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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号吹响传令空天，决战决胜战

位上砺锋芒……”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

“向着胜利起航”主题演出上，原创歌曲

《砺剑为战》以大合唱的形式与官兵见面，

受到大家喜欢。作为歌曲的曲作者，我备

受鼓励。

近年来，随着单位大项任务的增多，

官兵练兵备战热情空前高涨。与战士们

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我，身处练兵一线，对

此有深刻感受，也时常被火热的练兵现

场所触动。何不发挥自己的音乐特长，

为单位创作一首歌曲？今年初，在一次

训练归来时，我萌生了这个想法。但我

在歌词创作方面，并不擅长，便找单位政

治工作部宣传科长求助。

听我说完，科长拿出了一首诗歌，说

道：“这首诗歌，是新兵王东磊参观军史

长廊后写的，你可以跟他合作。”

我拿过诗歌，仔细端详起来：诗歌名

字叫《砺剑为战》，“这里的天空勋章闪

亮，这里的大地战歌嘹亮”“换羽新生我

要 犁 浪 空 疆 ，未 来 战 争 我 要 向 强 制

强”……歌词充满我们空疆卫士敢战胜

战的豪情，充盈着阳刚正气，引起了我的

共鸣。我又仔细读了一遍，觉得非常适

合谱成一曲战歌，便带着欣喜与王东磊

取得了联系。

在谱曲之初，如何找到曲子的律动节

奏和音乐意象是一个难题。“这首歌开头

写咱们单位的厚重历史，第二段写改革重

塑，最后写的是使命责任，情绪逐渐走高，

全首歌曲突出一个‘战’字。曲调也应该

是跟这种感觉保持一致的。”连队文娱室

内，王东磊提议道。

“对！全曲感觉应该是勇往直前、势

不可挡的。”我随即拨了拨琴键，写下了

一 串 和 弦 。 很 快 ，歌 曲 的 大 体 旋 律 有

了。但我们哼唱了一遍，发现还是差点

火候，曲风有些许轻快，不够大气、庄严。

后来，我们俩又碰了几次面，但一直

都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这个问题一

直徘徊在我的脑海里。

“一、二、三、四！”在一次队列训练中，

精神抖擞的官兵喊出坚实而有力的口号，

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对啊，我们日常

训 练 生 活 中 ，处 处 充 满 着 战 歌 的“ 节

奏”——“哒哒哒哒，一拍一下，一拍对应一

个字，少用大附点、多用小附点，速度跟队

列行进一样，庄严感觉不就有了么！”灵感

突然在我脑海中闪现。

我又反复听了几遍《强军战歌》等经

典军歌，对这种选择更有了信心。很快，

我对曲子旋律作好了调整。几位战友听

过全新出炉的《砺剑为战》后，都给予了肯

定。正好当时单位在征集主题演出节目，

我便将这首歌报了上去。

演出当天，大合唱《砺剑为战》闪亮

登场。勋章闪亮、换羽新生、向强制强，

一路走来，70 多年的拼搏奋斗、70 多年

的光辉历程，我们的骄傲与自豪，都通过

歌声展现了出来。台上官兵精神振奋、

满 怀 豪 情 的 歌 唱 ，将 全 场 氛 围 推 向 高

潮。不少熟悉的战友纷纷给我鼓励：“我

们 也 有 战 歌 了 ”“ 歌 曲 很 棒 、很 有 气

势”……

我觉得，这首原创军旅歌曲能受到大

家的好评，其根本原因是它反映了军营生

活，抒发了官兵情感。这首歌曲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突破，我会继续努力，从火热的生

活中取材，创作出更多作品。

原创歌曲《砺剑为战》—

源自火热练兵生活
■井立豪

强军文化观察

新作推介

扫描二维码，听歌曲《砺剑为战》

在“当好新时代‘好八连’精神传人”主题文艺演出中，八连官兵演出歌舞节目《砺剑》。 胡雪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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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场 骤 雨 下 过 ，营 区 空 气 格 外 清

新。第 72 集团军某旅八连训练场上，一

场重要考核即将拉开帷幕。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

坚……”考核前，八连官兵照例组织动

员仪式，庄严朗诵诗词《八连颂》。

这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连

队。

1963 年，该连被国防部授予“南京

路上好八连”荣誉称号。同年建军节，

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下《八连颂》，“南京

路上好八连”闻名军内外。

2013 年，习主席在接见该连时任指

导员时指出，“南京路上好八连”是我军

的一面旗帜，并勉励他们要继承和发扬

我军优良传统，永葆人民军队的本色。

一

清晨，该旅“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

展 览 馆 迎 来 一 批 友 邻 单 位 的 官 兵 参

观。展览馆以《八连颂》内容为主线，全

景展现了八连奋斗历程。

“穿着草鞋进上海，香风毒雾脚下

踩……”随着讲解员娓娓道来，大家沉

浸式感受着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培根铸魂

的必修课。如今，这座展览馆也是该旅

官兵“军旅思政课”的第一站。

“‘好八连’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就

是艰苦奋斗。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也

是我们挖掘新内涵的重要方向。”指导

员薄佳旺一边带我们参观展览馆，一边

说 ：“过去讲艰苦奋斗 ，主要是吃苦耐

劳、勤俭节约，为群众多做好事。近几

年连队转型后，大家对‘艰苦奋斗’的感

受 ，更 多 的 是 加 快 提 升 战 斗 力 的 紧 迫

感。”

转 型 后 ，薄 佳 旺 是 首 批 到 连 的 新

干 部 。 专 业 课 目 基 本 从 零 开 始 、一 项

接 一 项 的 强 化 训 练 、一 年 有 大 半 年 时

间 在 外 驻 训 …… 对 八 连 官 兵 来 说 ，这

是 跟 之 前 很 不 一 样 的 军 旅 生 活 。 结

果，旅里第一次建制连考核，八连成绩

名列中游。这对习惯“第一”的他们来

说，好似当头一棒。

薄佳旺回忆说：“面对新情况，我们

党支部达成了共识 ：‘好八连 ’每一个

人，决不能躺在‘好’字上，必须发扬艰

苦奋斗精神，归零，向新的目标发起冲

锋。”

后来，该连迅速组织训练形势分析

会，拉单列表、划片定责，汇聚全连力量

狠抓专业训练。他们还围绕“优良传统

怎么看，改革转型怎么办”组织讨论，消

除少数官兵进取精神不足、吃苦意识弱

化等苗头隐患……

人心齐，泰山移。展览馆中一本本

学习心得、集训总结，浓缩着八连官兵

在转型路上的付出。薄佳旺说，这些都

是大家完成任务归来写下的：即将服役

期满的一级上士彭勇，冒着生命危险，

率先下潜深水区后，写下潜水心得；参

加 首 批 实 跳 ，时 任 副 连 长 况 志 龙 编 写

《伞降培训教程》；参加陆军比武归来，

干部郑大伟撰写专业训练教案……

“八连有条连训，叫‘珍惜荣誉，艰

苦奋斗；勇往直前，再创佳绩’。这句话

我们已向全旅推广 。”该旅领导介绍 。

近年来，他们不断感悟实践“艰苦奋斗”

的新内涵：既坚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的生活作风，又努力在摔打锤炼中打牢

训练基础。

二

今年，在连队授称纪念日前夕，八

连组织了第 48 届“三箱传人”交接仪式。

“三箱”是八连官兵的“传家宝”，也

是八连进行艰苦奋斗教育的重要方式

之一。1959 年，八连战士吴岳生用废木

头 做 成 工 具 箱 ，将 小 锯 和 铁 钉 放 在 里

面，用于日常维修。如今，工具箱已发

展为理发箱、补鞋箱和木工箱，简称“三

箱”。

“现将理发箱交接与你，希望你牢

记传统、接续奋斗。”仪式上，下士沈望

接过理发箱，感到肩头多了一份责任。

在入伍前，沈望当过理发师。入伍

后，他担心理发会耽误自己时间，便没

有提这个“秘密”。下连后，沈望看到连

队“理发箱传人”杨再彪 ，每到休息时

间，就笑呵呵地到各班给大家理发，而

且每次都积极参加为民服务，经常有一

些来理发的人还专门找他合影。受到

触动的沈望找到指导员，说出了自己的

“秘密”，决心用自己的手艺，服务大家。

这些年，八连坚持用“三箱”交接、

“为人民服务”优秀标兵评选、“重走南

京路”等仪式活动，让官兵在感悟传统

的同时，自觉用实际行动传承传统。

“ 传 承 传 统 ，要 与 时 俱 进 、不 断 创

新。”该旅领导说，用富有特色的文化活

动教育官兵，引导他们在弘扬优良传统

中激发奋斗动力，是该旅的做法之一。

在该旅开展的“当好新时代‘好八

连 ’精神传人”主题文艺演出中 ，歌舞

《砺剑》、音乐快板《剑指苍穹待出征》等

一批基层官兵原创作品，将演出氛围一

次次推向高潮。尤其是和诗以歌、全新

编曲的《八连颂》，脍炙人口，让大家印

象深刻。

“《八连颂》集中阐释了‘好八连’精

神。我们为其谱上曲子，使其更加生动

鲜活。”参与创作的文艺骨干黄梦蝶说。

弘 扬 优 良 传 统 ，需 要 载 体 。 这 些

载体，可以是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可

以 是 一 次 庄 重 的 仪 式 ，还 可 以 是 几 本

画册……

八连有 3 册《南京路上好八连》连环

画。其中，第 3 册和第 1 册的创作时间，

间隔了半个多世纪。

去年，在一堂教育课上，薄佳旺结

合之前出版的两册《南京路上好八连》

连环画进行授课。课后，他偶然听到战

士王翔宇嘀咕：“画册上都是老画面，跟

我们现在不一样了。”

“ 每 一 代 官 兵 的 奋 斗 姿 态 ，都 值

得被记录 。”薄佳旺受到启发 ，请上级

协 调 驻 地 美 术 创 作 力 量 ，创 作 出 新 的

连 环 画 。 这 册 连 环 画 集 中 展 现 新 时

代 八 连 官 兵 奋 斗 风 采 ，让 大 家 很 受 鼓

舞 。 看 到 画 册 上 有 自 己 与 战 友 夺 得

旅 比 武 冠 军 的 画 面 ，王 翔 宇 的 训 练 干

劲更足了。

该旅领导介绍，画册中呈现的许多

优秀官兵，现已离开八连，在该旅其他

岗位上发光发热。讲好他们的故事，能

引导更多官兵学习“好八连”、当好新传

人。为此，该旅开办“电子画展”，将连

环画“放”进信息视窗、电子板报，引发

官兵热烈讨论：“看到同年兵都登上了

画册，我得更努力才行”“原来连长曾为

荣誉这么拼命，我要向他学习”……

三

在建制连武装奔袭考核的最后阶

段，体力不支的战士宋承谕咬牙坚持。

不 远 处 ，一 抹 红 色 在 道 路 尽 头 迎 风 飘

扬。“看到连旗那一刻，就感到一股劲儿

灌入双腿 。”宋承谕和战友一起 ，喊着

“八连必胜”冲过了终点……

如今，八连将艰苦奋斗传统教育贯

穿任务全程：大项任务前，组织出征仪

式、动员大会，张贴战斗标语；任务过程

中，结合实际开展传统教育，邀请连队

前辈讲传统，及时表彰先进典型；活动

结束，组织凯旋仪式、“向连旗报告”活

动……

今年的伞降实跳训练前，八连在训

练场组织动员大会，邀请连队老指导员

戴大喜与全连官兵共同围绕“新时代奋

斗观”展开讨论。

“1970 年冬天，我们根据上级指示，

组织拉练。历时 1 个多月，行程千余公

里，没有人叫苦叫累，大家都想着要圆

满完成任务……”老兵的讲述，让下士

魏星稷心生敬佩。

“青春在奋斗中出彩，越是艰苦环

境、险难任务 ，越能磨炼意志、提高本

领！”随后，魏星稷主动发言，引起全连

官兵共鸣。

朵朵伞花凌空盛开。实跳中，魏星

稷和战友们勇敢跃下、精准落地，被旅

里授予“首跳勇士”绶带。

夕阳洒下余晖，圆满完成任务的八

连官兵整齐列队，唱着《八连颂》向营区

走去。“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

坚……”坚定有力的声音，在每个人心

中激荡。

“好八连”的战斗姿态
■曾宪昌 陈大帅

前段时间，我和好友来到河南省济

源 市 坡 头 镇 的 杜 八 联 革 命 纪 念 馆 参

观。看着葫芦舟、榆木炮等展品，望着

薛平华、李传玉等民兵英雄的画像，听

着他们反“扫荡”、斗敌伪的事迹，我不

由得被震撼了。

杜 八 联 名 字 来 源 于 清 末 民 初 的

“保甲 ”制度。当年 ，济源城西南的杜

年庄、毛岭、留庄等 8 个大村“联保”形

成了“杜八联”。这片地区北靠王屋山

余脉、南依滔滔黄河 ，地理位置重要 。

在 战 争 岁 月 里 ，杜 八 联 人 民 在 党 的 领

导 下 ，建 立 了 一 支 顽 强 作 战 的 民 兵 队

伍 ，有 2000 余 人 参 加 了 八 路 军 、游 击

队 。 在 杜 八 联 ，有 两 个 黄 河 古 渡 ——

蓼坞、河清口 ，是南下中原腹地、北上

晋 陕 高 原 的 要 塞 。 当 年 ，杜 八 联 人 民

英 勇 保 护 着 这 两 个 渡 口 ，建 立 起 宝 贵

的 运 输 线 ，为 革 命 队 伍 运 输 武 器 和 粮

食 ，护 送 干 部 和 部 队 过 河 作 战 ……

1947 年 ，晋 冀 鲁 豫 军 区 授 予 杜 八 联 奖

旗 一 面 ，上 书 ：“ 河 防 堡 垒 翻 身 英 雄

保 家 保 田 百 战 百 胜 ”。 如 今 ，这 面 旗

帜 在 革 命 纪 念 馆 里 展 出 ，静 静 诉 说 着

那段浸染血与火的历史。

杜八联民兵的英雄事迹，在当地老

百姓中广为流传。他们采用了敌来集

结联防、敌去分散种粮的“联防战 ”战

法，取得多场战斗的胜利。当年，杜八

联 地 区 还 开 展 土 改 运 动 ，举 办 进 步 学

校，筹集枪支、开设炮厂，被誉为黄河岸

边攻不破的“河防堡垒”。

关于杜八联的发展壮大，有一个人

不得不提。他就是杨伯笙，抗战时期中

共济源县委的第一任书记。从纪念馆

展示的一张发黄老照片上，我们看到了

他 的 模 样 —— 身 材 孔 武 有 力 ，面 容 温

和，目光坚定。

杨 伯 笙 出 生 在 坡 头 镇 槐 树 庄 。

1937 年 5 月，杨伯笙受组织委派，返回

家乡，领导当地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

变爆发后，日军长驱直入中原地区。晋

豫边根据地在济源、博爱等地，有计划

地展开游击战。杨伯笙开始着手恢复

济源县委党组织。

杨伯笙等人在杜八联的泰山庙召

开 会 议 ，建 立 了 中 共 济 源 县 工 作 委 员

会 ，秘 密 发 展 了 于 思 礼 、杜 振 华 等 一

批 青 年 骨 干 党 员 。 根 据 侵 华 日 军 节

节 进 逼 的 严 峻 形 势 ，县 委 决 定 将 工 作

重 点 放 在 发 展 党 员 、发 动 群 众 、筹 建

抗 日 武 装 上 ，派 杨 伯 笙 、史 向 生 返 回

杜 八 联 ，利 用 社 会 关 系 筹 建 革 命 武

装。

纪念馆中，全景展现了杨伯笙返回

杜八联后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他在教

师、学生中油印发放抗日宣传材料，开

设抗日教育课，举办不同形式、针对不

同对象的教育班、训练班，教育引导保

甲长等乡绅，同仇敌忾抗击外侮。杜八

联还组织了一支抗日文工队，到各保发

动群众积极抗日，教唱抗日歌曲，表演

《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一时间，杜八

联及附近民众群情激昂，抗日气氛空前

高涨。

在回乡初期，杨伯笙就与几个亲友

郑重宣誓：“我们十名弟兄齐心团结共

同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

带领杜八联人民，武装起来，誓死保卫

家乡！”这便是杜八联抗日自卫团的雏

形。经过战火淬炼，抗日自卫团逐步成

长 壮 大 ，抗 日 的 旗 帜 在 杜 八 联 高 高 飘

扬。

杜八联民兵的赫赫威名，是打出来

的。这里，我特别想讲一讲葫芦奇袭队

和李传玉的故事。

葫芦奇袭队，因杜八联民兵怀抱葫

芦肩荷枪、擅长水上作战而得名。李传

玉生长在杜八联留庄村，是葫芦奇袭队

的骨干，先后参加大小战斗 200 余次，是

太岳军区著名战斗英雄。

1946 年 8 月 3 日，太行、太岳军区部

队和济源、王屋等地方武装力量紧密配

合 ，打 响 了 解 放 孟 县 白 坡 、冶 戌 的 战

斗。在凤凰寨战斗中，葫芦奇袭队配合

作战，李传玉和 18 名葫芦队员，从南庄

顺水而下，急速漂流 20 里，赶到南陈渡

口，在增援的敌正规军未到之前，炸毁

了敌船，令敌人望河兴叹。接着，他们

直插白坡渡口，又炸毁了敌船 10 余艘，

切断了凤凰寨敌军的水上退路。此役

胜利解放白坡、冶戌，攻下凤凰寨，致敌

大部被歼。

第 二 年 夏 ，陈 赓 率 部 队 南 下 开 辟

豫 西 战 场 ，需 要 强 渡 黄 河 。 李 传 玉 自

告 奋 勇 ，带 着 葫 芦 奇 袭 队 冒 雨 强 渡 浊

浪排空的黄河，为大军指引航线，并攻

占 滩 头 阵 地 。 战 后 ，部 队 送 来 一 面 锦

旗 ，表扬他们 ：手拨河水脚蹬浪 ，腰系

葫 芦 肩 荷 枪 。 纵 横 驰 骋 黄 河 上 ，惊 涛

骇浪任飞翔。

在 杜 八 联 革 命 纪 念 馆 ，我 还 看 到

了这样的英勇壮举——1946 年 1 月 14

日，杜八联 9 连 3 排 34 名民兵，掩护大

部 队 顺 利 撤 退 后 ，被 敌 围 困 ，弹 尽 粮

绝 ，宁死不屈 ，集体跳入黄河 ；还有誓

死不低头、被敌人杀害的 31 岁县委书

记 于 思 礼 ，情 报 隐 蔽 战 线 的 孤 胆 英 雄

杨廷佐……

我们从杜八联革命纪念馆出来时，

小雨已停，天际的晚霞，披着一层血红。

环顾四周，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革

命纪念馆不远处的泰山庙，是先辈们开

会闹革命的场所；我的脚下，是杜八联勇

士们曾经誓师出征的地方……

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英雄的故

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像黄河水一样在

我们心中奔腾不息。

黄河岸边的英雄堡垒
■赵克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