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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发展强军文化，离不开一支坚

强有力的文化人才队伍。其中，来自基

层、服务基层的文化骨干是这支队伍的

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建强基层文化人才

队伍，充分发挥他们在基层文化建设中

的“酵母”作用、骨干作用，是大家关注的

话题。

近年来，南部战区陆军深入开展基

层文化骨干培育工作，探索培养路径，

拓宽培养路子，创新培养方法，培育出

一批批综合能力较强的基层文化骨干，

有力推动了基层文化建设。这些基层

文化骨干如同一簇簇“星火”，遍布座座

军 营 ，助 推 着 强 军 文 化 的 火 焰 燃 得 更

久、更热、更旺……

一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红一方面

军宣传队为战士们表演了活报剧《活捉

敌师长》，极大鼓舞了士气；在抗美援朝

战场上，文工队队员不惧危险，哪怕穿越

层层封锁线，也要坚持到前线坑道里，给

战士们送上慰问演出；在和平建设时期，

文化服务队结合部队任务特点创演，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向战而行，为兵而歌。可以说，自我

军建立之初，基层文化骨干就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时至今日，他们依旧活

跃在火热基层一线。

“全连官兵浴血奋战，以刺刀和手

榴弹与敌军拼杀，连续打退敌人 7 次进

攻，守住了阵地……”训练间隙，一台情

景 剧 正 在 第 74 集 团 军 某 旅 训 练 场 上

演。该旅文化骨干将英雄先辈的战斗

故事，精心编排成情景剧，赢得台下官

兵阵阵掌声。

近年来，该战区陆军依托基层文化

骨干队伍，积极开展战地文艺创演，组织

“用战争的眼睛看和平积弊”“穿越时空

的对话”交流课、“军史馆里话军魂”云课

堂、强军故事分享会等文化活动，活跃了

基层文化氛围，促进了基层文化建设。

基层文化服务于部队建设、服务于

官兵成长，其组织形式也伴随着当前部

队特点，以更多新姿态亮相。在此过程

中，基层文化骨干的作用发挥也有了更

多途径和形式。

在该战区陆军，有一支名为“星火南

疆”的文艺小分队。自组建以来，他们为

兵服务的身影常常活跃在官兵身边。

他们来到驻守老山主峰的部队，瞻

仰老山主峰陈列馆，领悟老山精神，将一

代代老山官兵“与山为伍，驻守边关”的

感人事迹融入节目，生动展现官兵扎根

边防、矢志强军的精神风貌，引起官兵广

泛共鸣。

在南帕山某哨所，文艺小分队队员

闫铭钰发挥特长，现场为官兵作画，将他

们守卫祖国边疆的情景用画笔定格，让

温情和感动在南帕山官兵心中涌动。

“虽然我们演出了很多场，但每一场

都是独一无二的。每到一个单位，我们

就将该单位的历史、特色等融进节目内

容，创作排练出贴兵情、暖兵心的节目。”

闫铭钰介绍。

官兵长期处在练兵备战一线，精神

状态高度集中，文化演出如同一阵阵春

雨，滋润着官兵的心田。心贴心、心连

心、心交心，基层文化骨干用真情服务赢

得了基层官兵的认可。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老山表演时，突

然天降大雨。为了保证演出效果，大家

坚持在雨中表演。结束后，官兵很快就

送来了他们熬煮的姜汤，让我们心里感

觉很温暖。”闫铭钰说道。

如今，该战区陆军不少单位都建起

了自己的文艺小分队。基层文化骨干们

以寓教于乐、寓教于理的方式，引导着官

兵培塑理想信念、端正价值追求，用丰富

多彩的文化产品满足官兵多元化文化需

求、激发官兵敢打必胜的血性豪情，对增

强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

二

小雪时节，叶上白霜。

“我爱祖国的蓝天……”桂中腹地，

洪亮雄壮的歌声透过教室窗户传出。我

们寻着声音朝里望去，发现一名空军教

员正带着一群陆军学员歌唱。

这是发生在该战区陆军组织开展的

基层文化骨干集训中的一幕。

在这次集训中，数十名军内外各领

域的专家被邀请到课堂。他们围绕文艺

创演、歌唱舞蹈、晚会编排等内容，结合

自身工作经历，与基层文化骨干展开交

流。这其中，既有“听了就能懂”的理论

知识，又有“拿来就能用”的实践要领，新

颖的课堂教学内容让学员们听得津津有

味，获得广泛好评。

“邀请不同领域的文化教员提供‘一

站式’授课，既能有效提升学员的专业素

养，又能拓宽学员的眼界。”该战区陆军

政治工作部宣传处倪波说。

基层文化骨干的成长，需要不断吸

收新的文化养分；对基层文化骨干的培

养，需要“请进来”“走出去”，加强交流互

动。近些年来，该战区陆军组织的多次

培训中，都注重将专家教员请进课堂，为

集训学员传授丰富多彩的文化知识。同

时，他们根据学员自身特长，广泛开展互

教互学，让交流碰撞出的“思想火花”助

力人才成长。

采访时，我们看到舞台中央，一场由

学员自导自演的舞蹈剧正在紧张排练

中，精彩的动作设计、青春时尚的配乐让

人耳目一新。负责编排节目的是此次集

训队学员石晶晶。来集训之前，她曾多

次在旅里的文艺晚会中演出。作为舞蹈

剧的组织者，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在交流中发现，想要成为一名

合格的基层文化骨干，编排好一场节目、

完成好一次策划是必修课。”排练间隙，

石晶晶向我们介绍，在营连组织的晚会

中，由于人手有限，往往基层文化骨干自

己既是策划者，又是表演者，还是保障

者，因此必须具备“全域”能力，要做到能

自导自演一出“戏”。

把需求当导向，用任务来牵引。与

以往的集训不同，此次集训结业考题，就

是以学员为主体，编排一台面向基层官

兵的文艺晚会。

受领结课任务后，石晶晶等人一开

始也不知从何着手。众人拾柴火焰高，

集训学员们经过协商，决定充分发挥自

身特长，划分保障组、舞蹈组、导演组等

多个组别。大家互帮互助，在实践中磨

砺锻炼。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

台主题为“快乐军营、打仗的兵”的晚会

新鲜出炉。此后，学员们还先后为多个

单位官兵送去汇报演出，赢得官兵好评。

最后一场汇报演出结束后，晚会主

持人、集训队队员郭莹莹在朋友圈写道：

“会永远记得，今晚星空璀璨。”她难以忘

记，当天晚会现场，官兵用手中的荧光棒

为集训队学员们点亮了一片“星空”。

“集训回去后，我要继续做一颗夜空

中闪耀的星。”郭莹莹说。

从节目参与者到晚会组织者、从课

堂理论到创作实践，参训的学员在一次

次挑战中成长，实现能力素质的提升，也

进一步感受到作为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意

义与价值。

三

因为既能写得一手好字，又会画画，

某训练基地战士罗远杭是单位有名的文

化骨干。“每次有出板报的活，大家第一

个想到的一定是我！”他自豪地说。

然而，一次经历却让他“受到打击”。

又是一年入伍季，单位里想营造欢

迎新同志加入大家庭的温暖氛围，组织

人员开始进行文化氛围布置，罗远杭再

次当选黑板报的“执笔人”。

但新兵入营那天，他的作品却没了

往日的吸引力，新兵们都被一旁颇具现

代感的海报所吸引。

“新鲜血液的注入，一方面给军营带

来活力，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

难度与挑战。”该训练基地政治工作部领

导说。如今，越来越多的“00 后”官兵步

入军营，并逐渐成为主体。他们从小学

习接受的文化更加多元，自身兴趣爱好

也十分广泛。

基层文化建设必须面向基层、面向

官兵。基层文化建设要满足基层官兵的

精神文化需要、促进官兵全面发展，必须

随着官兵特点的变化而变化。基层文化

骨干队伍的培育方向和重点，也要因此

有所转变。

为此，该训练基地专门开展“强骨

干”活动，开设多门文化课程，多次组织

技能讲堂，着力打造一支理论上有功底、

宣传上有招法、教育上有思路的基层文

化人才队伍。

“老骨干更要加强学习才能跟上时

代。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现在有

了努力的方向。”走出培训班的罗远杭

说。在培训中，他学习了图片处理等软

件的使用方法，决心将自己的绘画优势

与科技手段相结合，争取再次创作出受

欢迎、有影响的作品。

人 才 培 养 是 个 系 统 性 的 长 期 工

程。建强基层文化队伍后，更要懂得如

何使用，才能充分发挥基层文化建设效

能。这是该战区陆军在长期实践中得

到的经验。

皎洁月光下，数只“雄狮”随着激昂

鼓点舞动，活灵活现。近日，在某旅某营

组织的“欢送老兵”退伍晚会上，一场官

兵自己带来的精彩舞狮表演，点燃现场

气氛，让官兵拍手叫好。

“舞狮是我们营颇具特色的表演节

目之一，每次上台演出总能掀起一波高

潮 。”该 节 目 负 责 人 、文 化 骨 干 文 一 峰

说。但在几年前，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出

现了晚会节目没人报、台上表演没人看

的情况。怎样调动官兵兴趣，让精心准

备的文化活动达到应有效果，成为该旅

党委一班人思考的问题。

通过蹲点调研、问卷调查和谈心交

心工作后，他们从“基层回音”中看到了

不足：节目形式过于单一、表演方式不够

新颖、特色不够鲜明……

对 此 ，他 们 积 极 开 展“ 一 营 一 品 ”

活 动 ，按 照 机 关 指 导 、营 连 主 抓 的 方

式 ，支 持 每 个 营 每 年 聚 力 打 造 一 个 叫

得 响 、演 得 好 的 特 色 品 牌 节 目 。 这 既

可 以 避 免 节 目 形 式 老 套 、内 容 不 精 的

问 题 ，又 可 以 用 任 务 牵 引 的 方 式 为 基

层 文 化 骨 干 搭 建 平 台 ，不 断 提 升 他 们

的能力素质。

“我们驻地位于岭南，受当地民俗

文化影响，许多官兵每逢过节都能看到

舞龙舞狮活动，久而久之，便对舞狮这

一 传 统 文 化 表 演 活 动 产 生 了 浓 厚 兴

趣。”该营教导员介绍，在此基础上，他

们主动邀请地方专业舞狮人员前来授

课，以营连文化骨干为“骨架”组建舞狮

队，成功将舞狮打造为该营特色品牌节

目之一。

“既要压担子，也要给平台。”该旅宣

传科科长说，他们注重基层文化骨干培

育工作，不仅对人才队伍进行系统性、周

期性培训，更努力搭建各类舞台，让文化

骨干有更多“亮相”机会，同时吸引带动

更多官兵参与文化活动。

如今，众多基层文化骨干活跃在群

众性军营文化活动的组织一线、演出一

线，以官兵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官兵风

采、传递文化力量。军营文化的“星星之

火”，正在基层沃土燃得热烈而闪耀。

（版式设计：周永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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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钧 罗 彬 杨明宜

强军文化观察

本期关注：基层文化骨干培育

南部战区陆军基层文化骨干广泛开展文艺创演、为兵服务等活动。图①：“星火南疆”文艺小分队参加上级组织的联合慰问演出；图②：某部文化骨干演出音乐小

品《班长的秘密》；图③：“星火南疆”文艺小分队为驻训官兵送去慰问演出；图④：某部文化骨干演出舞蹈《站在草原望北京》。 万 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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