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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

温暖送到边疆……”7 月上旬的一天 ，

在 西 藏 日 喀 则 军 分 区“高 原 戍 边 模 范

营”某阵地上，传来悠扬的歌声。国防

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边防行”教学小分

队 学 员 刘 璐 ，正 在 为 战 友 们 演 唱 歌 曲

《天路》。

说 起 这 场 高 海 拔 的 演 出 ，刘 璐 感

触 颇 深 。 很 早 以 前 ，她 就 希 望 有 一 天

能 踏 上 西 藏 这 片 神 奇 的 土 地 。 这 次 ，

她 得 知 单 位 有 到 西 藏 演 出 的 任 务 ，便

立刻报了名。

登上阵地，刘璐和小分队的许多学

员都出现了头疼、头晕、呼吸急促等症

状。看着脚下弯弯曲曲的“天路”与矗

立在云端的哨所相连，刘璐激动地说：

“在高原哨所，就是要唱出最高音符，把

精彩的节目带给边防战友。”面对高原

反应带来的不适，她依然底气十足，涨

红的脸上写满激情与自豪。

当旋律响起，她美妙的歌声赢得战

友们热烈的掌声。那一刻，热血与激情

融为一体，敬畏与豪情深扎心底。

该 学 院“ 边 防 行 ”教 学 小 分 队 自

2014 年以来，已经连续 10 年把实践教

学课堂搬进一线部队，将文化服务作为

教学内容，取得显著成果。“今年不仅是

我们第 11 次‘边防行’，更是我们第二

个‘10 年’的重要开端。学员们用所学

的知识在生命禁区感悟初心使命，在为

兵服务中绽放青春光彩。”该学院此次

“边防行”的带队领导说。

此时的华夏大地热浪滚滚，而在海

拔 4900 多米的某哨所，寒风呼啸。身着

防寒服的官兵见到远道而来的小分队

一行，笑容像雪莲一样绽放。

“快把大衣穿上，谨防感冒。”担心

身穿演出服的学员们禁不住高原肆虐

的狂风，战士们把自己的军大衣拿出来

递到学员们手中，“这里气候寒冷，你们

穿上大衣表演吧。”

“演出就穿演出服。”身穿云南傣族

服饰的舞蹈队学员于嘉欣语气坚定。这

个身材瘦削、看似有些弱不禁风的女学

员，说出的话如同她的舞蹈动作一样干

脆利落。“舞蹈是一种无声的艺术，表演

时穿上舞蹈服才能更好展现舞蹈语言所

要表达的内涵。作为舞蹈队学员，我不

能因为气候原因让演出效果打折扣。”

舞 蹈《祝 福》在 雪 山 脚 下 拉 开 帷

幕。这支舞蹈的动作大开大合，让在高

原上演出的演员体力消耗较大。随着

音乐响起，于嘉欣克服高原缺氧带来的

不适，全身心投入舞蹈中，用最美的舞

姿表达对高原官兵的敬意。节目感染

了现场官兵，一位老班长默默擦拭眼角

激动的泪水。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

少真情。“我营是一支历史悠久的光荣

营队，大家战斗在一线、奉献在边关，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老西藏精神’……”在

某边防团边防二营演出时，主持人李米

粒的开场白赢得台下官兵的热烈掌声，

迅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每次演出前，小分队学员都会深入

了解各单位的发展历史，与官兵座谈交

流 ，了 解 边 防 部 队 生 活 和 官 兵 文 化 需

求。他们根据不同任务部队特点及时

调整节目和主持词，让演出更具鲜明的

边防特色和浓厚的兵味战味。

改 编 自 某 边 防 营 营 长 真 实 故 事 、

讲述其因执行任务未与来队妻子联系

的 小 品《今 日 返 程》，在 某 边 防 营 上

演。“太真实了，好像就是在讲我的故

事。”一名来队探亲的军嫂看完演出后

感慨地说。

“儿子，妈不想说如何想你，因为想你

这两个字已经深深刻在妈的心底……”在

柔美的音乐声中，学员杨婷婷走上台前，

深情朗诵《妈妈的心里话》。战士赵春光

专注地听着，眼里泛起泪光。“听着老师的

朗诵，我想到了我的妈妈和她嘱咐我的那

些话……”

“走到太阳红了，走到草都绿了，走

到雪都化了……”在高山云海之间，声

乐 专 业 学 员 潘 灵 聪 演 唱 了 歌 曲《走 边

防》。目之所见、情之所动，潘灵聪唱着

唱着，声音哽咽了。

官兵围坐在他身旁，那一刻，他们

的心贴得很近。到了一线，学员们才更

加明白，在这看不到绿色、自然条件恶

劣的环境中，官兵的坚守与奉献是多么

令人敬佩。

据悉，此次该学院“边防行”教学小

分队近 30 人，用半个月时间，行程数千

公里，翻越 10 多座海拔 4500 米以上的

雪山，到哨所、一线连队执勤点，为边防

官兵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演出。他们还

与官兵一起执勤站岗、为沿途单位指导

文 艺 骨 干 、教 大 家 如 何 策 划 晚 会 节 目

等。多次参加“边防行”活动的教员陶

雯婷说：“对边防官兵而言，‘边防行’教

学小分队的慰问演出，为他们艰苦的戍

边生活带去了精神鼓舞与欢声笑语；对

小分队成员来说，感悟边防官兵‘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与家国情

怀，更是一次涤荡灵魂、固本培元的思

想政治教育。”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小分

队返程的那天，队员们用一句演出中的

台词总结这次行程：“朋友，不要问我在

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说看不见

我的军装和红旗，我在漫天飞雪中，向

你敬礼。”

迷彩青春在雪山绽放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边防行”教学小分队赴西藏边防演出见闻

■本报记者 郭丰宽 通讯员 刘 勇 邬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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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在武警玉溪支队军乐队奏响的雄壮国歌

声中，五星红旗在玉溪市聂耳广场冉冉

升起。现场的人们齐唱国歌，以此纪念

国歌作曲者聂耳。

1935 年 7 月 17 日，年仅 23 岁的聂耳

不幸溺水身亡。2005 年，玉溪市委、市

政府作出决定，将 7 月 17 日定为“聂耳纪

念日”，每年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此

后这些年里，纪念活动都是在玉溪支队

军乐队演奏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演奏结束后，军乐队战士李继福抬

头仰望聂耳雕像，心情激动：能在聂耳的

故里演奏由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

是多么令人骄傲与自豪啊！

李继福入伍前学过音乐，入伍后就

加入了军乐队。他了解到，自 1997 年以

来，这支由官兵组成的军乐队，一直刻苦

训练，保持了较高的演奏水平。目前，乐

队已经能够熟练演奏几十首经典曲目。

每逢党的生日、国庆、建军节以及“聂耳

纪念日”等重要时机，他们都会用激昂高

亢的音符奏响催人奋进的旋律。久而久

之，这支军乐队成为玉溪市一张闪亮的

文化名片。

“作为聂耳故里的战士，我们一定要

努力通过选拔，站在天安门广场演奏《义

勇军进行曲》，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2019 年，李继福与战友李绍峰被推荐参

加国庆 70 周年阅兵军乐演奏。他们深

感肩上责任重大，认真学习，刻苦训练，

最终如愿以偿走上阅兵场。

阅兵归来，李继福和李绍峰正准备

大展拳脚，把国庆阅兵期间学到的知识

运用到军乐队建设上。但随着退伍季来

临，许多骨干退役离队，军乐队“元气大

伤”。他们看着营区飘零的落叶和胸戴

大红花的战友，伤感地拿起乐器吹响《驼

铃》。

支队领导鼓励道：“别灰心，小伙子，

咱们的乐队不会散。接下来，如何快速

补充新鲜血液，怎么让咱们的乐队再写

新篇，就看你们的啦！”

“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批老

兵退伍了，还有下一批新兵，咱们的队伍

还在！”二人相互打气鼓劲，决心再培养

出一批军乐骨干来。

军乐演奏专业性很强，人才培养也

不易。他们从最基础的五线谱开始教

起，一遍遍地循序渐进。“只要大家肯学、

肯下功夫，一个音一个音地练，铁杵定能

磨成针！”李继福不断激励大家。

日出清晨、日落黄昏，当红霞铺满天

空，洒在乐器上，玉溪支队营区总会回荡

着小号、长号、长笛等乐器声。吹累了，

战友们就抱着乐器，围坐在一起，聚精会

神地听李继福、李绍峰讲述参加国庆 70

周年阅兵的事。

“刚到北京那会儿，面对 210 名来自

武警不同单位的专业演奏员，我们的压

力很大，初次考核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曲

目表一栏是空白的。空白代表着没有考

核过关，连及格都达不到……”话音未

落，列兵小李就急切地问：“那你们怎么

办呢？”

李继福接着说：“咱们来自聂耳故

乡，自然不能轻易放弃在天安门广场演

奏国歌的机会。乐理知识不懂，我们就

从最基础的学起；指法不熟练，我们就利

用午休时间加练；五线谱不会，我们就先

标注成简谱，熄灯后拿着手电筒在被窝

里背记……最终，我们练就了吹 5 小时

不错、站 5 小时不倒的功夫。”

“5 个 小 时 ……”在 大 家 的 惊 讶 声

中，李绍峰补充道：“那时候训练强度大，

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很高。长时间不间

断地吹奏，有时让李继福的嘴唇与号嘴

紧紧黏在了一起，一时没法说话的他就

给我打手势，让我用牙签一点一点地帮

他挑开，干瘪的嘴唇渗出了血。整个训

练期间，往往旧的裂口还没愈合，就又赶

上新一轮吹奏，可他却说，宁可吹破嘴，

决不吹破音！”

“宁可吹破嘴，决不吹破音。”大家静

静品味着这句话的含义。从那以后，每

晚的自由活动时间、周末的休息时间，队

员们都自觉拿起乐谱，三两结对认真研

究、练习，在磕磕绊绊中不断摸索前进。

终于，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军乐队再次成

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

在随后的时间里，军乐队不断成长，

很快练熟了《钢铁洪流进行曲》《歌唱祖

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经典曲目。

同唱一首歌、同升一面旗。如今，这

支军乐队已在聂耳广场担负国歌演奏任

务百余次。他们用自己的精彩演奏，不

断激起人们心中的真挚情感，也从一个

侧面向人们展示着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风

采。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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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霞映红天空，大漠戈壁少了些燥

热。伪装网下，几名战士拿起画笔，在石

头上勾勒轮廓、涂彩上色。不一会儿，一

幅夕阳下的训练图跃然石上……这是第

77 集团军某旅官兵在课余时间开展野

战文化创作的一幕。

野外驻训以来，该旅组织官兵因地

制宜开展凸显兵味战味的基层文化活

动，鼓励官兵通过绘画、摄影、音乐等形

式，反映火热的驻训场景，丰富官兵的业

余文化生活。

训练之余，某营组织了木雕、沙艺等

创作活动。二级上士许志康和战友踊跃

报名，以木板、塑料管等为素材，开始制

作坦克模型。

画图、量尺寸、装订框架、粘贴模块、

刷漆涂色……大家平时在训练中，拧的

螺丝、分解的零件，此时都浮现在车长许

志康的脑海中。不到一周，“铁甲战神”

模型完成了，赢得战友们的喝彩。

“与‘铁甲战友’朝夕相处了十几年，

一直想亲手做个模型，终于有机会露一

手。”在与自己的作品合影时，许志康的

脸上乐开了花。

“虽然身处荒漠戈壁，但丰富的业余

文化活动如同一泓甘泉，缓解了大家的

训练压力，丰富了驻训生活。”指导员林

董说。

下图：战士们展示自己创作的石头

画。 廖毅薪摄

荒漠“甘泉”
■黄腾飞

阅 图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军某部官

兵在野外训练时的场景。画面上，

值班员拉响警报，官兵快速奔向战

位。作者采用仰拍视角，以虚实相

间、动静结合的方式，凸显了现场的

紧张感，生动展现出官兵快速出动、

全力以赴的精神面貌。

（点评：池俊成）

闻令而动
刘志勇摄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边防行”教学小分队奔赴西藏某雪山哨所。 蒲 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