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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足迹

基层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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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青春战歌》。 牛萌萌摄

“赤胆忠诚政治坚定，向战为战一

心打赢……”近日，信息支援部队某部

举办“启航新征程，开创新局面”文艺

创演。活动现场，一曲曲铿锵有力的

歌舞、一段段引人入胜的故事，将现场

官兵带入热烈氛围，引发情感共鸣。

此次演出，主要由来自基层一线的

文化骨干进行节目编创。演出撷取基层

一线“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鲜活素

材，生动讲述身边人身边事，展现了该部

官兵锐意进取、扎实工作的精神风貌。

一

“如何让‘老故事’焕发新能量，让

‘新科技’助力节目创新，是我们一直

以来研究的问题。”演出导演、该部政

治工作部干部刘辛铭告诉笔者。

“自我部组建以来，官兵牢记使命、

接续奋进，在这片热土续写着青春故

事。”创排初期，刘辛铭和文化骨干们多

次在该部文化长廊旁开展研讨。一幕幕

历史图景重现了部队发展脉络和重大成

就，也点燃了文化骨干们的创作灵感。

一级上士刘小龙有着丰富的演出

经验。他的作品《跨时空“联”线》，让新

时代革命军人和老一辈革命军人以精

神传承为联系纽带，借助电话这一载

体，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对话。为了让舞

台更加真实，文化骨干们搜集历史照

片、制作老式装备模型，通过舞台氛围

的渲染，让历史与当下交织、精神与思

想交流。舞台上，新旧时空重叠映现，

直观展现了部队近年建设发展的新变

化，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历史是生动鲜活的。先辈们抛

头 颅 、洒 热 血 ，以 不 朽 精 神 照 亮 了 我

们 来 时 的 路 。”该 部 干 部 夏 欣 在 谈 及

编 排 情 景 剧《一 念 之 间》时 感 慨 地

说。在编创节目初期，她仔细翻阅军

史党史书籍，从革命先烈的故事中汲

取丰沛养分。经过集中研讨，一个以

历史人物为叙事主角的节目《一念之

间》创作完成。官兵用热烈的情感和

精湛的演技，再现了恽代英、赵一曼、

陈 延 年 等 先 烈 的 身 影 。 那 一 声 声 呐

喊 、一 句 句 誓 言 ，让 台 下 官 兵 备 受 感

动，深受教育。

二

隆冬时节，寒风萧瑟，排练现场却愈

发火热，距离正式演出的时间越来越近。

“要把这一年部队的新变化呈现

给 官 兵 ，这 是 一 次 总 结 ，更 是 一 种 激

励 。”节 目 编 导 唐 琳 娜 组 织 节 目 排 练

时，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感悟。“战争时

期，文艺作品从炮火硝烟、前沿阵地中

来，文艺骨干们把最新鲜的文艺成果

带给部队官兵，也为部队注入精神力

量。”将训练生活搬上舞台、赢得官兵

情感认同，是节目创排的重点和难点。

文艺骨干们围绕年度亮点工作，为

创作收集素材。小品《美梦成真》从“列

兵张强”的视角，以小见大地讲述了基

层一线的精彩故事，赢得观众喝彩。“参

演节目前，我希望小品有趣就行，但经

过对台词的揣摩、对故事的理解，我内

心有了新的触动和感悟。”结束演出，

“列兵张强”的饰演者中士姜文旭说。

相声《今年我来建新站》同样是演

出的亮点，二级上士高嵩翯和上等兵

刘伟强是相声节目的“老搭档”。“相声

的表现形式相对单一，可以运用多媒

体来进行拓展。选材上则要撷取官兵

工作生活中最关注的点，这样的作品

才能掷地有声。”刘伟强在过去一年里

积累了很多建设保障新营区的工作经

验，在节目编创时，他将这些经验融入

相声作品，生动再现了战友们开拓新

域、奋发进取的拼搏场景。

夜已深，排练场仍灯火通明。一

个个“兵演兵、兵写兵、兵唱兵”的文艺

节目，被一遍遍精心打磨。

三

青春在战斗中成长，战斗让青春

更加闪耀。

“这次参加文艺创演的官兵，大多

是 95 后、00 后，他们自带蓬勃的朝气、

昂扬的激情，创排过程本身就是一台

精彩剧目。”演出策划负责人、该部政

治工作部干部王慕豪望着舞台上青春

洋溢的笑脸感慨道。

“青春战歌我们骄傲地唱着，青春

战歌已融进共同的脉搏。”在表演歌舞

《青春战歌》时，官兵身着蛙服、作战靴，

以青春姿态展现该部官兵投身任务实

践的火热场景，巧妙地用歌舞讲述他们

的奋斗历程。在歌舞《我们是光荣尖

兵》中，演员们手持钢枪，踏着铿锵的节

奏，以帅气挺拔的舞姿展现了铁血男儿

的风采。官兵表示：“这段歌舞充满战

味，展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风采！”

以贝斯、架子鼓等乐器组成的“支

点乐队”和他们带来的作品，是这次文

艺创演的一个亮点。当鼓点奏响，这

支越演越有自信、越唱越有激情的乐

队，再一次点燃了演出的气氛。

以文化人，润物无声。演出落下

帷幕，而作品中的精彩故事、经典唱段

仍久久萦绕在官兵心中。

基层文艺创演—

鲜活故事再现火热生活
■刘 帅

红安原名黄安，是黄麻起义的策源

地之一。我在湖北任职期间，多次组织

官兵到红安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这使我

对红安这块红色的热土有一定了解，并

充满崇敬和仰慕之情。

红安有三个地方始终感动着我。

第一个是公路和村庄旁竖起的将军

故里指示牌。在红安地界，常能见到这

种指示牌，上面写着某某将军故里的字

样 和 其 生 平 事 迹 。 从 木 匠 到 共 和 国

主席、从放牛娃到将军、从长工到军区司

令员……那些令人动容的故事在当地老

幼皆知，在百姓中传诵至今。这片土地，

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走出了韩先楚、陈锡联、秦基伟等著

名将领。徐向前元帅亲自题字：“两百个

将军同一个故乡。”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

党独立领导人民，与反动势力进行坚决

斗争，黄麻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

的。黄安、麻城两地很早就接触了革命

思想，1924 年至 1925 年，董必武和陈潭

秋以他们原来创办的武汉中学为基地，

为两县培养了一批共产党员。1925 年

秋冬，随着大革命的发展，黄安、麻城两

县分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

特别支部。当时的黄麻地区矛盾尖锐，

革命的星火在这里点燃时，便有了“小

小 黄 安 ，人 人 好 汉 ，铜 锣 一 响 ，四 十 八

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首脍炙人口

的歌谣。

第 二 个 是 当 年 曾 被 命 名 为“ 列 宁

市”的七里坪镇。七里坪镇位于红安县

城北，东邻麻城，北接河南新县。1927

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

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

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

秋收暴动。同年 9 月，“八七会议”精神

在七里坪文昌宫以会议形式传达。11

月 3 日，黄麻农民起义总指挥部在七里

坪成立，同时组织的中共黄麻党务委员

会为起义的组织机关。13 日，中国共产

党领导黄安、麻城地区的农民发动武装

起义，史称“黄麻起义”。红安书法家吴

兰阶写下对联：“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

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克复黄安县试看

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

现在的七里坪镇，还保留着文昌宫

旧址、黄麻起义总指挥部旧址等红色遗

址。走在今日的七里坪长胜街上，人们

依稀可以感受到当年的革命盛景。这里

有列宁市经济公社、苏维埃银行，有七里

坪革命法庭、鄂豫皖中西药局……这些

旧址和遗迹默默地见证着岁月的沧桑。

第三个是红安烈士陵园。红安烈士

陵园，位于红安县城关镇，由牌坊、黄麻

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烈

士 祠 、骨 灰 堂 、烈 士 墓 等 组 成 ，庄 严 宏

伟。内有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

士纪念馆。馆内陈列着全县英烈名册，

一尊尊烈士塑像和可歌可泣的英雄故

事，无不让人肃然起敬。

革命战争年代，14 万英雄的红安儿

女为中国革命胜利献出了生命。革命先

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红安精

神，即“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一要

三不要”是指“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

不要命”；“一图两不图”是指“图奉献，不

图名，不图利”。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

革命先烈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心灵得

到了洗礼。

红安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英雄血

脉的“沉浸式”课堂。有战士说：“在这

里，我与革命先辈是那么近，他们给予我

无形却强大的力量，让我感受到敢将鲜

血洒热土的壮志豪情。”

一次红安行，一生红安情。红安精

神在我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难忘红

安，难忘红安之旅，更难忘红安的红。

难
忘
红
安
红

■
侯
殿
忠

天山北麓的“奎屯”，在蒙语中是“寒

冷”的意思。这里的冰晶莹剔透，激发了

驻守此地的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

某中队官兵的创作灵感。他们凭借丰富

想象和巧妙构思，雕刻出一座座美轮美

奂的冰雕作品。

在该支队一年一度的“冰雪文化节

暨新年游园会”上，官兵和受邀而来的家

属们在一座座冰雕作品前，欣赏着充满

兵味的艺术作品。

每一座冰雕，犹如冬日里的诗篇，讲

述着官兵守护人民安康的故事，折射出

部队生活的多姿多彩。它们是艺术与自

然的融合，是官兵智慧与大自然鬼斧神

工的共同杰作。

冰雕《凝聚力量》是指导员迟秀成和

班长付安东花了一周时间雕刻成的。官

兵走过这座冰雕，就会感受到振奋人心

的蓬勃力量。

“我们雕刻这座冰雕，是为了营造官

兵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强化对身边战

友和对集体的情感认同。”迟秀成介绍。

这座由一个五指紧握的拳头、两大两小

四面坚固的盾牌、两朵轻盈的祥云构成

的美丽冰雕，寓意着官兵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

冰雕《凝聚力量》的背后还有这样的

故事。随着编制调整，中队有不少官兵

来自其他单位。在某次后装专业大比武

的野战炊事保障课目中，两名平时技能

精湛的炊事骨干，就因为来自不同单位，

相互间协作配合还不够默契，导致比赛

成绩不理想。

复 盘 后 ，大 家 决 定 作 出 改 变 。 他

们 一 方 面 开 展“ 尊 干 爱 兵 ，兵 兵 友 爱 ”

活动，加深官兵间的战友情谊；另一方

面，利用驻地特色的冰雪文化，邀请地

方 冰 雕 师 傅 进 军 营 教 官 兵 制 作 冰 雕 ，

在辞旧迎新的时节里营造更加浓厚的

团结氛围。

官 兵 从 额 尔 齐 斯 河 里 凿 冰 取 料 ，

搬 运 到 中 队 营 区 ，用 各 种 工 具 在 冰 块

上 精 雕 细 琢 。 最 终 ，他 们 将 一 块 块 冰

雕 琢 成 充 满 兵 味 、战 味 的 艺 术 品 。 官

兵还给冰雕底座配置了各色灯光。每

当 夜 晚 灯 光 亮 起 ，这 一 座 座 冰 雕 就 变

得更加光彩夺目。

“看到冰雕上刻着的‘众志成城’‘凝

聚力量’等字样时，战友们会感受到集体

的温暖，不自觉地在心中埋下团结友爱

的种子。”付安东说。

“冰雪文化节暨新年游园会”上还有

着其他不少生动形象的冰雕作品，有航

母福建舰冰雕，有取名为《家》的冰雕，还

有一些深受军娃们喜爱的动物冰雕。这

里的每一座冰雕，都充满了生命力。

晶莹冰雕述深情
■黄 超

“ 我 和 我 的 祖 国 ，一 刻 也 不 能 分

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

歌。”近日，新疆军区某师文艺演出队

走进某团礼堂，为全团官兵倾心献上

一 场 军 史 主 题 文 艺 演 出 。 开 场 歌 舞

《我和我的祖国》用深情的告白拉开演

出的帷幕。

舞台上，官兵精神昂扬，以嘹亮的

歌声、整齐的动作和饱满的热情，抒发

着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熟悉的旋律响起，官兵情不自禁地跟

着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铿 锵 有 力 的 节 奏 ，犹 如 奋 进 的 鼓

点，唱出了广大官兵对党的无限热爱

与崇敬，更唱出了他们坚定不移跟党

走的决心和信念。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

境。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

兵……”在《四渡赤水出奇兵》的歌声

中，舞蹈演员们演绎了以红军四渡赤

水为题材的艺术画面，带领官兵重回

那段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随后，《十

送 红 军》深 情 的 旋 律 在 礼 堂 悠 扬 飘

荡。“苞谷种子红军种，苞谷棒棒咱们

穷人掰，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撒

下的种子红了天……”歌声中蕴含的

真情，在官兵心中流淌。

在充满力量、振奋人心的《大刀进

行曲》后，《长征》《胜利大会师》《南泥

湾》《封存已久的军功章》等多个原创

节目相继登场，给官兵带来一场视听

盛宴、一次精神洗礼。

舞台灯光昏黄，仿若草地阴沉天。

红军战士衣衫褴褛却目光坚毅，他们相

互扶持着踏入泥泞草地；遇到战友陷入

沼泽，众人用木棍和绳索全力营救；夜

幕下，大家围坐在篝火旁，老党员借着

火光讲故事、鼓士气……舞台剧《长征》

带领观众走近红军将士，虽饥饿难耐、

疲惫不堪且不断有人倒下，但这支队伍

仍朝着希望坚定迈进。

“一路走来，多少战友倒在了征途

上。今天的会师，是他们用生命换来

的。我们必须带着他们的期望，继续奋

勇前进。”《胜利大会师》以红军会宁会师

为背景，演出队队员们用精湛表演和深

情话语展现红军战士坚定的革命理想和

信念，深深触动了在场官兵的心灵。

“ 没 有 条 件 ，我 们 就 自 己 创 造 条

件”“咱们要让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

南”……舞台剧《南泥湾》紧密围绕艰

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通过

精彩演绎，生动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

下的人民军队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

高尚品质。

灯光亮起，旁白带领众人的思绪

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年轻的张富

清在枪林弹雨中英勇奋战，立下赫赫

战功；战后，他回归平凡，将军功章存

放在盒子里；张富清的事迹被发现，军

功 章 重 新 面 世 ，向 人 们 讲 述 往 昔 故

事。“国家和人民给了我这份荣誉，可

我 深 知 ，这 背 后 是 无 数 战 友 的 奉 献 。

我只是幸运地活了下来，替他们看看

这 来 之 不 易 的 和 平 。”灯 光 聚 焦 军 功

章，音乐激昂，全体官兵向英雄致敬，

舞台剧《封存已久的军功章》在雷鸣般

的掌声中落幕。

这场充满兵情兵韵的演出在《强军

战歌》声中落下帷幕，精彩纷呈的节目令

官兵深受触动。许多官兵表示，这是一

堂生动且深刻的军史教育课，是一次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文艺活动，

有效提振了官兵精气神，鼓舞了斗志。

军史主题文艺演出—

先辈精神鼓舞官兵斗志
■梁佳豪

文化视线

舞台剧《封存已久的军功章》。 廖蕴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