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

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

哟映山红……”巍巍井冈，翠竹掩映，文

艺轻骑队队员们唱着《映山红》，沿着当

年红军走过的挑粮小道，朝着黄洋界拾

级而上，奔赴下一个演出点。

仲秋时节，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

艺轻骑队在江西革命老区为驻军进行主

题服务演出。在 15 天时间里，他们为官

兵开展了 20 场主题服务演出。主题服

务演出以“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

业”为主题，紧密结合部队正在开展的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活动，编排了混声合唱《强

军有我》《人民军队忠于党》《在党的旗帜

下前进》、独唱《照耀》《再一次出发》《天

路》、朗诵《奋斗强军向前方》等形式多样

的节目。官兵反映，演出回响着历史的

回声，铺展开党史军史的壮阔画卷，兼具

思想性艺术性，让大家进一步深化了对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解，更加坚定了勇

担新时代强军重任的信心决心。

一

作为一场主题鲜明的服务演出，演

什么、怎么演是关键。“在接到即将赴江

西方向服务演出任务后，队伍怎么建、路

线怎么走、创作怎么推进……这些问题

就开始萦绕在我们心里。”文艺轻骑队创

作员马骏介绍，在筹备过程中，大家形成

了 共 识 —— 这 是 一 次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凝聚敢打必胜意志、培

育沙场亮剑精神、鼓舞练兵备战热情的

生动实践，要充分发扬轻骑队的优良传

统，将最好的演出状态奉献给部队官兵，

用心用情地走好这次红色之旅。

“ 常 挂 千 家 万 户 的 人 ，冷 暖 放 心

中 ……”文 艺 轻 骑 队 精 心 编 排 了 歌 曲

《照耀》《吉祥欢歌》《再一次出发》等节

目，歌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历史担当，唱出广大

军民携手奋进新征程的豪情壮志。

江 西 是 中 国 革 命 的 摇 篮 、共 和 国

的 摇 篮 ，也 是 人 民 军 队 的 摇 篮 。 为 挖

掘 革 命 历 史 资 源 、赓 续 红 色 基 因 ，文

艺 轻 骑 队 重 新 编 排 了 歌 曲《十 送 红

军》《人 民 军 队 忠 于 党》《映 山 红》《游

击 队 之 歌》等 作 品 。 这 些 经 典 作 品 以

情 景 表 演 唱 、混 声 合 唱 、器 乐 与 演 唱

等 多 种 艺 术 形 式 呈 现 给 官 兵 ，从 不 同

侧 面 展 现 人 民 军 队 永 远 听 党 话 、跟 党

走 的 精 神 风 貌 。 南 昌 某 干 休 所 老 干

部 时 来 亮 曾 参 加 解 放 南 昌 的 战 斗 ，他

感 触 地 说 ：“ 队 员 们 的 歌 声 让 我 们 重

温 了 党 和 军 队 的 优 良 传 统 ，听 到 党 领

导 人 民 军 队 从 胜 利 走 向 胜 利 的 历 史

足 音 。”空 军 某 部 干 部 潘 卓 说 ：“ 这 些

歌 曲 唱 出 了 我 们 从 哪 里 来 、要 往 哪 里

去，非常振奋人心。”

二

15 天 的 演 出 服 务 ，15 天 的 精 神 洗

礼。文艺轻骑队队员们为广大官兵献

上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服务，也收获

了一次次启迪思想的现地教育。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井冈山革命

博物馆、茨坪毛泽东同志旧居、挑粮小

道、黄洋界哨口……江西这片红色热土

拥有众多红色遗存、红色场馆。文艺轻

骑队每到一地就组织队员参观见学。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啰嘿啰嘿，挖

野菜那个也当粮啰嘿啰嘿……”在南昌

八一起义纪念馆，当听讲解员介绍，红

军将士在每天五分钱伙食费都缺乏的

困境下依然坚持战斗时，队员们情不自

禁 地 唱 起 了 歌 曲《毛 委 员 和 我 们 在 一

起》，吸 引 了 众 多 现 场 参 观 者 驻 足 倾

听。先辈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荡

着在场人们的心怀。

“只有自己首先被教育被感动，才

能 更 好 地 用 心 用 情 去 演 绎 作 品 ，从 而

更有效地熏陶和教育官兵”，队员阿鲁

阿 卓 在 心 得 体 会 中 写 道 。 15 天 时 间

里，阿鲁阿卓和队友们一路演出、一路

追光，寻根溯源、砥砺初心。老队员张

仰胜说：“当年刘仁堪烈士在被敌人施

以酷刑后，用脚指头蘸着鲜血，写下了

‘ 革 命 成 功 万 岁 ’6 个 鲜 红 的 大 字 ，这

让 我 很 受 震 撼 ，真 切 感 受 到 了 信 仰 的

力量。”

在 一 场 场 演 出 中 ，队 员 们 将 参 观

见学所感受到的“震撼”和“力量”融入

节目，感染更多官兵。混声合唱《强军

有我》气势磅礴，唱出官兵强军报国的

青春誓言 ；朗诵《奋斗强军向前方》以

细 微 的 描 写 和 澎 湃 的 激 情 ，表 达 广 大

官兵“用热血浇铸钢铁长城、用青春谱

写时代华章、用胜利换取山河无恙、用

生命守护人民安康”的使命担当；混声

合唱《在党的旗帜下前进》讴歌官兵追

寻 光 荣 足 迹 、奋 进 接 力 一 路 前 行 的 决

心意志……

三

为强军服务、为基层服务、为官兵

服务，是文艺轻骑队永恒的使命。在这

次演出中，这一点得到鲜明彰显。

在 演 出 内 容 上 ，他 们 突 出 表 现 基

层 火 热 生 活 、赞 颂 广 大 官 兵 昂 扬 的 战

斗精神。男声独唱《我们正年轻》《铁

血 战 士》《小 白 杨》、舞 蹈《我 和 班 长》

《天边》《迷彩旋风》、情景表演唱《打靶

归来》《青春力量》《这就是军人》等节

目，或描写广大官兵献身强军、岗位建

功 的 使 命 意 识 ，或 展 现 一 线 官 兵 苦 练

硬功、有我无敌的战斗精神，或赞颂战

友 之 间 甘 苦 与 共 、心 手 相 连 的 革 命 情

谊，或刻画当代军人胸怀家国、铁血柔

情 的 丰 富 内 心 世 界 ，受 到 部 队 官 兵 的

好评。

同时，文艺轻骑队注重精准服务，

有针对性地开展演出、教唱歌曲等，使

主 题 服 务 演 出 更 加 贴 近 基 层 、贴 近 兵

心 。 在 火 箭 军 某 旅 演 出 ，他 们 编 排 了

情景表演唱《发射前夜》《点火》，让官

兵 感 受 火 箭 腾 空 时 排 山 倒 海 的 气 势 ；

在空军某部演出，他们排演了歌曲《我

爱祖国的蓝天》《空天时代》《威龙》等

节 目 ，赞 颂 空 军 官 兵 搏 击 长 空 的 远 大

抱负；在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演出，他

们演唱的《祖国不会忘记》，展现官兵

“做隐姓埋名人 ，干惊天动地事 ”的精

神特质；在武警部队，他们编排了情景

表演唱《突破极限》《这就是军人》等节

目 ，生 动 表 达 武 警 官 兵 强 军 路 上 铸 忠

诚、担使命的精神本色……“很多作品

是文艺轻骑队队员和我们战士一起演

唱的。演出时，他们走到台下，与大家

一起歌唱 ，格外振奋人心 。”火箭军某

旅战士刘杰说。

这样的精准服务，演出的节目灵活

机动、随时变化，要求队员们必须具有

较强的综合应变能力。队员唐小茹说：

“某次演出中，我们小组有 7 首歌曲是现

加现演的。而且演出过程中，场地一直

在变动，我们要不断装台卸台，还要保

持演出质量不变。我深刻体会到，作为

军队文艺工作者，要做好为兵服务，就

必须具备过硬本领。”

走进赣鄱大地—

强军心声在这里交融
■黄志凡 乔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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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8月的一天，我的家乡四川巴

中满山开遍了芳香的桂花。吃过早饭，

我和十几个同乡一起，到 10 多里远的渔

溪寺参加了红军。那一年，我刚 9岁。

我因年龄太小，被送到军里的“新剧

团”，跟随宣传队一起演出节目、鼓动宣

传。红军所在的地方，时时处处都有歌

声，使人感到乐观、愉快。人们从歌声中

获得精神力量，对革命充满胜利信心。红

军中的文艺工作者，总是那么善于反映红

军的生活和配合战斗任务。长征开始后，

我们特别注重行军中的鼓动工作与瓦解

敌军工作。在行军途中，在大家疲劳的时

候，人们总能听到宣传队的锣鼓声、宣传

员们的歌声和喊话声。“同志们，莫掉队，

翻过山去就有大米吃！”“同志们，加油啊，

前面不远就是宿营地！”这些指战员们所

熟悉的喊话声，从川北到川西，从雪山到

草地，一路上都伴随着部队前进。

1935 年 9 月，我们进了草地，穿着单

衣，经受着暴风、寒雪、饥饿、疲劳和疾病

的折磨及敌人骑兵的偷袭。但大家依然

充满胜利信心和乐观情绪。新剧团和宣

传队的同志们更是十分活跃，不辞艰辛地

进行着行军中的鼓动工作。我们一路上

敲锣打鼓，为部队唱歌，表扬好人好事，喊

鼓动口号。我们还积极展开创作和教歌

活动。那首鼓舞斗志的《打刘湘歌》我记

忆犹新：“莫打鼓儿莫敲锣，听我唱个作战

歌，摆开队伍打刘湘，一个要打他五个。”

过草地时，我们多次遭到敌人骑兵的

袭击，后来我们也组建了骑兵队伍，并在

部队普遍进行打骑兵的教育。在行军中

和宿营地，我们广泛教唱《打骑兵歌》：“指

挥员和战斗员们，努力学习打骑兵啊……

勇敢坚定，确实相信手中武器，一分一秒

不要放松，准备战斗打骑兵。”

过草地时，大家的干粮十分缺乏，

不得不一边行军、一边寻找野菜充饥。一

天，宿营后，营里打了一头野牛。我们每

个人都分到一小块牛肉。大家舍不得吃，

就带在身边作干粮。各排把分到的牛骨

集中起来熬汤，把牛皮烧熟，与野菜、青稞

煮在一起，全排在一起吃了一顿牛骨、牛

皮汤熬野菜。大家一边吃，一边高兴地唱

起了《吃牛肉歌》：“牛肉本是好东西啰喂，

不会错呀！吃了补养人身体呀，咳当真！”

我们红军宣传理想，也以自己的生

命和热血为理想奠基。长征路上的生

活，令我刻骨铭心。

1936 年的一天，我忍受着饥饿与疲

劳，正沿着河流前进，追赶我们的队伍。

中午时分，前面忽然传来一阵阵清脆、甜

美的歌声，是一位女同志唱的《慰问伤病

员歌》。我还记得几句：“一劝伤病员，同

志们啰喂，你们在前方杀敌人啰，你们作

战最勇敢啰喂，光荣负伤为人民啰。亲

爱的同志呀，光荣负伤为人民啰……”

我迎着歌声走去，前面河边有一片

树林，我们的担架队和伤员正在树林里

休息。一位女同志一边烧水一边为伤员

们唱歌。她一下就认出了我，问我怎么

掉队了。她也是新剧团的，比我大七八

岁，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好像知道

我饿了，抓了两把青稞给我，说：“快吃了

赶队去！”我感激地谢过这位姐姐，又继

续朝前走去。

刚离开担架队和伤员没多远，忽然响

起一阵急促的枪声！我抬头一看，一股敌

人的骑兵正朝我飞奔而来，我立即转身钻

进旁边的灌木林中。骑兵过去了，我钻出

灌木林，又回到担架队和伤员休息的地

方。满地是鲜血，大家都牺牲了。我高声

喊着：“姐姐！姐姐！”嗓子喊哑了，也没人

答应，回答我的只是大地的沉默与河里的

流水声……

作者简介：张星点，四川巴中人，

1924 年 2 月出生，1933 年 8 月加入红

军。1939 年到延安烽火剧社学习。曾

任兰州军区文工团音乐教员和创作组

长。2018年 2月逝世。

（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

选编·红军时期》）

刻骨铭心的记忆
—忆长征路上

的“新剧团”

■张星点

“千千万的脊梁迎着朝阳，强军思想

召唤梦想……”金秋时节，科尔沁草原东

部，一场文艺演出在铿锵旋律中拉开帷幕。

天空作背景、大地为舞台，音乐快

板、情景剧、诗朗诵、舞蹈轮番上演，陆

军第 82 集团军“冲锋号”文艺小分队用

官兵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主题教育内容融入文艺节目，点燃

了驻训官兵热情。

“二十大精神暖兵心，党的初心映征

程……”快板《万山红遍》将党的二十大

报告内容融入台词，穿插以曲艺、舞蹈，

让节目更加生动活泼。“穿越一座座英雄

丰碑，我看到了他们坚毅的执着……”诗

朗诵《追寻最可爱的人》将集团军各部队

光荣历史融入其中，让官兵在跨越时空

的“思想连线”中感悟忠诚信仰的力量。

歌曲《理想照耀的地方》《人民江山》、舞

蹈《冲 向 硝 烟》、情 景 剧《在 新 的 征 程

上》……训练场上，装甲车旁，一场场演

出灵活展开。小分队结合部队驻训特

点，运用“快闪”“互动演出”等方式，将精

心编排的节目送到官兵身边。

“演出要想得到官兵认可，就要在

作品的内容上下功夫。”小分队队长郭

娅说。创排节目期间，为了更好地将理

论热点融入文艺节目，小分队每天安排

专门的理论学习时间，大家一起深钻细

研。在此基础上，他们提炼出“听党指

挥”“人民至上”“强军成就”“发扬斗争

精神”等创作主题。他们还深入各单位

搜集素材，从历史沉淀和官兵生活中寻

找创作灵感，努力创作有兵味、有战味、

有趣味、有意味的文艺节目。

“咱老百姓就认准一个理：谁把人民

放在心上，人民就会把他高高举起。”小品

《放在心间》中，“老大爷”发自内心的一句

话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小品讲述了某

旅“红三连”“钢八连”在举行连旗接力比

武、争夺第一的紧要关头，突遇暴雨，他们

共同决定暂停接力比武，一起先帮驻地老

大爷抢收粮食，比赛哪支连队收得快、收

得多，让老大爷备受感动的故事。节目场

景鲜活，兵味浓郁，生动彰显官兵与驻地

群众的鱼水情深，赢得官兵好评。

“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真情。”该小

品编剧董成刚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扉页

上，记录着他的创作心得。“这个小品我

是以‘坚持人民至上’为主题，由真实发

生的故事创作而成”，董成刚说，“那些

‘鲜活’‘生动’的东西，是没法坐在家里

编出来的。好的构思和灵感只有扎在

真实生活的泥土里，才能生出好作品。”

小品收获的热烈掌声证明了这一点。

“战士谭森，在旅军事体育运动会

上创造了仰卧起坐新纪录！”微课宣讲

《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把目光聚焦到官兵身边人、身边事，用

鲜活的事例、平实的语言，将理论宣讲

与备战打仗紧密结合，赢得官兵喝彩。

随后上演的歌伴舞《冲锋战歌》，用快节

奏的鼓点带来浓郁战味。大屏幕上，官

兵参加抗洪抢险、演习拉练、比武考核

的一幕幕精彩瞬间滚动播放，令人热血

偾张。两个节目相互配合，从官兵生活

视角生动阐发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坚

持发扬斗争精神”的深刻内涵。

用生动的文艺节目传达深刻的思

想理论、将传统的吹拉弹唱升级为有趣

的情景课堂，是该小分队一直努力的方

向。相声《军营“食”事》通过“食事”“实

事”“时事”3 个谐音词，讲述连队伙食改

善的故事，以小见大赞颂强军成就；小

品《特产普拉斯》用诙谐幽默的表演，表

现连队官兵争相讲述红色故事、激发战

斗热情的场面 ；联唱表演《野营嬉雨》

《冲锋宣言》《绽放的青春》以“冲锋”为

主题，展现官兵听从党的号召、将青春

融入强军实践的火热情怀。

“ 一 流 的 目 标 在 前 方 ，阔 步 向 前

方！”演出在合唱《强军新时代》中落下

帷幕。草原的星空下，官兵纷纷和队员

们合影留念，久久不愿离去……

汇聚草原星空下—

“冲锋号”在这里响起
■李静阳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宏畚

文艺轻骑兵风采录
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队”，历来是军事文艺的重

要使命。在全军巩固深化第一批主题教育，精心组织第二
批主题教育，扎实抓好“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教
育实践活动之际，各级文艺轻骑队用艺术形式生动传播党

的声音，如星火闪亮在各地军营，不断点燃官兵的热血情
怀。那一首首激昂战歌，回荡在祖国壮美山河，也深深印
刻在官兵心里。

——编 者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在江西革命老区为驻军进行主题服务演出。图为他们为武警江西总队某支队官兵演出现场。 陈臻誉摄

陆军第 82集团军“冲锋号”文艺小分队为官兵演唱《冲锋宣言》。 郭 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