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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 炼

黄振宇摄

这幅照片拍摄的是第 71 集团军某旅组织刺杀对抗训练的场景。作者使用短焦镜头，高速

快门、动静结合的拍摄手法，抓拍了官兵腾挪对抗的瞬间。画面充满动感，展现了刺杀对抗的

激烈与战士的勇猛。

（点评：赵前松）

阅 图

“ 右 江 的 水 ，碧 波 荡 漾 ，红 色 印 记

暖人胸膛……”近日，武警广西总队百

色 支 队 那 坡 中 队 邀 请 百 色 市 那 坡 县

“ 民 族 合 唱 队 ”与 官 兵 共 同 开 展 军 民

联演联创活动。悠扬婉转的壮乡民歌

与 铿 锵 有 力 的 军 歌 交 相 辉 映 ，激 荡 出

军 民 和 睦 、民 族 团 结 、文 化 共 建 的 美

丽交响。

“ 我 们 中 队 地 处 多 民 族 聚 居 的 边

境 地 区 ，居 住 着 壮 、瑶 、苗 、彝 等 民 族

群 众 。 崇 山 峻 岭 让 这 里 与 繁 华 都 市

隔 绝 ，也 孕 育 出 具 有 独 特 魅 力 的 民 族

地 理 文 化 。 如 果 能 将 其 与 军 营 文 化

融 合 好 、运 用 好 ，对 我 们‘ 以 文 育 人 、

以文化人’大有裨益。”该中队指导员

金 宇 航 向 笔 者 解 释 开 展 军 民 联 演 联

创 活 动 的 初 衷 。 他 们 通 过 引 进 国 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坡壮族民歌”，邀

请 当 地 负 有 盛 名 的 那 坡 县“民 族 合 唱

队”，组建“武警那坡中队壮族民歌合

唱队”，丰富军营文化内容。

“ 官 兵 与‘ 民 族 合 唱 队 ’联 合 创

作 、联 合 演 出 ，既 让 官 兵 在 感 受 壮 乡

文 化 中 陶 冶 了 情 操 ，也 为 中 队 培 养 文

化 骨 干 、打 造 独 具 特 色 的 边 疆 军 营 文

化 品 牌 提 供 了 助 力 。”筹 备 联 创 活 动

期 间 ，为 了 强 化 演 出 效 果 ，从 挑 选 具

备 文 艺 特 长 的 文 化 骨 干 ，到 精 心 选 定

共 演 节 目 ，中 队 与 合 唱 队 员 反 复 斟 酌

推 敲 演 出 细 节 ，并 以“ 线 上 +线 下 ”的

模 式 ，邀 请 民 间 艺 术 家 走 进 军 营 ，为

官 兵 传 授 民 歌 演 唱 技 巧 ，鼓 励 官 兵 积

极参与创作。

“山歌好比春江水哎，不怕滩险弯

又多喽弯又多。”演出刚开始，身着传

统 民 族 服 饰 的 那 坡 县“ 民 族 合 唱 队 ”

就 以 一 首《山 歌 好 比 春 江 水》精 彩 开

场 。 悦 耳 动 听 的 歌 声 、轻 柔 优 美 的 旋

律 ，更 搭 配 以 古 筝 的 阵 阵 弦 音 ，让 听

众 仿 佛 置 身 于 如 诗 如 画 的 青 山 绿 水

中。现场官兵对合唱队的演唱报以热

烈掌声。

“民族合唱队”演唱完，中队几名文

艺骨干走上台，与合唱队队员们共同演

唱了一首原创军旅歌曲《当个好兵》。

动感的吉他伴着民族乐器的优雅和音，

柔美的女声交织着激昂的男声，碰撞出

一种别样的美。

“这首歌是我们支队的原创歌曲，

我不知多少次在各种场合唱过它，但这

次与‘民族合唱队’的老师们和声共唱，

让我更加感受到这首歌曲独特的美。”

参演的战士段必新说。

“我愿接过你的手中钢枪，在红色

淬火中百炼成钢，做红色传人当时代新

人……”官兵熟悉的旋律，这次以全新

的方式呈现，让大家深受感染，情不自

禁齐声跟唱。

负责吉他演奏的战士陈清桃介绍

说，联合演出最初排练时遇到的最大困

难是大家对不上专业合唱队员的节拍，

再加上多数官兵很少接触民族音乐，演

出的契合度不高。在老师们悉心指导

下，参演官兵不断加深对民族音乐的了

解感悟，最终才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演出

效果。

随 后 ，“ 民 族 合 唱 队 ”又 与 官 兵 联

演了《红旗飘飘》《当那一天来临》等歌

曲 ，表 达 了 对 祖 国 的 深 情 告 白 和 忠 诚

使命的壮志豪情。演出中，天琴、葫芦

丝 等 民 族 乐 器 一 一 亮 相 ，让 官 兵 大 饱

耳福。

“ 战 友 的 嘱 托 ，给 我 前 进 的 力 量 ，

这身迷彩装，是我一生的信仰。”演出

进入尾声，全体官兵起立合唱由“民族

合 唱 队 ”与 中 队 官 兵 联 合 创 作 的 歌 曲

《兵的旅途》，动听的歌声在层峦叠嶂

间回荡。

据该支队领导介绍，深度挖掘驻地

文化资源，与当地民族合唱团体建立常

态化联演联创机制，是该中队打造“边

疆文化育人阵地”的创新举措。他们利

用节假日、少数民族节日等时机，举办

联合文艺汇演，把精彩纷呈的演出奉献

给官兵和驻地群众。

大山深处，坚守在这里的官兵与各

族同胞们共同描绘了军民情深的美丽

画卷，也激发着官兵卫国戍边的豪情。

山歌好比春江水
■陈和添 余海洋

陈 璞 平 创 作 的 长 篇 纪 实 小 说《西

征》，入选了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省

作协组织的“齐鲁文艺高峰计划”。该

书讲述了在战火硝烟年代，渤海军区某

部西征的历史，展现了革命军人为国牺

牲、为党奉献的大爱情怀和鲁西北人民

家国天下的朴实情感。作为一部战争

文学作品，作者以渤海军区某部西征为

起点，将西北野战军战史穿插其中，让

读者能更加真切、细腻地去感悟那段红

色记忆。

作者运用大量史实作为背景，将一

个发生在鲁西北大地、延伸到祖国西北

边疆的历史事件，以虚构的人物命运和

情感纠葛为主线叙述出来，熔铸史料于

小说中，裁剪故事于史实间，以气势恢

宏的笔墨，记述了解放战争初期，山东

渤海解放区农民簸箕、二月和柳叶 3 个

男女青年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柳

叶的鼓动下，簸箕、二月踊跃参加解放

军，并随军从渤海解放区一路西征，经

历了一次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西征》在结构设计上用明暗两条

线将整部作品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打

磨。明线是战争线，作者将山东渤海军

区某部一路西征的战斗历程进行全景

式展现。暗线就是感情线，将二月、柳

叶、簸箕 3 人的情感纠葛按照明线推进

的过程巧妙地展示出来，使个人的悲欢

离 合 始 终 起 伏 于 战 争 的 发 展 进 程 中 。

正是由于感情线的成功设计和优美描

述，极大地反衬了战争的残酷无情，激

发读者思考。

作品以小见大，紧紧围绕山东渤海

军区某部的战斗和发展历程来展现整

个西北野战军和西北战场的发展进程，

将上级的战略决策、指挥员层面的战术

运用、战斗员层面的战场实践浑然一体

地表现出来，既有强烈的现场感，又有

宏大的历史背景。作品还通过对二月、

柳叶、簸箕、盼儿等人的情感刻画，形象

展示了渤海子弟兵重情重义、大爱大义

的家国情怀。在党和国家的需要面前，

他们舍小家、顾大家，用淳朴的忠诚和

坚韧，支撑起“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

边疆”的坚定信念。这是一段值得后人

永远铭记的光荣历史。

为了创作这部长篇纪实小说，作者

历经 4 年，先后采访上百位相关当事人

及他们的家人、后人，查阅各类文献资

料逾千万字。无论是对大的历史背景、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对具体的战

役战斗、时间地点、人情风物，作者都进

行了严格的考证，体现出严谨的史学作

风和扎实的史学理论功底。

忆当年，红旗漫卷西征路。今天，

“ 无 数 革 命 先 烈 留 下 的 优 良 传 统 是 永

远 激 励 我 们 前 进 的 宝 贵 财 富 ，任 何 时

候 都 不 能 丢 。”无 论 岁 月 如 何 更 替 ，世

事 如 何 变 幻 ，只 有 从 红 色 历 史 中 不 断

汲 取 精 神 营 养 ，我 们 前 进 的 脚 步 才 会

更加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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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时光

活力军营

迷彩青春

塞北初雪，寒风朔朔。

第 81 集团军某旅营区礼堂内欢声

笑语，缕缕温情汇聚成爱的海洋。一场

别开生面的年终文艺汇演正在上演。在

繁忙的训练任务间隙，全旅官兵用喜悦

和掌声总结一年的收获，展望新一年的

美好蓝图。

“竹板一打响军营，钢枪在手守安

宁 。 百 炼 成 钢 志 如 铁 ，强 军 路 上 步 步

赢！”班长张国朝手持快板、走上舞台。

他的快板表演《钢铁战士铸长城》生动刻

画了官兵训练生活的点滴，用幽默生动

的语言，将官兵的思绪带回训练场。

“快板是我的老朋友了，每打一次，

心里就像有一团火在燃烧。我希望用这

种方式，让战友们感受到军营生活的热

血和活力。”张国朝说。

“真没想到张班长还有这一手！他

的快板，朗朗上口，让人听了热血沸腾！”

一名新兵激动地说。

快板表演刚结束，张国朝匆匆换装

又投入小品的表演中。小品《新兵成长

记》是张国朝和战友们为此次汇演精心

准备的节目，剧本就改编自他们班真实

的生活片段。

一名刚入伍的新兵，因为不适应军营

生活的节奏，闹了不少笑话：叠“豆腐块”

变成“面包块”、紧急集合时穿错鞋……小

品中精心设计的桥段引来台下阵阵笑声，

连许多入伍 10多年的老班长都忍不住捧

腹大笑：“这就是我们难忘的兵之初啊！”

笑声之外，张国朝在小品中也展现

了关爱与责任。剧情的转折点，是张国

朝扮演的班长带着新兵在夜训中艰难前

行。当新兵筋疲力尽时，张国朝搀扶着

他，坚定地说：“你能行，我相信你！”简单

的一句话，仿佛有着无穷的力量，打动了

台下观众的心。

当小品演到新兵终于完成任务，对

张班长深深鞠躬致谢时，台下不少战友

的眼中闪着泪光。那一刻，不仅是小品

中的“新兵”，台下的每位战友也感受到

了这份沉甸甸的军营情谊。

“这就是张班长的魅力，他总能把普

通的故事演绎得有血有肉，让观众既欢乐

又感动。”战友们这样评价张国朝的表演。

“张班长是我们的榜样。他不仅在

训练中表现优异，在生活中也总带给我

们欢乐。我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一样优

秀！”一级上士赵思恩说。

这次文艺汇演，张国朝不仅是演员，

更是统筹调度的兼职导演。台上的张国

朝诙谐幽默充满感染力，台下的他为准

备节目付出了很多心血。从编剧到排

练，从道具准备到现场调度，他事无巨

细，总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演出的每一

个环节。

“他告诉我们，文艺汇演不仅能够为

大家带来欢乐，更是军营精神的一种体

现。”参与小品排练的中士张豪说，“张班

长经常鼓励我们，军营里的每一天都值

得记录，值得被写进节目里。”

张国朝自己也常说：“文化活动就像

军营里的一道阳光，能给大家带来力量

和温暖。”

整场汇演结束后，张国朝带领全体

演员上台向战友们敬礼。台下响起经久

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那是大家对张国

朝和演员们的由衷认可：有了他们，军营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一道阳光暖心田
■李浩然 尹贻浩

今天我出镜

我曾问战友

心中的故乡是何种模样

他说

是袅袅炊烟的村落

是父亲宽厚有力的臂膀

是饭桌上冒着腾腾热气的菜肴

是家门口站满麻雀的老槐树

不过，他停顿片刻

还有一个故乡

住在热血迸发的心房

纵使时隔多年

仍能记清它的模样

那里有一望无际

在风中翻滚浪花的绿色海洋

那里的军歌总是嘹亮

在灼热的日头下

是排排整齐的营房

说着，他闭上双眸

一阵风吹过

蒲公英的种子

飘落到他的嘴角

他深爱的第二故乡

是那般美好

那里有他青春的模样

第二故乡
■宫 铭

七彩风

早年间，在一些边远地区的小散远

连队，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官兵业余

文化生活相对单调。哪怕是逢年过节，

官兵在训练之余，除了打打球、下下棋

外 ，集 体 组 织 的 其 他 文 体 活 动 选 择 不

多。

那年刚进腊月的一天，在和指导员

散步聊天时，我试探性地问：“今年除

夕 ，我 们 可 不 可 以 搞 台 小 晚 会 热 闹 热

闹，活跃一下节日气氛？”

没 想 到 ，指 导 员 听 后 顿 时 来 了 精

神：“行呀，主意不错，只是搞晚会涉及

方方面面，由谁负责牵头呢？这样吧，

我们跟大家商议一下。”听罢指导员的

话，我心中窃喜：“这事，有门儿！”

第 二 天 午 饭 后 ，指 导 员 把 我 和 二

班 长 刘 祥 叫 进 办 公 室 ，高 兴 地 告 诉 我

们，连队同意除夕夜举办一台小晚会，

并 由 我 俩 具 体 负 责 晚 会 的 策 划 、筹 备

等 工 作 。 末 了 ，指 导 员 还 交 代 注 意 事

项，提出“高标准、高质量”办好晚会的

要求。

二 班 长 刘 祥 早 我 一 年 入 伍 ，性 格

开朗，头脑灵活，组织协调能力强，而

我性格较内向，不善言辞，但具备一定

文学基础。我们二人根据各自特长进

行 了 分 工 ：刘 班 长 负 责 演 职 人 员 的 选

拔、节目的选定；我负责节目作品的修

改、整理，以及主持词的撰写。我和刘

班 长 既 有 分 工 又 有 合 作 ，共 同 目 标 就

是 为 官 兵 献 上 一 台 独 具 特 色 的 连 队

“春晚”。

当 时 ，连 队 正 在 掀 起 学 唱 经 典 歌

曲热潮，如《我爱祖国的蓝天》《十送红

军》《珊 瑚 颂》《映 山 红》《红 梅 赞》等 。

经 过 反 复 琢 磨 ，我 决 定 将 晚 会 主 题 定

为“ 红 歌 献 给 党 —— 庆 新 春 文 艺 晚

会”。在得到连队领导认可后，我们便

开 始 着 手 围 绕 主 题 组 织 文 艺 节 目 ，如

相 声 、快 板 、三 句 半 、歌 曲 、笛 子 独 奏

等 。 被 选 定 的 演 职 人 员 积 极 配 合 ，踊

跃 参 与 ，这 使 我 和 刘 班 长 深 受 感 动 和

激励。

最复杂的是节目排练。由于是兵

写 兵 、兵 演 兵 ，大 多 数 演 员 没 有 表 演

基 础 ，从 动 作 到 台 词 、从 形 体 到 表 演

都 要 从 零 学起。好在我之前学过节目

的排练，搞过几次演出，也算有点基础，

因 此 手 把 手 教 演 员 从 一 招 一 式 学 起 。

每个动作是否表演到位、每句台词是否

表达准确，我都要严格把关，一遍不行

两遍，两遍不行三遍、四遍……我 和 刘

班 长 既 是 策 划 又 是 导 演 。 转 眼 半 个

多 月 过 去 了 ，演 员 们 的 表 演 越 来 越 成

熟 ，节 目 经 过 一 遍 遍 打 磨 ，质 量 也 越

来越高。

“春潮澎湃天地新，春光无限军营

美 ！ 尊 敬 的 领 导 、亲 爱 的 战 友 们 ，大

家晚上好！‘红歌献给党——庆新春文

艺 晚 会 ’现 在 开 始 ……”除 夕 夜 ，连 队

“ 春 晚 ”在 高 亢 激 昂 的《春 节 序 曲》背

景音乐中拉开帷幕。当时下连慰问官

兵 的 上 级 领 导 与 官 兵 一 起 观 看 了 晚

会 。 舞 台 虽 简 陋 ，没 有 专 业 演 出 的 灯

光 、道 具 ，但 一 首 首 经 典 歌 曲 唱 出 了

官 兵 一 心 向 党 的 壮 志 豪 情 ；一 段 段 相

声 、快 板 赞 颂 了 官 兵 对 党 的 无 限 忠 诚

与 热 爱 ，台 下 观 众 不 时 报 以 雷 鸣 般 的

掌声。

整整一小时的演出结束后，上级领

导给予“很好，非常棒”的高度评价，并

建 议 这 台 晚 会 在 全 团 范 围 内 巡 回 演

出。随后，在春节期间，演出队奔赴各

连队演出，受到战友们一致好评。这台

晚会着实“红”了好一阵。

时间虽过去很多年，现在官兵的业

余文化生活丰富了许多，但每逢新春，

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老连队，想

起我的老战友，想起那台饱含我们情感

的连队“春晚”。

连队“春晚”别样红
■门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