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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军营里一派生龙活虎，各部队组织
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热气腾腾。这既是对官兵的
关怀慰问，也是丰富官兵文化生活的切实举措。这
些活动洋溢着浓郁的兵味战味，彰显军人家国情
怀，受到官兵普遍欢迎。本期我们撷取几个来自一

线部队文化活动的动人场景。这些场景里，有部队
先进典型的风采展示，有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孜孜追
求，更有广大官兵矢志强军、以昂扬斗志开启新春
的殷切心声。

——编 者

春节前夕，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

举办文艺晚会暨“感动旅队人物”颁奖

仪式，表彰一批扎根海防、献身使命的

戍边标兵，生动彰显海防卫士风采。

鼓 声 阵 阵 ，激 昂 铿 锵 。 鼓 乐 表 演

《鼓“舞”军营》拉开晚会序幕。舞台上，

官兵伴着鼓点展示战术动作，喊杀声、

口号声震撼人心。

“入伍 25 年来，他坚守窄小的机电

舱，练就‘听音辨障’绝活，守护着船艇

‘心脏’，书写一名老兵的荣光……”屏

幕渐暗，“感动旅队人物”、该旅一级军

士长彭军走到聚光灯下。授颁奖词、家

属献花、礼兵致敬，隆重的仪式，让彭军

倍感荣耀和自豪。

感 动 在 心 间 传 递 ，力 量 于 无 声 凝

聚。这些标兵中，既有忠诚担当、扎根

海岛的老班长，也有研训谋战、精武强

能的“兵教头”，还有恪尽职守、敬业奉

献的带兵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彰显

着“忠诚为本、胜战为要、戍疆为业、奉

献为荣”的宝贵精神。该旅政治工作部

领导说：“一次仪式胜过一堂教育。我

们希望通过表彰仪式，进一步培塑和强

化官兵卫国戍边的使命感、荣誉感。”

这是一台表彰先进的典礼仪式，也

是一场激励兵心士气的文艺晚会。小

品《小海“变形记”》，以诙谐幽默的表

演 ，讲 述 新 兵 小 海 初 上 海 岛“ 水 土 不

服”、在战友帮助下不断成长的故事。

歌曲《如愿》，唱出海防官兵坚决履行使

命、甘当祖国“铁门栓”的心声。情景剧

《夫妻同心曲》，展现军属支持军人、默

默 奉 献 的 家 国 情 怀 。 小 品《休 假“ 风

波”》讲述春节临近，因休假引发的一段

感人故事，展现官兵团结友爱之情……

一个个精彩节目，凝结着官兵难忘的军

旅记忆，如汩汩暖流注入心间。

“我们守卫神圣海疆，祖国人民记

心上……”晚会在大合唱《海防兵之歌》

的嘹亮歌声中落下帷幕。

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举办颁奖晚会——

荣光见证官兵风采
■赵俊宇

“战争就在下一秒，打赢才有资格

聊！”一首令人血脉偾张的战歌，拉开了

陆军某旅主题歌会的序幕。

歌会以战斗歌曲合唱为主体，融入

光影秀、情景剧、舞蹈、朗诵等多种艺术

形式。该旅领导介绍：“歌声中有光荣

历史，歌声中有战斗精神。这是一堂生

动的文艺教育课。我们组织这次活动，

作为‘新兵下连第一课’，就是为了强化

他们对岗位职责的情感认同。”

“点火起飞，战士的心最火热……”

某 连 连 长 带 领 全 连 官 兵 在 任 务 中 打

破 纪 录 、载 誉 而 归 后 ，创 作 了 战 歌

《猎 隼 出 击》。 活 动 现 场 ，这 首 展 现

官 兵 战 斗 风 采 的 歌 曲 赢 得 热 烈 掌

声 。“ 这 个 节 目 让 我 印 象 深 刻 。 我 们

的生活是火热的，是战斗的。我一定

好 好 训 练 ，争 取 早 日 建 功 军 营 。”新

兵陈沛睿说。

伴随着歌曲《当那一天来临》的演

唱，舞台上，几名战士蹚过急流，穿行

在崎岖的山间小路，向大山深处摸索

前进……这些动作设计，都取材自官兵

执行任务的真实经历。生动的“战场重

现”点燃了现场气氛。

该旅文艺小分队“光电”乐队也在

活动中精彩亮相。乐队组建以来，积

极挖掘基层官兵的生活与情感，创作

了 一 批 受 好 评 的 文 艺 节 目 。 此 次 表

演，他们对一些经典曲目进行再创作，

加 入 口 琴 等 多 种 乐 器 伴 奏 和 清 唱 和

声，将青年官兵的热血情怀融入耳熟

能详的经典旋律，引来全场观众的热

情互动，将演出氛围推向高潮。

陆军某旅组织“新兵下连第一课”——

战歌激起一腔热血
■王延隆

近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组织“红

心向党”强军故事会，一个个身处不同

岗位的先进典型和戍守边防一线的优

秀集体闪亮登台，传递鼓舞人心的奋进

力量。

“你是榜样，坚定着信仰，戴上了闪

亮勋章，撑起了军人模样……”故事会

在《你 是 榜 样》的 豪 迈 旋 律 中 拉 开 帷

幕。登台讲述的先进典型中，有比武场

上永争第一的铁血硬汉，有不负韶光的

“利刃蔷薇女兵班”，也有无私奉献的最

美军嫂……

“手上的血泡，破了、磨平，又起新

泡，一层层地硬成老茧，也就不疼了。”某

连班长罗雯雯回顾了自己参加比武、勇

夺桂冠的励志故事，让现场官兵感受到

一个边防女兵的精武追求。

当年，军嫂左婷婷面对高薪优越生

活与追随丈夫的两难选择，毅然决然选

择奔赴丈夫守护的边防。“你守边防，我

守你。”台上，左婷婷动情话语间流露出

的家国情怀，让人感动。

官兵反映，这样一台故事会，既是对

先进典型的宣扬，又是生动的思想教育，

进一步激发了大家铆在战位、戍边守防

的使命责任。

“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

家 ……”故事会最后，伴随着轻快的鼓

点，主题情景剧《红歌伴我守边疆》登台

上演，引发大家情感共鸣。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组织强军故事会——

榜样故事鼓劲砺气
■訾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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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淅沥沥的小雨已经连下数日，寒

冷的天气没能影响官兵喜迎新春的热

情。近日，第 75 集团军“塔山劲旅”举办

“星耀塔山、向战出发”主题文艺演出。

前期，他们通过层层推荐、逐级筛选

等方式，遴选出登台受表彰的 10 名官兵

代表。演出突破传统文艺演出的篇章式

结构，以展现官兵事迹为主线、以官兵优

秀品质作为关键词，串联起一个个文艺

节目，让这台演出兵味浓郁又新颖别致。

开场舞后，该旅声电乐队登上舞台，

带来一曲激情澎湃的《未来我来》。舞台

大屏幕上，“拼搏之星”黄庆铨苦练射击

技巧、比武勇摘桂冠的场景一幕幕闪现。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

香。拼搏的青春最美丽，让我们一起为拼

搏喝彩！”主持人话音刚落，一道光芒从舞

台大屏幕底部直冲而上，一颗名为“拼搏”

的星星被点亮，引来官兵一片欢呼。

一个个精彩节目引得观众掌声不

断，现场气氛愈发火热。诗朗诵《军魂》

歌颂人民军队一路发展壮大、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辉煌历史。歌曲演唱《再一次

出发》彰显官兵在新的一年里，不负重

托、不辱使命的决心意志。小品《一念之

间》取材于官兵生活，通过真实案例和生

动演绎给官兵以警醒……

“ 勇 毅 之 星 ”“ 奋 进 之 星 ”“ 坚 守 之

星”……大屏幕上，一颗颗星星渐次亮起。

受表彰官兵与家属走到舞台中央，共享荣

光时刻。该旅领导说：“我们旅因塔山阻击

战而得名，一茬茬官兵始终坚持以实际行

动弘扬塔山精神。这些精武强能的官兵，

既是战友们身边的榜样，又是塔山精神在

新时代传承的代表。我们发挥榜样激励作

用，让他们成为今夜最亮的‘星’。”

“我们是英雄的塔山铁军，历史记载

着我们的英名……”演出接近尾声，全场

官兵齐声高唱《塔山部队之歌》。伴着激

昂旋律，大屏幕上，10 颗星星向中间靠

拢，渐渐汇聚成一座山的模样。

第 75 集团军“塔山劲旅”举办主题文艺演出——

掌声献给“最亮的星”
■郭子涵

天下重镇名城中，赣江之畔的江西

南昌，被冠以令人肃然起敬的美誉——

“英雄城”。

“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

兵”。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城头一声枪

响，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

一枪。“八一”与“南昌”，自此成为我军历

史上闪耀光芒的两个重要标记。

处处是火红的灯笼、大红的福字、鲜

艳的中国结……这段时间，英雄城被“中

国红”装扮着。八一广场上，人流如织。

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在这辞旧迎新的

特殊时节，前来缅怀、致敬英雄先烈。这

座城市的年味，因为人们对英烈的尊崇

而愈加动人。春节前夕，我也随着人流，

再次走过中山路，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

念馆。

一只强劲有力的大手，从崩裂的石

块中伸出，紧扣着步枪的扳机……南昌

八一起义纪念馆序厅中央的大型圆雕

《石破天惊》震撼人心。

红色场馆建在哪里，哪里就是人们

精神的坐标。听讲解员说，南昌八一起

义 纪 念 馆 每 天 的 参 观 者 都 在 万 人 左

右。来此参观者，除了外地游客，像我

一样作为“回头客”的当地居民也占了

很大比例。有位南昌市民的话讲出了

我们的心声：“我们来感受属于英雄城

人民的荣耀。”

一路参观，我听着讲解员的动情介

绍，细细浏览一件件实物，心潮澎湃。一

把手枪、一只木箱……这些文物，浓缩着

当年那些感人的故事。这其中，有一条

已经褪色的毛毯，引人注目。这条毛毯

的主人，是南昌起义中任中共中央前敌

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

南昌起义胜利后，部队南下广东，在

潮汕地区失利。此时，周恩来患上了严

重的疟疾。他发起高烧，冷得瑟瑟发抖，

只能靠一条薄薄的毛毯保暖。当时，国

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查，周恩来等人被及

时转移到当地农民郑阿仲家中。在郑阿

仲一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周恩来逐渐痊

愈。临别前，他将随身携带的这条毛毯

赠予贫困的郑家，以表谢意，并鼓励郑阿

仲努力做好革命工作。

古树掩映下的八一起义纪念馆里，

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在纪念馆二楼，南

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墙前，许多游客都会

长时间驻足，凝神仰望。

这些名字背后，有着动人的故事。

时间流转，磨灭不了英烈留下的光芒。

他们应该被我们永远铭记。南昌起义队

伍中，走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走

出了 6 位元帅、3 位大将等众多军事将

领，还走出了一批专家学者。参加南昌

起义的名人，大家耳熟能详；还有一些普

通参加者的信息，鲜为人知。

“只要能多增加一位英烈的姓名，我

们再苦再累都值得！”为了寻找“打响第

一枪的人”，几十年来，南昌八一起义纪

念馆工作人员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

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史料征集成果

不断扩大。去年八一建军节前夕，起义

参加者名录已由 26 年前的 104 人增加到

1178 人。

参观结束，走出纪念馆，我的思绪久

久不能平静。当年的战火硝烟已散尽，

但起义的枪声似乎仍在耳畔回荡。

英雄城里，除八一广场外，还有八一

大道、八一中学、八一公园……这里许多

建筑、街道都以“八一”命名。“八一”，是

这座英雄城一个光荣而特殊的符号。

如今，每逢重大节日，人们都会在八

一广场隆重集会，举行升旗仪式、进行宣

誓活动。身处这座城市，我深切感受到，

市民与游客对英雄的敬意、对英烈精神

的传承，炽热而虔诚。

红色历史赋予南昌荣光，南昌则把

赓续红色血脉视为神圣使命。第二代南

昌舰告别万里海疆，退役回到南昌；南昌

建军雕塑广场对外开放；南昌军事主题

公园开园……英雄城里，处处是国防教

育的课堂。不仅如此，驻南昌部队也会

时常组织群众参观军史场馆。社会各界

踊跃参加拥军优属和义务宣传党史军

史，已成为人们的一种行动自觉。

军 旗 辉 映 英 雄 城 ，强 军 自 有 后 来

人。在南昌警备区兵役服务站内，有一

组数字引人注意：征兵“五率”连续 5 年

位列全省前列，去年征兵在全省率先实

现大学毕业生征集比例 100%……从这

里走出去的官兵，有着一种精神共识：

英 雄 城 儿 女 ，不 论 入 伍 后 到 了 哪 座 军

营，都要当好红色基因传承者、红色文

化传播者。

赣江涛卷千年，今日浪涌新歌。赣

江水从南昌城中缓缓流过，仿佛在轻声

诉说着英烈们的光辉事迹。相信他们看

到如今红红火火的英雄城，一定会露出

欣慰的笑容。

红色“英雄城”
■杨西河

情景剧《夫妻同心曲》。 丁彦钦摄 歌曲演唱《再一次出发》。 汤周涛摄

合唱《当那一天来临》。 李国平摄

歌舞表演《你是榜样》。 刘欣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