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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

轻骑队围绕“铁心向党铸忠诚、同心奋

进担使命”主题，精心打造文艺节目，将

130 余场主题演出服务送达基层一线，

受到官兵欢迎。

一

贺兰山下，荒原之上，钢铁汇成洪

流，战旗猎猎作响。

八 一 建 军 节 当 天 下 午 ，文 艺 轻 骑

队沿着“搓板路”颠簸近百公里，来到

陆军某合成旅驻训区域。了解到该旅

几 支 分 队 训 练 任 务 还 未 结 束 ，文 艺 轻

骑 队 带 队 干 部 和 队 员 们 商 议 后 决 定 ，

将原定日落前开始的演出推迟 2 个小

时 —— 等 待 ，只 为 那 群 刚 走 下 训 练 场

的迷彩身影。

夜幕落下，简易舞台上，几盏灯光

亮 起 ，《强 军 有 我》的 旋 律 响 彻 沙 场 ，

《决胜》号角激励人心，《寸土不让》的

誓言回荡在天地间……紧贴新时代陆

军 合 成 旅 训 练 生 活 创 作 的 小 品《攻 坚

克难》，以幽默诙谐的语言展现官兵面

对新装备、新挑战，攻坚克难、勇当尖

兵 的 使 命 意 识 ，引 发 共 鸣 。 这 个 节 目

是文艺轻骑队特意为此次主题演出服

务 准 备 的 。 队 员 们 说 ：改 革 强 军 征 程

上，攻坚克难、勇于争先，是新时代革

命 军 人 的 精 神 追 求 ，也 是 军 事 文 艺 着

力要呈现的主题内容。

向战为兵，是文艺轻骑队的崇高使

命。这场难忘的野战文艺演出，拉近了

队员们与基层官兵的心灵距离。那一

晚，官兵用一阵接一阵的热烈掌声和欢

呼声，表达着他们的肯定与认可。该旅

政 治 工 作 部 领 导 给 文 艺 轻 骑 队 留 言 ：

“节目精彩纷呈，大家意犹未尽。这是

一次战味十足、兵味浓厚的精彩演出，

也是一次心系基层、情暖兵心的文化服

务，必将激励我们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

态完成下阶段的训练任务。”

演出结束后，队员们也难掩心中激

动。年轻队员赵子涵对笔者说：“这是

我第一次到这样艰苦的地方为兵服务，

很是难忘。自己的演出，能让他们缓解

一些训练疲惫，我们深感荣幸。”

二

“做好为兵服务，我们尽量一个都

不落地服务到全部官兵。”文艺轻骑队

带 队 干 部 向 笔 者 介 绍 ，他 们 每 次 演 出

后，都要再组织小、灵、快的小分队，为

偏远小点进行专场演出。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秋日的

戈壁滩，红彤彤的夕阳，见证着文艺轻

骑队和火箭军某部官兵的温暖情谊。

那天，在该部演出服务结束，得知

驻守戈壁深处的某连官兵未能到现场

观看演出，文艺轻骑队立即组织一支小

分队，驱车赶往连队驻地。看到队员们

的身影出现在夕阳下，连队官兵自发敲

起了热情洋溢的大鼓，还端来他们自种

的西瓜，让队员们倍感温暖。

“一身男儿血，满腔报国志……”队

员汪义博带来的开场歌曲《有我在》，点

燃了现场氛围。一些原本有些拘谨的

官兵，也纷纷加入合唱队伍中。

夜幕降临，慰问演出变成了联欢。

文艺轻骑队队员与官兵共同演出，一个

个即兴节目轮番上演。热烈的氛围，热

情的掌声，真情在戈壁滩涌动。

“美丽中国世世代代……”联欢在

队 员 阿 鲁 阿 卓 和 官 兵 合 唱 的《美 丽 中

国》中 落 下 帷 幕 。 每 一 个 音 符 ，都 仿

佛跳跃着不舍。该连指导员向队员们

表 示 ：“ 感 谢 文 艺 轻 骑 队 为 我 们 连 演

出 服 务 。 我 们 感 到 ，环 境 虽 苦 ，但 心

里很甜！”

三

尊重老干部就是尊重党的光荣历

史。每次演出服务，文艺轻骑队都精心

编排老干部专场节目。队员们先后来

到宁夏军区、河北省军区、湖南省军区、

广东省军区所属离职干部休养所，进行

演出服务。

这一天，队员们来到宁夏军区某离

职干部休养所。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

《人民军队忠于党》《我是一个兵》等一

曲曲经典老歌响起，唱出革命军人铁心

向党、献身国防的热血情怀。

老红军马章锁已是百岁高龄。演

出前，队员们纷纷和他合影，表达敬意

与 祝 福 。 听 说 文 艺 轻 骑 队 要 来 慰 问 ，

当过红军司号员的他，提前购买了 6 把

军号，赠予队员，让队员们备受感动。

队 员 们 说 ：这 军 号 代 表 着 军 事 文 艺 光

荣 传 统 的 传 承 ，代 表 着 老 前 辈 对 后 来

人 的 殷 殷 期 盼 ，给 我 们 为 兵 服 务 增 添

动力。

激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令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 96 岁老战士曹

保 恒 情 不 自 禁 流 下 热 泪 。 他 说 ，歌 声

中 ，他 仿 佛 又 回 到 那 片 硝 烟 弥 漫 的 战

场，与战友并肩战斗。战火中走来的老

前辈，是大家崇敬的英雄。大家纷纷表

示：要向老前辈们致敬、学习，自觉传承

革命精神，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继续发

扬光大。

四

“节目很新颖，形式很丰富，互动有

意思”，这是很多驻训官兵看完演出后

的共同感受。此次巡演，文艺轻骑队着

眼年轻官兵审美需求，创新节目样式，

注重开展精准服务和互动服务。

8 月的一天，他们走进武警某执勤

点开展为兵服务。演出在年轻官兵耳

熟 能 详 的 改 编 版《老 男 孩》中 拉 开 帷

幕。女声独唱《军营飞来一只百灵》诉

说 文 艺 战 士 对 基 层 官 兵 的 真 挚 情 谊 。

歌伴舞《草原夜色美》、舞蹈《迷彩旋风》

吸引官兵一同上台舞蹈，展现他们的青

春风采。在队员周勃与下士丁健带来

的即兴萨克斯合奏《贝加尔湖畔》《啊，

朋友再见》中，演出推向高潮。

这场为一个小点精心编排的演出，

让周勃很有感触。他说：“为兵服务需

要一专多能。这两年，我在练好大管专

业的同时，还练习了萨克斯、吉他等乐

器演奏。这次演出中，我练的这些有了

用武之地。”

主题演出服务期间，队员们用一场

场 精 彩 互 动 ，一 次 次 点 燃 战 友 们 的 激

情。那天傍晚，文艺轻骑队走进陆军某

旅为兵服务。队员们得知该旅“K 歌大

赛”等文化活动组织活跃，便随机安排

了独唱演员和该旅官兵合唱《在那遥远

的地方》等经典歌曲。灿烂的笑容、真

情的拥抱、美丽的野花，交织成一幅幅

温馨的画面，构成那晚最美的风景。

“ 融 进 大 海 ，我 是 浪 花 一 朵 ……”

《强军有我》的合唱声响起，雄浑有力，

震撼心灵。在某驻训场的演出服务即

将结束，文艺轻骑队第二天又要奔赴新

的演出地点。官兵和队员们的歌声，久

久回荡在军营上空，激励着向战为兵的

文艺战士更加坚定地前行。

向战为兵 情满一线
■赵 文

祖国西部，自古就激荡着热血豪迈

的英雄壮歌，诞生了以边塞诗词为主体

的瑰丽诗章。自古至今，一批批卫国戍

边的中国军人，唱着《出塞曲》，诵着《从

军行》，义无反顾奔赴铁血沙场……这

是精神赓续，也是文化传承。歌曲《英

雄出塞》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而创

作的。

作为一名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军事文

化工作者，当穿行丝绸古道、翻越雪域高

原、踏上古老战场时，那些将士出征、英

雄 壮 志 的 意 象 ，就 不 断 在 我 的 心 中 涌

现。同时，我也亲眼看见、亲身参与了西

部军人卫国戍边的生动实践。新时代的

边防军人“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

步生”，把最清澈的爱献给祖国。每想及

此，我就愈发感受到戍边军人铁肩担使

命、热血铸忠诚的精神风貌，一些词句就

在脑海中闪现。

“战车隆隆，惊醒玉门关的梦。步履

铿锵，仰望昆仑踏雪行。战旗猎猎，卷起

大漠的孤尘。战歌声声，响彻万里见雄

心”……我的战友们常年在高原一线练

兵备战。从驻地到边防，一路向西，海拔

不断升高，环境越来越险，每一次执行任

务都是对人员和装备的考验。

近些年，西部战区陆军表彰的练兵

备战先锋个人，许多都来自高原部队，其

中有位基层连长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

他们接到戍守边防的任务后，虽然各方

面都作了充分准备，但到高原后还是遇

到不少挑战，比如人员出现高原反应、装

备性能下降等。他给我讲，如果一直是

那样的状态，何谈完成任务，更对不起这

身军装。

面 对 着 压 力 和 挑 战 ，这 位 连 长 带

领官兵开始攻关。从适应高原到立足

高 原 ，从 掌 握 装 备 性 能 到 革 新 器 材 设

备 ，从 单 课 目 分 练 到 连 贯 训 练 …… 不

久 后 ，这 支 连 队 就 在 上 级 组 织 的 高 原

训练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用这位连

长的话说，就是“取得了胜战高原的资

格证”。

这位连长的经历，是西部军营众多

基层连队的缩影。从低海拔地区奔赴高

寒地域、从祖国内地前往西陲边关，面对

未知的挑战，他们的胸膛里豪情满满。

他们的西进征程，何尝不是新时代的《出

塞曲》呢？想到这里，我脑海中回荡的词

句渐渐串联起来，形成了如今这首歌曲

的歌词。

歌 曲 创 作 完 成 后 ，有 战 友 觉 得 副

歌 结 束 句“ 亮 剑 沙 场 ，等 我 决 胜 归 来 ”

很提气，问我怎么想到的。当时，在创

作 歌 词 时 ，副 歌“ 英 雄 出 塞 ，家 国 情 在

心怀”后面要接一句什么词作为“收底

句”，我琢磨了很久。这句话要能体现

我们当代军人沙场亮剑的战斗血性和

必 胜 决 心 。 我 想 ，“ 一 不 怕 苦 、二 不 怕

死”的战斗精神，无疑是我们必须坚持

和 弘 扬 的 。 而 这 种 战 斗 精 神 的 源 泉 ，

不 仅 是“ 只 解 沙 场 为 国 死 ”的 崇 高 信

仰 ，还 有 对 战 斗 胜 利 的 无 限 渴 望 。 官

兵为了胜利，一无所惜、一往无前。激

昂出征，胜利归来，这应该是对官兵最

高的褒奖和肯定。

“英雄出塞”是使命更是誓言。这

是一曲诞生在雪域边关的歌，也是一曲

写给所有卫国戍边将士的歌。《英雄出

塞》一经发布就受到官兵欢迎和好评，

还获评全军“强军风采”群众性文化活

动“能战善战当先锋”野战文艺创演优

秀作品。作为歌曲词作者，我衷心希望

这首歌曲能继续给战友们带来鼓舞和

激励。

歌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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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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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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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映衬下，新疆

兵团军垦博物馆前伫立的王震将军雕

像，格外引人注目。

因一直对那段壮阔的军垦岁月充

满敬仰，今年刚到新疆，我就直奔石河

子 ，参 观 这 座 承 载 着 兵 团 精 神 的 博 物

馆。

走进展厅，墙上“生在井冈山，长在

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的标

语，赫然映入眼帘，令人为之一振。

当年，新疆和平解放后，为促进经

济发展、加强国防建设，党中央一声令

下，解放军进驻新疆，铠甲未卸，征衣

未 脱 ，便 开 始 就 地 屯 垦 戍 边 。 1954 年

10 月 7 日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正 式 成

立 ，人 员 大 都 从 解 放 军 原 第 一 野 战 军

第 1 兵 团 和 第 22 兵 团 转 业 而 来 。 目

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设 14 个师，分

布于新疆全境。从组建初期的 17 余万

人，发展到现在 300 余万人，一代又一

代兵团儿女，像红柳、胡杨一样深深扎

根，成为永不换防、世代接续奋斗的戍

边力量。

博 物 馆“ 艰 苦 创 业 ”展 厅 中 ，老 照

片、破棉袄、旧铁犁、老军被……都在无

声诉说着那一段平凡而伟大的历史，向

人们展示着军垦战士的创业史。

当年是多么艰辛啊！军垦战士在

渺无人烟、荆棘丛生的荒野碱滩上，睡

地窝、煮麦粒、吃窝窝头，手摇纺车，自

力更生。夏秋之夜，为防蚊虫叮咬，他

们用泥浆抹身，仅露出两只眼睛。三九

寒天，狂风暴雪常埋住帐篷。军垦战士

的双脚冻在大头鞋中，往往要在火炉边

烤一阵子才能拔出……“谁言大漠不荒

凉，地窝房，没门窗，一日三餐，玉米间

高粱 ；一阵号声天未晓，寻火种，去烧

荒。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

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

外，宜红柳，似白杨。”这首描写拓荒的

诗 词 ，便 是 那 个 年 代 军 垦 战 士 不 怕 牺

牲、艰苦创业的生动写照。

军垦战士用劳动和智慧创造出了

共和国农垦史上一个个“第一”：生产出

第一根毛条，纺出第一缕棉纱，生产出

第一张书写纸张，加工出第一块糖，盖

起“军垦第一楼”，打出“军垦第一井”，

第一次在戈壁荒漠种出大片庄稼……

70 年来，兵团经历了沧桑巨变。他

们发扬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

节衣缩食，白手起家，硬是在万古荒原

上开垦出一片片良田，浇灌出一片片绿

洲，兴建起一座座工厂，新建起一座座

城镇，最终完成了生活上自给自足、工

农业从弱到强的壮举。

从博物馆出来，走进石河子市区，

只见这里与内地北方很多城市并无二

致，高楼林立，人流如织。这座边疆城

市的市容整洁干净，道路宽阔平坦，路

边花团锦簇，曾获首届“中国人居环境

奖”等，被誉为“戈壁明珠”。看着这座

充满勃勃生机、呈现出欣欣向荣景象的

城市，我难以想象，新中国成立初期，它

只是道边的车马店，老街上只有十几户

人家，四周除了芦苇丛生的沼泽，便是

一望无际的荒漠……

我不由得想起著名诗人艾青为石

河子写的那首诗。他曾在这里工作生

活 16 年 ，用 切 身 体 会 写 出 了《年 轻 的

城》：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

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

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

一木，都由血汗凝成……

到处都是建设工地，劳动的声音在

沸腾；我的心随着手推车，在碎石公路

上飞滚……

一 年 三 百 六 十 天 ，看 它 三 万 六 千

遍。因为它永远在前进，时时刻刻改变

模样；因为我透过这个城市，看见了新

中国的成长。

兵团精神在这里闪光
■侯殿忠

“狭窄的机件舱里，我们忍受着高

分贝噪声和夹杂油液味道的浑浊空气，

在枯燥的检修工作中‘引而待发’……”

近日，在新疆军区某陆航旅组织开展的

强军故事会上，空军某部机械师李长桥

动情地讲述了一枚专项任务纪念章背

后的故事。

李长桥是该旅邀请的嘉宾。此次

强军故事会，该旅邀请多个军兵种友邻

单位共话强军故事、互学战斗精神。与

李长桥同为特邀嘉宾的还有陆军某旅

干部颜明明、陆军某运输旅队长肯巴提

等多名官兵。他们与该陆航旅官兵代

表 在 同 一 个 舞 台 上 ，讲 述 着 同 样 的 主

题：向战砺剑。

思想，在碰撞中激荡。这场颇具“联

合感”的强军故事会也是一堂发人深省

的思政课。

为攻克某训练难点，在 500 多米的

高空上，6 名官兵在机舱内忍着强烈的

眩晕感，咬牙坚持训练；在一次中外联

演中，面对陡峭山路和复杂驾驶环境，

驾驶员崔连壮勇挑重担，凭着精湛驾驶

技术成功完成任务……登台官兵讲述

的战斗故事，让该陆航旅战士苏浩萌感

觉“很受教育”，他说：“故事中展现了战

友们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

他们的事迹激励我们立足本职岗位、努

力追梦圆梦。”

机务官兵甘为人梯、托举战鹰，场

站官兵刻苦耐劳、坚韧不拔，某运输旅

官兵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台下，来

自不同单位的官兵聚精会神聆听一个

个 强 军 故 事 ，品 味 着 不 一 样 的 军 旅 人

生 ，也 接 受 了 一 次 次 精 神 洗 礼 。 蕴 藏

在 故 事 里 的 道 理 ，无 声 滋 润 着 大 家 的

心田。

在强军故事会结束后的一场训练

中，彼时同为活动观众的飞行员曹成智

和空中机械师张世超再次相遇。两人相

视一笑，互道“加油”后，便迈着坚定的步

伐，一同飞上蓝天……

互学优良传统，共育战斗精神
■本报特约通讯员 邱孟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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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主题演出服务现场。图②：文艺轻骑队队员与老红军马章锁一同吹响军号。

图③：在为武警某部官兵演出服务中，文艺轻骑队队员与基层官兵合作演出。

图片由陈臻誉、刘 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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