这部微电影让我仿佛回到了与谭

守文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的那些日子。

他在任务面前舍命战斗、不怕牺牲的精

神深深影响了我，我也将带着他的那份

信念继续战斗下去。”谭守文生前战友、

该支队某船艇大队大队长林建伟看过

影片后说。

2004 年，庐山风景区山脚突发山

林大火，附近村庄 2000 余名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一声令下，上等

兵谭守文随队参与灭火战斗。战斗中，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谭守文为保护战

友而壮烈牺牲，年仅 22 岁。

“致敬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

这是我们拍摄这部微电影的初衷。”影

片执行导演、某勤务保障大队教导员曹

雷介绍说。该支队历史上参加了很多

惊心动魄的战斗，也涌现出许多先进典

型。主创团队梳理支队史料后，将目光

聚焦在革命烈士谭守文身上。

如 何 在 现 代 语 境 下 重 演 历 史 故

事？怎样塑造烈士的英雄形象，实现两

代青年官兵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曹

雷与其他创作者带着思考走进英雄生

前所在中队，走访英雄家人和生前战

友，听取官兵意见建议。

“英雄本是普通人，不过是在面临

危难时，多了敢于挺身而出的勇气。”看

着一件件烈士遗物，听着一个个感人故

事，主创团队不断获取创作灵感，影片

中的英雄形象逐渐清晰，角色“谭文”由

此而生。“谭文”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士

兵。他并不完美，在生活训练中不乏苦

恼彷徨的时刻。但当任务来临，“谭文”

就像他所崇敬的英雄一样，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地向前冲锋……影片通过“谭

文”的经历，以小见大，展现新时代武警

官兵的忠诚血性和使命担当。

兵的生活兵知道。在采访中，曹雷

向笔者展示了一份演职人员名单。原

来，“演员”都是来自基层一线的战士，

均为本色出演。这也难怪看完影片后，

官兵会评价，“剧情、场景、台词像极了

自己的日常”“英雄就在我们身边，平凡

而伟大”。

“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当成了‘谭

文’。我感觉，只有活成英雄的样子才

能真正学习英雄的精神。”近日，笔者

拨通了“谭文”的扮演者、目前已退伍

重返校园的刘凯航的电话，听他激动

谈起自己的感受。他说，这段经历让

他养成了遇到问题独立思考、冷静处

理的习惯，让自己有了面对困难冲得

上、顶得住的勇气。

英雄的精神触动着人们心灵，并产

生持久影响。影片中士兵“张勇”的扮

演者、中士龚德义也感受到了这种“影

响”。本来训练成绩并不优秀的他，在

影片拍摄后训练愈发刻苦，当年被评为

“四有”优秀士兵，并成功选取为警士，

弥补了影片中“张勇”的遗憾。

英雄不朽。“谭文”的一生，短暂而

伟大。无论是他在平凡岗位默默无闻

的坚守，还是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壮

举，都是对“兵心”最好的诠释。英雄的

精神还在传承延续，并转化为激励后来

人继续前行的力量。

微电影《兵心》——

英雄精神在延续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 强

12

第5747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全军持续开展的“强军风采”群众性

文化活动，越来越受官兵关注。大家踊

跃参与，通过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生

动讲述身边的强军故事，展示新时代革

命军人的精神追求。在 2022 年“强军风

采”群众性文化活动中部署开展的“能战

善战当先锋”野战文艺创演，涌现了一大

批带有浓郁兵味战味的优秀作品。这些

作品大力讴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

义，瞄准军营生活的现在进行时，以普通

官兵为表现主体，浓墨重彩描绘我军履

行使命、练兵备战的强军实践图景，生动

展现广大官兵的时代风采。

一

野战文艺创演作品弘扬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多角度展现新时代革命

军人坚定的信仰追求、大无畏的英雄气

概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情怀，礼赞全军官

兵一脉相承的精神赓续。情景剧《绝不

回头》通过新时代官兵与革命英烈的心

灵对话，解读历史纹路中的精神密码，

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穿越中拷问灵魂、

诠释忠诚、揭示真理。舞蹈《脚步》生动

再现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从雪山草

地 到 黄 土 高 原 ，从 共 赴 国 难 到 驱 除 寇

虏 ，从 横 渡 长 江 到 神 州 复 苏 的 漫 漫 征

途，展现人民军队任凭惊涛骇浪、铁血

军 魂 永 固 的 坚 定 信 念 。 情 景 剧《老 兵

情》、舞蹈《奔赴战场》《星际》、歌舞《为

国而战》、军营民谣《仰望》等作品，从不

同角度再现一代代革命军人在信仰之

光照耀下，“一路翻山越岭，穿越枪林弹

雨”的铁血担当。

基层文艺工作者把笔触延伸到中

国革命历史深处，挖掘党史军史中富含

的精神矿藏。黄土岭战役中的迫击炮，

“讲述”抗战的峥嵘岁月；朝鲜战场上的

冲锋号，带领人们“回忆”志愿军将士不

畏 强 敌 、冲 锋 陷 阵 ；抗 洪 中 的 救 生 衣 ，

“叙述”军民鱼水深情……群口快板《我

的基因》以战斗故事为素材，通过军史

馆陈列展品的拟人化表演，让人们抚今

追昔、温故知新。群口相声《军歌礼赞》

通过唱军歌、忆军史的表现形式，回望

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斗历程。《八

一 起 义》《洪 湖 水 浪 打 浪》《十 送 红 军》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战 歌》……《军 歌 礼

赞》将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与党史军史

知识有机融合，让观众在欣赏节目中产

生思考、收获启迪。

二

军队基层文艺工作者秉持为强军服

务、为基层服务、为官兵服务的根本方

向，根植军营土壤，热情描绘强军风采，

倾情赞颂能战善战的新时代先锋。

在描绘人民军队的崭新风貌中，赞

颂全军官兵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

军 的 坚 定 信 念 ，是 创 演 作 品 的 鲜 明 特

点。音乐快板《无上荣光铸忠诚》，从歌

颂老前辈“天当被来地当床，安家山沟扎

营盘”的创业精神，到讲述新时代火箭兵

“扎根大山不寂寞，业余生活精彩多”的

文化生活，抒发官兵坚决维护核心、听党

指挥的决心意志。表演唱《迷彩花开》表

现警卫战士听从党召唤、不惧万难练硬

功的铁血忠魂。

野战文艺创演中，一批兵味战味浓

郁的作品受到基层官兵的欢迎。小品

《满地找牙》，讲述飞机起飞前，机械师带

着徒弟在进行某项操作时，不慎被打掉

了一颗牙齿。牙齿虽小，但要是留在飞

机上，就可能会造成事故。于是，师徒二

人掘地三尺也得把牙找出来。机械师坚

定的话语反映一个道理：胜战能力离不

开严谨细致的作风，每一名官兵都要在

自己的战位上尽职尽责。

像 这 样 直 击 练 兵 备 战 一 线 景 象 、

让 人 感 知 强 军 脉 动 的 作 品 ，在 本 次 创

演中还有很多。男子群舞《大国利剑》

着 力 展 现 飞 行 员 火 热 训 练 场 景 ，抒 发

空 中 雄 鹰 逐 梦 空 天 、制 胜 未 来 的 高 远

志向。女子舞蹈《听风者》以某部官兵

参 加 国 际 军 事 比 赛 为 背 景 ，展 现 新 时

代女兵勇闯难关的拼搏精神。表演唱

《战 场 高 地》、男 子 群 舞《勇 往 无 前》等

作 品 ，生 动 表 现 了 广 大 官 兵 苦 练 打 赢

本 领 、渴 望 沙 场 建 功 的 昂 扬 斗 志 。 这

些作品把观众带入了如火如荼的演训

场 ，让 人 真 切 感 受 到 全 军 官 兵 建 功 强

军事业的使命担当。

长期以来，我军文艺始终把弘扬革命

英雄主义、激发昂扬战斗精神作为创作的

价值追求。本次野战文艺创演张扬新时

代革命军人疆场搏杀、舍我其谁的战斗精

神和制胜强敌、用我必胜的血性胆魄，砥

砺官兵能打仗、打胜仗的决心意志。“厮杀

亮剑，生命上弦，真正的硬汉我们战场

见”，表演唱《向战》融合军体拳、格斗等元

素，吼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势。男

子群舞《超越》展示武装泅渡、密林侦察、

定点轰炸等惊心动魄的场景，展现官兵战

斗风采。小品《1+1＞2》是一出表现警卫

标兵与训练尖兵互不服输的喜剧，以风趣

语言描写连队藏龙卧虎以及官兵勇当先

锋的精气神。这些作品凸显人民军队铁

拳出击、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生发笔卷

风云、墨生狼烟的审美意境。

三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野战文

艺创演聚焦英雄共同的精神特征，从不同

维度塑造出各具神采的英雄形象。情景

短剧《奶奶忘不了》从英雄家人的角度，展

现戍边官兵守护祖国的英雄事迹。短剧

《首战歼敌》以人民空军的首场空战为背

景，塑造了一组空军英雄群像。飞行员小

秦的哥哥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他忍着

悲痛，和其他战友递交 6次请战书。几番

周折，他们终于争取到上天杀敌的光荣任

务，打响了人民空军的第一战，开启了胜

战之鹰的辉煌航程。舞蹈《浪花》以浪花

象征水兵，以舞姿刻画水兵在风浪中搏

击、沙滩上苦练、海防线巡逻以及雷达站

坚守等日常训练生活场景，揭示普通水兵

身上的英雄特质。“一腔热血延续先辈信

仰，一副筋骨扛起如山重任”，合唱《英雄

出塞》以豪放旋律讴歌边关军人的忠诚与

勇敢，也唱出了广大官兵为战而生、闻战

则喜的豪气雄风。

野战文艺创演还将目光投向那些

平凡岗位上的英雄群体，用平凡英雄可

追可及的事迹诠释无私奉献精神。小

品《荣誉时刻》刻画了一位连队饲养员

的 感 人 形 象 。“ 分 工 有 不 同 ，岗 位 有 大

小，革命军人在哪都是奉献”，主人公的

敬业精神令人敬佩。小品《严阵以待》

描写了一群火箭军官兵默默无闻、坚守

阵地的生活片段。他们常年在深山中

与导弹洞库相守，忍耐寂寞与艰苦，挥

洒青春与热血。男声无伴奏表演《香饽

饽》讲述了国防科研人员“春夏秋冬吐

芳华，甘将人生做油彩，在科技强军征

程中绘就亮丽风景画”的壮美年华。群

舞《洪流逆行者》再现武警官兵抗洪抢

险的战斗风采，彰显武警官兵为了人民

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四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改革强军带来

新的军事变革，要求军事文艺也要以新

的形式与之相适应，在观念和表现手法

上不断创新开新。广大基层文艺工作者

勇于突破固有模式，实现艺术上的自我

超 越 ，使 野 战 文 艺 创 演 作 品 总 体 呈 现

“短、小、精”的特点。

许多作品能够根据“野战”这一特定

时空背景，结合战场时间紧迫、战况瞬息

万变的实际，在作品构思上做到三点：一

是篇幅虽短，但思想容量大。节目大都

以精巧的艺术形式折射广阔的生活，展

现丰富的内涵。二是时长虽短，但历史

纵深感强。许多作品使人犹如置身波澜

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感悟爱国主义和

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力量。三是情节虽

简单，人物性格却很鲜明。创编者从基

层官兵的生活中寻找素材、提炼语言，用

兵言兵语表达官兵心声，以真情实感为

英雄铸碑塑像，将不同类型官兵的性格

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

野战文艺创演的许多作品，注重叙

事的微观表达和诗意呈现，做到以小切

口反映大主题。如舞蹈《浪花》通过描述

一名水兵的战斗和生活，表现新时代水

兵风采；歌曲《光荣花》，意象小巧诗意，

透过老兵的视角彰显高原军人为国奉献

的博大胸襟。小品《军功章的故事》、歌

曲《最美的兵》《守护》《致我们》等作品，

从基层部队微观生活场景切入，但在精

神上凸显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

主义等价值观念。

精心创作带来舞台的精彩纷呈。创

演者追求艺术本体的创新，使作品饱含朝

气和锐气。同时，他们善于从传统文化中

汲取养分，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军事文

艺作品。快板《问题不再是问题》《点赞联

勤新时代》等作品，在运用现代舞台表现

手段增强视听效果的同时，融入传统艺术

元素，产生了古韵新声相济、阳刚清柔兼

备的艺术效果。快板《强军必过平安关》

《游网惊梦》、音乐说唱《停停停》及豫剧小

品《刘大壮醉驾记》等作品，借助曲艺和戏

曲便于传唱、反映生活快捷等特点，进行

法制、网络安全等常识普及教育。用传统

艺术来表现现实军事题材，在唱词、音乐、

造型表演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使作品更

好地发挥寓教于乐作用，让人对这一类型

作品的创作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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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军魂展雄风
——“能战善战当先锋”野战文艺创演述评

■黄志凡 本报记者 袁丽萍

强军文化观察

在全军部队广泛开展的“强军风采”群众性文化活动中，广大基层文化骨干积极参与，创演了一批优秀文艺节目，受到官兵欢迎。图为部分节目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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