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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东部战区海军“东海强军

文 化 先 锋 艇 ”综 合 服 务 队 搭 乘 武 夷 山

舰，乘风破浪穿梭在座座小岛之间，先

后赶赴 20 余个小散远直单位及高山海

岛 部 队 ，开 展 综 合 服 务 活 动 。 服 务 活

动 涵 盖 理 论 宣 讲 、文 艺 演 出 、器 材 赠

送、文化技能培训等 10 个暖心惠兵项

目。队员们上高山、下海岛、进舱室、

走 战 位 ，用 真 情 服 务 赢 得 官 兵 点 赞 欢

迎，提振了部队士气，点燃了练兵备战

热情。

一组数据记录了他们暖兵心的服

务成果：开展慰问演出 27 场次，组织理

论授课、技能培训 30 场次，现场创作书

画 400余幅，赠送文体器材近 400件……

一

东海绵延不绝的海岸线上，小岛星

罗棋布，高山巍峨耸立。服务队一行把

党的创新理论送到战位，让党的声音传

遍高山海岛。

“党的创新理论是强军文化最本质

和最精华的瑰宝，也是构筑新时代革命

军人灵魂世界的支柱……”某雷达站学

习室内，服务队队员、海军优秀政治教

员唐粟结合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为官

兵进行理论辅导。课后，官兵还收到了

综合服务队送上的《如何读懂中国共产

党》《学习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等理论书籍。

“ 能 打 仗 、打 胜 仗 ，醒 目 的 大 字 闪

闪亮 ；能奉献、敢担当 ，誓为祖国守海

防……”队员们将理论要点、党史军史

等 内 容 融 入 节 目 编 创 ，精 心 创 作 快 板

《强军路上谱新篇》、情景舞蹈《英雄赞

歌》等节目，受到官兵欢迎。

二

“冲冲冲、向前冲，听党指挥非凡英

勇”“说打我就打，说干我就干，强军指

引听从党召唤”……一首首战斗歌曲洋

溢着时代气息，激荡着壮志豪情，如同

声声擂响的鼓点，激发官兵苦练打赢本

领的战斗热情。

有一个观通站，驻守在东极列岛最

东端的东福山岛上。海岛面积仅有 2.95

平方公里，被当地渔民称为“风的故乡、

雨的温床、雾的王国、浪的摇篮”。站里

官兵常年在艰苦寂寞、气候恶劣的环境

中坚守战位、守望祖国海空。

综合服务队克服连续换乘带来的

不便，携带慰问品上岛服务。这也是该

综合服务队第 5 次走进该站。山还是那

座山，海还是那片海，不变的还有一年

又一年队员们为兵服务的初心和守岛

官兵对队员们的热诚期盼。

碧海晴天为幕，营房空地为台。一

上岛，队员们顾不得休整，立即搬器材、

搭舞台，以战斗状态投入慰问演出。《东

海战歌》《当那一天来临》《我要胜利》等

歌曲，旋律铿锵、激昂豪迈，唱出了官兵

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精神风采；小品

《钓鱼》以风趣幽默而富有启示意义的

表演，引导官兵进一步强化防间保密意

识；《美丽中国》意蕴深远、旋律优美，深

情歌颂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

“踏浪而来为兵歌，战友情谊似海

深……”在队员们真情演出感染下，该

站军士张旭泽自发走上舞台，表演快板

《情暖“战士第二故乡”》。质朴的话语，

传递出守岛官兵对队员们发自内心的

认可。

“节目接地气、提士气”“很振奋，也

很受感动”……在一个个演出现场，记

者频频看到官兵眼角的泪水和挥舞的

手臂，听到官兵跟唱与阵阵掌声，热烈

的气氛让人心潮澎湃。演出间隙，队员

们还见缝插针，赶赴一个个值班点位，

为因站岗值班等不能到场观看演出的

官兵献上“专场 ”表演。没有灯光、音

响，队员们依然热情高涨，官兵点啥就

唱啥。山海间，服务队队员和战友们手

牵手同歌共舞，歌声激情飞扬……

“一个节目就是一次战斗动员，一

场 演 出 就 是 一 次 出 征 誓 师 。” 负 责 文

艺 演 出 的 服 务 队 队 员 张 亮 介 绍 。 此

前 ，他 们 精 心 了 解 每 个 服 务 点 位 的 实

际情况，紧贴部队练兵备战主旋律，精

心编排了 20 多个聚焦打仗、贴近官兵、

战 味 浓 郁 、格 调 高 昂 的 文 艺 节 目 。 到

达 部 队 后 ，服 务 队 还 根 据 现 场 活 动 情

况 ，及 时 调 整 节 目 内 容 、设 计 互 动 环

节，让每个单位都有专属节目单，竭力

把 优 质 服 务 送 到 基 层 最 末 端 、军 事 斗

争准备最前沿。

三

“无人机航拍器 1架、架子鼓 1套；点

歌机 1 台、投影仪 2 台、椭圆机 2 台……”

记者翻看一张张物品发放清单，只见上

面详细记录着服务队为各个服务点位

准备的文体器材。

“官兵生活需要什么，我们就千方

百 计 补 充 什 么 ；基 层 文 化 建 设 缺 少 什

么，我们就想方设法提供什么，力求做

到精准服务。”服务队队员常乐说。据

了 解 ，综 合 服 务 队 在 出 发 前 主 动 了 解

服 务 单 位 特 点 和 官 兵 需 求 ，根 据 现 实

需求推行“菜单式 ”服务 ，有的放矢筹

措器材。

“每一个和弦、每一组乐段，都要连

贯、精准……”武夷山舰学习室内，服务

队队员兰永庆利用航行间隙，为舰上爱

好乐器的官兵传授演奏技巧。

“要可持续地丰富高山海岛部队文

化生活，就要注意增强基层官兵开展文

化活动的‘造血’功能。”这是服务队的

共识。服务中，队员们在基层文化活动

组织开展、文艺骨干培养、文艺创演等

方面对官兵进行指导帮带，努力做到服

务一路、帮带一遍、提高一片。队员周

小燕结合《东海战斗组歌》学唱传唱活

动，对基层文艺骨干进行强化辅导，帮

助他们掌握乐理知识和教歌技巧；书画

创作员赵建华、陈茂捷、刘国泰等队员，

既根据官兵需求，加班加点创作书画作

品，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授国画、书

法技艺。某观通站干部杨柳说：“服务

队既心贴心送关怀、送温暖、送服务，又

面对面教方法、传技艺、抓帮带，这样的

服务太周到了。”

向 战 而 行 为 兵 歌 ，一 步 一 履 总 关

情。一年又一年，“东海强军文化先锋

艇”这一东部战区海军强军文化建设品

牌，像一曲跃动在浪尖的交响曲，赏心

悦目、催人奋进。几年来，该综合服务

队足迹遍布上百个小散远直单位，服务

官兵、家属和驻地民众几万余人次。他

们紧跟时代、紧贴部队，在服务强军、服

务 基 层 过 程 中 ，持 续 激 发 官 兵 矢 志 强

军、建功军营的动力。

一路走来，队员们身着迷彩、扛着

队旗的身影，行进在高山之巅、风里浪

里 ，也 铭 刻 在 望 海 守 岛 的 水 兵 心 中 。

每 次 离 开 服 务 点 位 时 ，官 兵 和 队 员 们

都难舍难分，握手、拥抱，以歌作别，以

情相送。“你们还会再来吗？”面对战友

们 期 待 的 眼 神 和 询 问 ，队 员 们 纷 纷 表

示：我们一定会再来。为兵服务，没有

尽头。

东部战区海军组织“东海强军文化先锋艇”综合服务活动—

向战而行为兵歌
■本报特约记者 代宗锋 通讯员 高卓妍

冬日北疆，寒意凛人。新疆军区某

红军团礼堂内气氛热烈。一场以“红心

向党，强军路上当先锋”为主题的故事会

正在进行。

“那次参加上级比武时，我们每名参

赛 队 员 都 要 负 重 25 公 斤 进 行 长 途 奔

袭。最后时刻，我咬紧牙关拉着精疲力

尽的战友一同冲过终点……”二级上士

付馨程首个登场，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

荣誉的背后，有动人的故事。付馨

程是该团“战斗英雄班”班长，多次在比

武中夺冠。通过他的讲述，一个个加班

苦练的场景、奋勇拼搏的瞬间，呈现在官

兵眼前，让大家感受到奋斗的力量。

“在除夕夜站岗执勤时，我望着漫天

繁星，对军人的职责使命有了更深的感

悟……”随后登场的是中士郭崇斯。他以

《站住，口令！》为主题，讲述自己作为普通

一兵在平凡岗位上的点滴故事和成长感

悟。入伍之初，郭崇斯曾感到军营生活单

调乏味，一度产生思想波动。但是在一次

次站岗执勤中，他发现每当哨位周围出现

情况时，一同站岗的班长总能第一时间发

现并大声喊出：“站住，口令！”班长对职责

岗位严谨认真的态度打动了他。

“我觉得，扎根本职岗位、默默奉献，

同样是在建功军营，同样是我们军人本

色的体现。”郭崇斯质朴的话语，搭配屏

幕上播放的他入伍前后照片对比，让官

兵更加直观地感受如何在本职岗位上成

长为一名合格军人。

“以兵言兵语讲述兵情兵事，比起灌

输式教育产生的效果要好得多。”该团领

导介绍，在年终岁尾之际，他们遴选多名

年度表现优秀官兵登台讲述强军故事，

以群众性教育的方式，激励更多官兵立

足本职、建功军营。

“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这是我

们在‘兵之初’都听过的一句话。我们是

否都能坚持做到？”中士孙剑锋走上讲

台，带来一个提问，引发在场官兵思考。

随后，他分享了自己多年来“坚持做一个

好兵”的经历。“人生不息，奋斗不已。不

挑战自己，怎能突破极限……”孙剑锋的

拼搏故事，感染了现场官兵。

故事会结尾，基层官兵登台演出原

创情景剧《炊事班的故事》，生动体现普

通岗位也能干出成就的道理，赢得全场

官兵的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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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阳光，洒在福建上杭才溪的

那座亭子上。亭顶镶着鲜红的五角星和

镰刀斧头标志，下方中央是毛泽东同志

题写的“光荣亭”3 个金色大字，熠熠生

辉。绕亭一周，我驻足凝视拱门上方镶

嵌的龙狮奔马、梅兰竹菊等浮雕，思绪

不由得回到那难忘的峥嵘岁月。

那 是 值 得 才 溪 人 骄 傲 的 一 段 历

史。1928 年 5 月，才溪建立起党支部，

在才溪人民心中燃起希望之光；1929 年

7 月 21 日，才溪举行武装暴动，同年 9 月

建立才溪区苏维埃政府，为才溪人民打

开一片新天地；1930 年到 1934 年间，才

溪人民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扩红支

前、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被

誉为“中央苏区模范区、模范乡”。

为表彰才溪人民在苏区建设中的

光辉业绩和突出贡献，福建省苏维埃政

府授予其“福建省第一模范区”光荣称

号，并于 1933 年春，拨出专款兴建“光荣

亭”。亭正中竖立一块光荣牌，上面写

着“我们是第一模范区”几个苍劲大字，

满溢光荣感、自豪感。1934 年夏天，上

杭反动民团进犯才溪，“光荣亭”被损

毁。新中国成立后，才溪人民重建“光

荣亭”。毛泽东欣然挥笔，为其题名。

2013 年，“光荣亭”被国务院公布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党史专家考证，毛泽东为亭子题

名，在全国仅两处，一处是湖南长沙的

“ 爱 晚 亭 ”，另 一 处 便 是 才 溪 的“ 光 荣

亭”。站在“光荣亭”前，回望发生在这

片土地上的革命历史，我们更加体味到

“光荣”的含义和分量。

才 溪 留 下 了 伟 人 光 辉 的 足 迹 。

1930 年 6 月和 1932 年 6 月，转战闽西的

毛 泽 东 曾 两 次 深 入 上 杭 县 才 溪 乡 调

研，指导苏区的各项建设。1933 年 11

月，毛泽东第三次来到才溪乡，调查了

解 才 溪 乡 在 扩 大 红 军 、政 权 建 设 和 经

济 文 化 建 设 方 面 的 模 范 事 迹 ，总 结 典

型经验，指导全局工作，同时为即将召

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做准

备。如豆灯下，一场场座谈会上，他与

群众促膝交谈；泥泞路上，一次次走村

串 户 ，他 实 地 查 看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情

况 。 对 才 溪 三 次 调 研 后 ，毛 泽 东 对 如

何 以 经 济 建 设 配 合 政 治 动 员 、如 何 扩

大 红 军 、如 何 加 强 政 权 建 设 文 化 建 设

等 问 题 ，有 了 更 多 深 刻 的 认 识 。 他 写

出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为共产党人

如 何 搞 好 调 查 研 究 、如 何 动 员 群 众 开

展革命斗争，提供了范本。

才溪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当

年在闽西革命斗争中，才溪乡有 3400 多

人参加红军，占当地青壮年总数的 80%

以上。才溪乡在册烈士 1192 名，是名副

其实的“军属之家”“烈士之乡”。他们

中，有“红色三兄弟”——林金堂、林金

森、林金香。为了革命事业，三兄弟相

继走上前线，又相继牺牲在战场。他们

中，有深受群众爱戴的才溪东里乡苏维

埃主席——阙桥书。在妻子惨遭敌人杀

害后，他边抚养幼小的女儿，边坚持革命

斗争。一次在躲避敌人搜山“围剿”时，

他带领 30 多名乡亲隐蔽在山谷中。不

料，敌人的枪声惊醒了他怀中的女儿。

为了防止女儿的哭声引来敌人，他紧紧

捂住了孩子的嘴巴……孩子夭折没多

久 ，阙 桥 书 也 为 革 命 流 尽 了 最 后 一 滴

血。英雄热血写春秋。像这样壮烈的故

事，在闽西，在才溪，还有很多……

才 溪 传 颂 着 苏 区 干 部 的 好 作 风 。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着草鞋闹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这 首 山 歌 ，生 动 讴 歌 了 当 年 苏 区 革 命

干部的优良作风。当时才溪区干部出

门 随 身 只 带 一 个 公 文 包 和 一 个 饭 包 ，

每天 1 角 5 分钱菜金，吃自己带的饭，

不给群众添麻烦。苏维埃政府给红军

家 属 发 优 待 证 ，干 部 下 乡 主 动 帮 助 红

军家属耕地、灌溉、收粮、砍柴等。才

溪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打造了“第

一等工作”的名片，为扩大红军队伍、

巩固苏维埃红色政权打下了坚实的群

众工作基础。

才溪乡的西面，有个本叫衰坑的小

村庄。1933 年 11 月下旬，毛泽东到才

溪乡进行社会调查时，了解到衰坑暴动

前后的情况，说：“有这么多人参加红

军，各项工作又搞得这么好，怎么会衰

呢？有共产党领导，以后会更加兴旺发

达起来。衰坑这个名字不好，我看，不

如改为发坑吧！”当地群众一听，都觉得

改得好。1934 年 1 月，《才溪乡调查》发

表 了 ，毛 泽 东 把 衰 坑 的 新 村 名 —— 发

坑，正式写进了这篇光辉著作。

如今，发坑村大发展，已经成为当

地乡村振兴的典型代表。不只是发坑，

现在的才溪到处“旧貌换新颜”：一幢幢

新房拔地而起，一条条马路笔直宽阔，

一片片山林苍翠如画，一垄垄农田瓜果

飘 香 ，一 张 张 笑 脸 美 丽 动 人 …… 那 座

“光荣亭”，见证着这些喜人变化，激励

着 富 裕 起 来 的 才 溪 儿 女 ，不 忘 昔 日 光

荣，努力书写新的光荣。

“光荣亭”里说光荣
■向贤彪

文艺轻骑兵风采录

红色足迹

基层文化景观

综合服务队队员为官兵演示司号吹奏。 高翔龙摄

为提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成效，武警江西总队“星火传播”小分队紧贴

部队实际，以发生在官兵身边的典型事例为素材，创作编排了教育情景课

《没想到》，教育引导官兵增强法纪意识、守牢底线红线。图为教育情景课演

出场景。 曹先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