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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西下，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演

训场，一场红蓝实兵对抗训练结束后的

复盘正在进行。超越输赢，双方指挥员

互相指出训练中存在的问题。之后，“红

军”某旅就地转入驻训状态，整改问题，

加强训练。

担 任“ 蓝 军 ”的 是 第 81 集 团 军 某

旅。像这样的对抗训练，他们已经开展

了数百场。以强军为追求、以服务打赢

为目的，一种名为“磨刀石”的战斗文化，

正持续激励他们推进战斗力提升。

一

“赢我才能过关，胜我才能打仗”。

该旅营区主干道路旁，一块狼头形状的

标语牌引人注目。即将奔赴下一场对抗

训练的一级上士刘海龙，坐在战车上看

着这块标语牌，思绪飘向远方。

今年是刘海龙在这支部队度过的第

18 个年头。近几年，他明显感觉到，“红

军”部队被“磨”得更强了。

2015 年的一次对抗训练中，已是车

长的刘海龙被连队赋予侦察“敌情”的任

务。他指挥战车降低速度，缓缓逼近“红

军”宿营地。

“‘红军’岗哨并不警觉，宿营队形应

该就是明天发起冲击的阵型……”将侦

察情报用电台回传给连指挥所后，刘海

龙指挥班组寻找掩体就地隐蔽，静静等

待第二天战斗打响。

拂晓时分，一夜未眠的刘海龙看到

远处腾起沙尘，这是“蓝军”部队发起攻

击的信号。打开电台，他迅速指引部队

向“红军”发起冲击。“红军”部队匆忙应

对，很快便损失了多数战力。这样的场

景，正在“红军”各处阵地发生。这场对

抗训练，自然也以“红败蓝胜”结束。

“‘蓝军’部队作为守方，为什么能先

发起攻击？”面对“红军”质疑，“蓝军”的

回应是：“真实的战场，敌人不会等着你

去打他。”

跳出思维定式，“磨刀石”磨砺的不

仅是战斗力，更要帮助部队发现和克服

问题隐患。

复盘大会上，红蓝双方面对面交流

得失。“蓝军”官兵详细指出发现的问题，

并主动帮助对方寻找应对办法……不遮

不掩，不怕暴露问题；直言不讳，坦诚交

流见解。训练中发现的问题在共研、共

谋、共享中得以解决。

前不久，刘海龙又一次碰到了那年

的“老对手”。这次攻防转换，两支部队

轮流担任攻方与守方。训练结束，导调

组判定“红军”以微弱优势获胜。

刘海龙感觉，对抗中，“红军”实战能

力较之前有了大幅提升，敌情意识更加

敏锐，行动衔接更加紧密，力量协同更加

有效……这些年，来朱日和参加训练的

“红军”部队越来越强，“蓝军”破袭“红

军”指挥所的成功率和炮兵火力毁伤指

数都有所下降。

从单一兵种到多兵种的联合作战，

“红军”部队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得

到磨砺，改变了战术思维，也提升了战

斗力。

“赢我才能过关”，是“磨刀石”打磨

的粗坯；“胜我才能打仗”，是“磨刀石”

精心雕琢的璞玉。这两句标语震撼着

前 来 对 抗 的“ 红 军 ”部 队 官 兵 ，也 激 励

“蓝军”旅官兵不断拼搏，努力争当合格

“磨刀石”。

二

“蓝军”研训中心，是该旅的标志性

建筑之一。

一步步走来，该旅始终秉持一个信

念：“蓝军”研训要过硬，“磨刀石”基础要

打牢。他们编写规章制度，编修整理资

料，梳理“蓝军”作战理论研究课题，探索

出一系列新战法新训法。

模拟训练中心是该旅繁荣发展战斗

文化的又一个体现。

训练大厅内，电子沙盘细致地标明

红蓝双方阵地、火力配系，中央大屏上一

条条作战信息不断流转。在这里，他们

和一个个“对手”复盘，查找问题，帮助他

们不断提高战斗能力。

该旅领导说：“‘磨刀石’某种意义上

也是‘铺路石’。我们宁肯自己的‘盾’被

刺穿，也要把‘红军’部队的‘矛’磨得更

锋利。”

在之前的一场对抗训练中，曾发生

过这样一幕。

该旅排长熊家鑫正带领战士们隐藏

在一处通路两侧，突然看到红方正一步

步向蓝方阵地纵深逼近。他没有立即下

令开火：“把红方放近点再打，让他们体

验一下纵深作战的感觉。”

这场“战斗”，从凌晨 4 时开始，到下

午 3时结束。11个小时里，红方部队经历

了全程对抗，收获了更为丰富的经验。正

如该旅领导所说：“‘磨刀石’的使命不是

争输赢，而是帮对手练好打仗本领。”

该旅营区的荣誉广场上，一面面战

旗承载荣誉传承，见证该旅官兵拼搏奋

斗的光辉历史。“蓝军”旅的根长在大漠

里，结出的果落在打赢沃土上。这支部

队的战斗文化，历经实战化对抗训练的

锤炼而形成。其战斗指向鲜明，不仅是

培养官兵战斗意志、砥砺官兵战斗品格

的重要因素，也在助力一支支精兵劲旅

战斗力生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

“一枚未爆弹斜插在沙砾里，‘党员

排爆队’队员杜康一步步向着这枚未爆

弹走来……”走进该旅多功能厅，一场

“我身边的典型”故事分享会正在展开。

官兵用平实语言将身边先进典型的事迹

娓娓道来。先进典型中有组建 10 余年、

多次取得荣誉的“党员排爆队”，也有入

伍不久就在大项比武中摘金夺银的列

兵。台下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

其源。基层官兵是“蓝军”战斗文化发展

的参与者、见证者。近年来，由该旅官兵

原创的多首军旅歌曲，如《红色蓝军旅》

《我的蓝军旅》《战狼》等，都在该旅广为传

唱。此外，官兵喜闻乐见的其他品类的作

品也被创作出来。炮兵营某连战士梁硕

麟将该旅的奋斗史编成“数来宝”，让官兵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领悟“草原战狼”的

发展历程；该旅的“战狼乐队”是每次晚会

的“常驻嘉宾”，演唱的歌曲带有浓郁战斗

气息，深受官兵喜爱；演训中发生的感人

故事也被改编成一个个情景剧。

战斗实践孕育战斗文化，战斗文化激

扬战斗精神。近年来，该旅官兵积极奋发，

不断在一次次比武演习中取得好成绩。

铁甲纵横，铁翼飞旋，朱日和沙场

上，展开了新一轮对抗训练。官兵明白，

胜与负并不是对抗训练的焦点。借用

“蓝军”旅官兵的一句话，我们能更加明

白他们的目的——唯愿千军竞发之时，

有我“磨刀”之功！

大漠深处的“磨刀石”
■高 歌 陈敏杰

近日，原创情景剧《向光·飞扬》在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上演。情

景剧共分五幕，由该中心官兵、文职人

员和员工排练演出，从不同角度讲述了

他们扎根岗位、拼搏奋进的动人故事。

情景剧一开场，几位演员以该中心

官兵、文职人员和员工代表的身份，相

约以写春联的形式总结近年工作。“春

联”成为每一幕剧情的引子和小结，4

副春联讲述 4 个故事，质朴的语言触动

人心。

第一幕《高峰之镜》中，新入职该中

心的文职人员在看望大学导师时，汇报

了他在骨科医学部工作一年的感受。

师生间幽默平实的对话，向观众展示了

医疗科研人员紧盯前沿、志在未来的高

远境界和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随着

师生二人的退场，第一副春联被演员展

示出来：“心怀天下广聚英才强队伍好

戏连台，面向未来勇攀高峰再突破捷报

频传。”

“实力强技术硬关键时刻方显英雄

本色，信心满底气足急难险重才能屡获

殊荣。”第二幕《技智之巅》再现了烧伤

整形医学部救治患者的真实事迹，精湛

的救治技术屡次创造生命奇迹。本色

出演的医护人员，将工作日常搬上舞

台，用实际行动诠释这副春联的意蕴。

“民健军强”是第三幕《职责在肩》

的关键词。在苏尼特右旗人民医院，

来自该中心帮扶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挽

救了一名患者的生命。该中心多年帮

扶工作给当地驻训官兵和群众提供了

坚实医疗保障。“立足当下服务帮扶一

心为民民心所向，放眼未来保障打赢

一 心 为 战 战 场 必 达 。”随 着 演 员 的 讲

述，大屏幕上，牧民带着锦旗、拿着哈

达感谢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场景将演出

推向高潮。

“以院为家事事用心只为人间一

片烟火气，以人为本处处到位但求情

意为重有关怀。”这副春联是写给第四

幕《温情如家》主角的，也是写给众多

奋斗在保障一线的官兵的。故事以保

障部一名营房助理的家庭生活为切入

点，生动展现了军人的无私奉献和军

嫂对丈夫无怨无悔的支持。“等我们老

了，我们俩手拉着手就坐在四中心那

棵大树底下……”

第五幕《向战而行》以年终总结的

形式，展示了该中心官兵、员工在临床、

科研、教学中聚焦向战为战、保障打赢

的精神风貌。在《强军有我》的动人旋

律中，演出落下帷幕。

下图：情景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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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文化景观

清晨，武警江西总队某部业余军乐

队的队员们已在营区广场集结完毕。乐

队指挥员用力扬起手臂，庄严的《义勇军

进行曲》响彻广场。在激昂的旋律中，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

这支业余军乐队的队员们来自同一

中队，已经执行多次重大军乐演奏任务，

曾被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评为“优秀业

余军乐队”。

步 入 该 中 队 荣 誉 室 ，墙 上 挂 有 军

乐队队员们参加各类演奏任务的纪念

照片和新闻报道。这其中就有军乐队

成 立 之 初 的 第 一 张 合 影 。 照 片 中 ，队

员 们 拿 着 心 爱 的 乐 器 ，眼 神 充 满 希 望

与喜悦。

成立之初，很多队员没有音乐基础，

有教学能力的骨干也很少。

小 号 手 孙 伟 回 忆 当 时 的 情 形 时

说：“刚开始，不少战友不识谱，更不会

吹 出 音 阶 ，这 种 水 平 离 上 台 演 奏 还 差

得远。”

队员们每天不仅要完成军事训练和

各项任务，还要坚持练习军乐。这支基本

没有音乐基础的队伍能演奏出什么水平的

军乐？这个问题萦绕在每一名队员心中。

“先从吹响开始！”该中队指导员徐

峰鼓励队员们。这句朴实的话鼓励大家

勇敢迈出第一步。

队员们借助视频自学，细致打磨每

一个音符、指法与节拍。他们利用文体

活动时间探讨研究如何把军乐演奏好。

很多人还利用休息时间练习演奏技巧，

乐队的训练氛围愈发浓厚。“军事训练与

器乐演奏有时是相辅相成的，吹得好军

乐，肺活量大了，跑步也更有劲。”徐峰笑

着说。

“为了校准一个音准，有时要反复练

习许多遍。”小号手杨弋回忆，在练习军

乐时，他曾把嘴唇吹裂。为了配合乐队

整体节奏，队员们必须反复磨合，但没有

人想要放弃。

“念谱子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需

要用手指逐个对着音符，放慢速度，一遍又

一遍地念诵，直至熟练。”黑管声部队员杨

琦为了吹好一个简单的音调反复练习。正

是凭借这种努力与坚持，队员们的演奏技

巧不断提升，军乐队渐渐走上正轨。

每逢退伍季，军乐队的人员编配都

会受到挑战。

有一年退伍季后，各声部都或多或

少出现了骨干短缺的问题。正巧那段时

间上级下达了任务，军乐队要负责一场

迎新春晚会。

此时，新队员的加入让乐队各声部

既定的人员组合被打乱，新老队员需要

进行磨合，新队员的演奏技艺也需要提

升。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给晚会演出能

否顺利进行，画上一个问号。

面 对 这 种 情 况 ，老 骨 干 们 勇 担 重

任，加速培养新人。为避免某个声部出

现断层，这支业余军乐队的每位骨干，

都要掌握多种乐器的演奏技能。黑管

声部负责人杨康在指导本声部队员训

练后，又赶到长笛声部学习演奏技巧，

最后还不忘检查次中音声部的训练情

况；圆号声部负责人冯江南要一边指导

本声部队员训练，一边教小号声部的新

队员乐理知识；打击乐的老队员们也主

动学起了管弦乐，以备不时之需……最

终，在众人的努力下，迎新春晚会演出

任务圆满完成。

“在军乐训练中，乐器就是武器。”新

队员、圆号手谭彦祖说。每次训练结束

后，他都会认真把圆号擦拭干净。对他

而言，这把圆号的意义很重要。

现在，这支军乐队实现了从青涩稚

嫩到相对成熟的精进。“谁能想到，我们

还能获得这么多荣誉！”徐峰激动地说。

荣誉室的大桌上，陈列着众多奖杯奖状，

其中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颁发的“优秀

业余军乐队”奖状格外引人注目。

如今，在节日庆典、仪式活动等重要

场合，军乐队屡屡担当重要角色，成为该

部一张文化名片。在执行重要任务之

前，在圆满完成任务或比武竞赛凯旋之

时，军乐队都会用激昂的军乐为战友奏

响战斗旋律。

特战比武队员李敏回忆某次比武前

的场景，不禁赞叹：“军乐《钢铁洪流进

行曲》一奏响，我内心的斗志瞬间被点

燃。”那次比武，他们一路过关斩将，取得

了“特战专业第一”等 3 项桂冠。

那一年退伍季，这支军乐队照例在

南昌高铁站广场上整齐列队，奏响军乐，

为退伍的战友们送行，激励他们退伍不

褪色。即将退伍的长号手曹芳巍，请求

与大家一起吹奏：“我很荣幸能与大家最

后一次并肩作战！”演奏时，曹芳巍的泪

水滴落在长号上。

高铁站广场上，军乐队奏响《歌唱祖

国》，老兵们不由自主地高唱，用歌声向

热爱的军营作最后道别。“若有战，召必

回！”铮铮誓言响彻候车大厅。周围的群

众被这庄严神圣的一幕所感染，也跟唱

起来。那一刻，军旅情、家国情激荡人们

的胸怀。

军乐铿锵 兵心飞扬
■朱安龙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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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江西总队 2025年迎新春晚会上，该军乐队演出的场景。 左 阳摄

“就爱这边关，捧起这把土，托起我

飞跃梦想的脚步……”近日，新疆军区

某团组织文艺汇演，歌伴舞《就恋这把

土》拉开演出序幕。饱含真情的歌唱，

让 官 兵 不 禁 回 想 起 高 原 驻 训 时 的 场

景。在喀喇昆仑高原上，该团官兵战风

沙、斗严寒，早已对这片土地产生不一

样的感情。

取材于官兵身边故事的小品《高原

红》随后上演。小品将官兵忠诚戍边的

使命担当以及军属无私奉献的幕后故

事搬到舞台，引发大家的情感共鸣。二

级上士侯小东说：“‘这片红不仅红在我

们脸上，更红在我们的心上’，这句台词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不畏挑战，时刻迎难而上；高原军

营，铿锵玫瑰绚烂盛开。聚光灯打向舞

台中央，女子舞蹈《铿锵玫瑰》展现巾帼

不让须眉的女兵风采。在高原训练执

勤中，该团女兵不怕苦、不怕累，以严谨

的态度、饱满的热情对待工作，给战友

们留下深刻印象。

“有时候，我会对着镜子，学着爸

爸的样子，戴着军帽，敬一个神圣的军

礼 ……”童声朗诵《我的爸爸是军人》

邀请小军娃登台表演，展现他们眼中的

边防军人形象。朗诵声中，有军娃们对

爸爸在情感上的依恋，更有对军人父亲

的敬佩。

随着音乐响起，民族风格浓郁的舞

蹈《我的爱献给祖国母亲》登台，翩翩舞

姿感染着观众。活跃的现场气氛吸引

不少台下战友踊跃登台，一同起舞。

“清澈的爱啊，献给祖国，战士的赤

诚，压进了枪膛……”演出在歌曲《清澈

的 爱 ，只 为 中 国》的 大 合 唱 中 画 上 句

号。这是边防官兵的赤诚心声，也是他

们的坚定誓言。

艺术展现戍边生活
■本报特约记者 高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