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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我梦到了一名志愿军战士，

他说想看一看新时代的样子”……日前，

一堂由官兵自主策划编创的情景剧《让

战旗永远高高飘扬》，在第 78 集团军某

旅礼堂上演。

这部情景剧取材于该旅某连一段真

实的战斗经历。该连前身为某步兵师高

炮营 2 连，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面

对敌人的高空轰炸，全连官兵不畏强敌、

奋勇作战，有力保护了志愿军后勤补给

线，战后被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授

予“空中开花 威震敌胆”荣誉称号。情

景剧以该连奋勇抗击敌机的事迹为背

景，讲述了新兵吴恙与革命先辈跨时空

对话后，更加坚定从军信念、实现自我蜕

变的过程。

第一篇章《不惧牺牲 英勇战斗》，

再现了 1952 年连队为保卫清川江大桥

与敌军殊死搏斗的战斗场景。伴随着

刺耳的轰鸣声，数十架敌机向志愿军高

炮阵地俯冲。面对来势凶猛的敌机，连

队炮手们神情凝重、精神紧绷。聚光灯

骤然亮起，一名班长大喊：“目标捕住，

进 入 射 程 ，开 火 ！”所 有 的 高 炮 同 时 开

火，喷射出一道道愤怒的火舌。突然，

一枚航空炸弹落在了阵地上，一门高炮

瞬间被掀翻。很多战士当场牺牲，有的

战士身受重伤，仍然拼尽全力呼喊着：

“保卫大桥！”

据情景剧编排负责人、该连政治指

导员包真福介绍，第一篇章演绎的是当

时敌军为增加谈判筹码，发动了“绞杀

战”，大肆破坏我军运输补给线。在短短

几天的时间里，敌军先后派出飞机数千

架次，投下数万枚炸弹。面对凶残敌人，

官兵舍生忘死，形成了“你炸不死我，我

就把你打下来”的战斗精神。

在第二篇章《隔空对话 一脉传承》

中，“穿越时空”而来的吴恙，抱着受伤的

志愿军战士，大声喊道：“同志！你一定

要坚持住！”志愿军战士用微弱的声音说

道：“我……我真想看看未来的样子。”吴

恙立刻回应说：“在未来，百姓安居乐业、

其乐融融，正是你们的付出才换来了我

们的幸福家园。”

革命先辈的战斗精神，如同一把火

炬，照亮前路，指引后人。第三篇章《接

续奋斗 逐梦北疆》展示了连队官兵赓续

传统、开拓进取的奋斗历程。这一篇章，

将近年来连队参加抗洪抢险、实兵演习

等大项任务的经历搬上舞台，用一幕幕

真实感人的瞬间、一个个热血沸腾的画

面，引发现场官兵强烈共鸣。

“我们把英雄连队的战斗故事融入

红色情景剧中，通过艺术赋能，得到良好

的教育质效。”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充分

发挥红色资源铸魂育人的作用，引导官

兵在编排情景剧的同时，深入了解英雄

战斗故事，共同学习战史、感悟根脉，用

先烈的战斗精神，激励官兵积极投身练

兵备战，不断涵养胜战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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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的春雨洒落在桐梓山，洗出满

山苍翠。新发的蕨芽从腐叶中钻出，野

樱枝头的雨珠坠入山涧，满山春色令人

陶醉。恍惚间，远处依稀可见赭色的山

石，将人们的思绪拉到了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

桐梓山，这座毗邻耒水、形如卧虎的

山 峦 ，本 是 一 座 极 为 普 通 的 山 。 1927

年，湖南先后发生马日事变和沁日事变，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桐

梓山农民游击队就此组建。1928 年，一

河之隔的水口山矿工，智夺矿警枪支来

到桐梓山与农民游击队会合，从此翻开

了大革命时期衡阳工农运动光辉灿烂的

一页。

穿过这片浸润过热血的山林，桐梓

山工农游击队根据地旧址静静矗立在山

顶。这座灰瓦白墙的小屋，与青山浑然

一体，门楣上写着“桐梓山工农游击队”8

个朱红大字。

根据地旧址门口的红砂石水缸缸沿

上，仍能看到战士们当年磨制大刀、梭镖

所留下的深深刻痕。1927 年 9 月 27 日，

在资歌铗等人的领导下，廖田秋收起义

爆发。起义军官兵攥紧大刀、梭镖，趁着

夜色向廖田墟立本堂聚拢，镇压了当地

的反动势力。因敌人后续激烈反扑，起

义军撤退不及，资歌铗负伤被俘，不久后

英勇就义。

革命精神薪火相传，桐梓山工农游

击队根据地的建立，凿穿了湘南大地的

沉沉黑暗。踏入序厅，迎面巨幅油画再

现 1928 年会师盛况：水口山矿工与桐梓

山农民在杜鹃花海中相拥，沾满煤灰与

泥土的手共同高擎红旗。右侧展柜里，

存放着三件特殊的文物——半截锈蚀的

矿灯、柄部缠着麻绳的柴刀、俄文版《国

家与革命》的油印册。这些分别代表着

工人运动的星火、农民暴动的怒涛，以及

革命理论的灯塔。

展厅里，一组文物引人注目：玻璃展

台内并置两顶斗笠，其中棕丝编织的斗

笠来自农民游击队员，油竹制成的斗笠

来自水口山矿工。解说牌上引用了时任

桐梓山工农游击队队长宋乔生的日记：

“工人兄弟教我们造雷管，我们教他们识

草 药 ，革 命 情 谊 比 桐 梓 山 的 根 扎 得 还

深。”革命先烈正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

下，创建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工人

农民联合起来的武装斗争根据地。

驻足间，导游轻声讲解：“1928 年 3

月，朱德指挥工农革命军与耒阳农军配

合，再次攻占耒阳县城。桐梓山工农游

击队派人前往耒阳联络。朱德亲自上街

迎接，并将桐梓山工农游击队改编为工

农革命军第 1 师独立第 3 团，宋乔生任团

长，谢汉文任党代表。后来，这支从衡阳

桐梓山走出的英雄部队，在朱德的带领

下走上井冈山，改编为特务营，在血火征

战中奋勇杀敌，血洒疆场。”

硝烟散尽，如今的桐梓山处处是岁

月静好的模样。当年游击队藏身的岩洞

前，村民正将新采的春茶铺满竹匾。门

口的水塘边，学生们正在栽种红杜鹃。

带队老师指着岩缝中探出的花枝说：“野

杜鹃的根能抓着薄土活上百年，每年开

得绚丽迷人，就像当年革命先辈播下的

火种，春风一吹，便成燎原之势。”

夕阳将桐梓山染得一片金红，放眼

望去“葱葱是古松”。山涧依旧叮咚，竹

林依旧沙沙。革命先烈们以青春热血浇

灌的山林，如今托着晶莹的雨珠，将那段

铁血岁月折射成漫山春色——每颗雨珠

里，都蕴含着不灭的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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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 集团军某旅的旅史馆内，一座

雕塑在灯光下熠熠生辉。雕塑中，战士

们跨着战马，手握钢刀，正以雷霆万钧

之势，朝着敌人冲锋。这热血沸腾的画

面，彰显着该旅某连的骑兵精神，将那

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在官兵

眼前。

画中这支部队的前身，是 1938 年 9

月 组 建 的 新 四 军 游 击 支 队 警 卫 连 。

1941 年 8 月，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 4 师

骑兵团一部，在彭雪枫等带领下英勇杀

敌，为抗战胜利立下不朽功勋。

去年冬天，骑兵团大队长孟昭贤之

女孟秀玲受邀走进该旅旅史馆。踏入

馆内，她就被一柄珍藏多年的“雪枫刀”

吸引住目光。透过玻璃展柜，“雪枫刀”

上斑驳的锈迹清晰可见，岁月的痕迹在

刀身上纵横交错，仿佛在诉说着往昔那

段战火纷飞的日子。

骑兵团的创建，背后是无数革命先

辈 用 鲜 血 与 汗 水 铸 就 的 艰 辛 历 程 。

1941 年，皖南事变的阴霾尚未散去，敌

骑兵的频繁侵扰，又给新四军带来了巨

大损失。4 月 6 日，第 4 师 12 旅 34 团 1

营在永城西南万楼，遭到敌一个团及骑

兵一部攻击，自营长卢登禹以下，大部

壮烈牺牲；4 月 21 日，11 旅 32 团在彭雪

枫的指挥下歼灭敌军一部，次日清晨又

遭到敌骑兵突袭。5 月 3 日，彭雪枫在

《彭雪枫建议第四师直属队及两个团东

移休整致毛泽东等电》中提到：“多次以

来骑兵对我各部之损失颇大……平原

地内对付骑兵大兵团实属困难。”而就

在发报当天，正准备撤往皖东北的抗大

四分校一部，在宿南罗集附近遭敌骑兵

多路截击，数十人伤亡。

彭雪枫很早就有组建骑兵部队的

想 法 ，而 这 一 系 列 血 的 教 训 更 让 他 痛

下 决 心 ，着 手 组 建 骑 兵 团 。 1941 年 8

月 1 日，第 4 师骑兵团正式成立，彭雪

枫 指 示 新 组 建 的 骑 兵 团 立 即 进 行 训

练。那时，他们当中很多人毫无基础，

一 切 从 零 学 起 。 为 了 练 好 马 术 动 作 ，

他们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爬起，身上

伤痕累累。曾 8 次担任突击班长的王

玉坤，在练习马上跳下动作时，还被马

拖 行 100 多 米 ，脸 和 腿 磨 得 鲜 血 直

流 。 但 稍 作 处 理 后 ，他 又 毅 然 跳 上 马

背，继续练习。

“不畏艰苦、不怕流血、不惧牺牲的

革 命 精 神 ，贯 穿 了 骑 兵 团 整 个 发 展 历

程。”参观时，孟秀玲眼窝红肿，眼神中

饱含深情和感动。

翻开该连的功臣谱，孟秀玲不仅看

到了父亲的名字，还发现了父亲曾经多

次提起过的一个名字——“一等功臣”

王广华。1949 年，淮海战役总攻阶段，

敌人在陈官庄驾驶美制坦克实施突围，

骑兵团奉命追击拦截。王广华一马当

先，带领战友冲在最前面。然而，由于

缺 少 反 坦 克 武 器 ，他 们 的 攻 击 收 效 甚

微。情急之下，王广华和战友们不畏牺

牲，纵身跳上坦克，折弯天线，砸坏潜望

镜 ，成 功 逼 停 坦 克 。 敌 人 很 快 组 织 反

扑，王广华在掩护战友时，身负 7 处重

伤，壮烈牺牲……

战友的牺牲，让骑兵团战士们眼中

燃烧着复仇的怒火。孟昭贤指挥剩余

骑兵，采取保持距离、穷追紧缠的“狼群

战术”，持续战斗约 12 小时，最终缴获敌

坦克 6 辆、重机枪 18 挺，创造了“骑兵俘

坦克”的传奇。战后，王广华被追认为

“一等功臣”。

这些英雄故事，不仅记录在连队功

臣谱上，更深深镌刻在历代官兵心中，

化作精神的路标。几十年来，该连经过

多次转隶改编、装备迭代，但骑兵精神

始终感召着每一名官兵奋勇争先。

下士杨林贤刚到连队时，被指导员

赋予了一项任务——在一场情景剧中

扮演王广华这一英雄人物。为了演好

这一角色，他一头扎进连史资料中，深

入学习英雄事迹。当他登上舞台，全身

心投入角色演绎时，仿佛穿越时空，真

切感受到了英雄精神的伟大力量，对连

队历史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情景剧

结束后，他立志以实际行动传承骑兵精

神，努力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钢铁战士。

一年后，杨林贤因训练成绩优异，参加

旅战斗射击考核，取得优秀成绩，受到

上级表彰。

精神的传承、连魂的灌注，往往在

潜移默化中完成。上等兵赛吉拉呼来

自内蒙古，自幼热爱骑马。第一次参观

旅史馆时，他被一件弹痕累累的马鞍深

深触动。儿时学习骑马的经历，让他对

骑 兵 先 辈 们 的 故 事 有 了 更 深 的 感 受 。

赛吉拉呼不仅在训练上刻苦努力，还利

用业余时间，创作《骏马飞奔》《骑兵冲

锋》等漆画，表达对骑兵先辈们的崇敬

之情。军旅梦、家国情，化成斑斓的彩

漆，见证着他对骑兵精神的传承，激发

着他的训练热情。

不怕任务，越重越勇；不惧艰苦，越

难越勇；不畏对手，越战越勇。跨越 80

多年的时光，顽强战斗的血性胆气依然

在每名官兵心头熊熊燃烧。去年，连队

远赴塞北大漠，整建制参加上级考核。

面对陌生的地域和恶劣的环境，连队官

兵毫无惧色、斗志昂扬，在考核中，取得

3 个单课目第一的优异成绩，在集团军

名列前茅。

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铁骑的嘶鸣

虽已消散在历史深处，可骑兵精神薪火

相传，在一代又一代官兵的血脉中奔涌

不息。

铁骑奔驰永向前
■陈 晨 贾宏伟

4 月的青岛，海水依旧凉得刺骨，在

某座潜水训练场上，海军某防救支队的

潜水员们整齐列队，正在进行一场实战

化水下搜索训练。

“入水！”一声令下，一组潜水员迅

速鱼跃入水，向深处潜去。水下，能见

度已不足 0.5 米，潜水员们排成搜索队

形，对海底进行“拉网式”搜索。黑暗、

寒 冷 、高 压 …… 这 群 年 轻 官 兵 冲 破 难

关，不断突破极限，锤炼着紧贴未来战

场的救援硬功。

防险救生，常常与风险相伴。每一

次训练都无异于一场与时间赛跑、同困

难角力的实战预演，为的就是在真正的

生死关头，高效精准地完成救援，守护

生命的希望。

这支部队成立 60 多年来，一代代防

救 官 兵 驰 骋 于 江 河 湖 海 ，潜 入 寒 潭 险

渊，深入高原深井。在无数次惊心动魄

的救援行动中，他们向险冲锋，孕育出

属于他们自己的特色文化。

踏入该支队营区，一座造型独特的

雕塑映入眼帘。那是一把直指天空的

银色利刃，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散发

着耀眼光芒。它寓意着这支部队敢为

人先、勇当刀锋，在任何时候都能直插

战场救援一线的防救精神。

每当有新鲜血液注入这支队伍，该

支队机动救捞中队都会举行一场庄重

而特别的“入家谱”仪式。仪式现场，新

兵们身姿挺拔，面向鲜艳的“八一”军旗

和承载荣耀的“英雄救捞中队”队旗整

齐列队。老班长们站在队伍前，用沉稳

而激昂的声音，向新兵们讲述中队的光

辉历史。

“上世纪 80 年代，老前辈汤东征曾

参 与 了 对‘ 阿 波 丸 ’号 沉 船 的 打 捞 工

程。在工程推进到切割船艏的关键阶

段时，汤东征承担起了潜到 60 多米深的

水 下 ，对 沉 船 桅 杆 进 行 爆 破 的 艰 巨 任

务。他把插上雷管的烈性炸药紧紧绑

在身上，克服生理上的不适，深潜到指

定位置，一次爆破成功，创造了我国潜

水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个传奇故

事从老班长们口中娓娓道来，如同一把

把火炬，点燃了新兵们心中的热血，深

深吸引并激励着他们。

“敢下头水、敢战极限、敢于牺牲！”

伴着嘹亮而坚定的口号，新兵们依次在

花名册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那

一笔一划，饱含着对英雄前辈的崇敬与

庄严承诺，也象征着他们正式融入这个

光荣的集体，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

肩负起防险救生的神圣使命。

去年冬天，黄海某海域波涛汹涌，

寒风如刀。支队 10 余名年轻潜水员迎

来了入伍后的首次耐寒潜水训练。涌

起的巨浪一次次拍打着船舷，海风在耳

边凄厉地呼啸。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

年轻潜水员们的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

紧张。

“当年，我们在执行模拟 480 米饱

和 潜 水 试 验 任 务 时 ，无 数 次 和 死 神 擦

肩 而 过 ，但 最 终 没 有 一 人 退 缩 。 大 家

凭借着对使命的执着，咬牙坚持，一举

打 破 潜 水 专 业 某 项 纪 录 ……”看 到 年

轻潜水员们脸上凝重的表情，“蛟龙巡

讲组”成员、“一等功臣”孙志江主动走

到队伍前，讲起那段舍生忘死、奋勇攻

坚的经历。

听罢故事，年轻“蛟龙”们眼中重新

燃起了斗志，依次走上潜水梯，准备下

水。大学生士兵凡文杰更是主动请缨，

要求承担风险最大的“头水”任务。他

说：“我想挑战自己。前辈们能做的，我

们一样能做到！”

“文化的力量润物无声，却能深入

人心，化作官兵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

该支队领导介绍，他们注重文化熏陶，

通过多种载体，在官兵随处可见的地方

精心展示防救文化，就是为了让支队的

光荣传统深深融入官兵血脉，转化为勇

当先锋的精神力量。

“ 栉 风 沐 雨 、慧 心 铸 剑 ，和 着 新 时

代 的 脉 搏 ，我 们 将 前 赴 后 继 、铸 就 辉

煌 ……”前不久，该支队举办了一场强

军故事会。舞台上，多名官兵声情并茂

地讲述着一个个抢险救灾的真实故事，

让现场官兵备受鼓舞。

“ 救 援 通 道 还 有 50 米 就 打 通 了 ，

大 家 咬 紧 牙 、吃 住 劲 ，向 前 冲 锋 ！”一

名战士在故事会中讲起他和战友们执

行 某 抢 险 救 灾 任 务 的 情 景 ：那 天 ，他

们顶着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冒着山体

滑 坡 的 风 险 ，抱 着“ 以 命 换 命 ”的 决

心，连续奋战 6 个多小时，成功打通救

援通道。

“ 发 生 在 官 兵 身 边 的 故 事 更 加 生

动感人，能够充分起到传承血脉、凝心

聚力、铸牢信仰的作用。”该支队宣传

科 科 长 介 绍 说 ，他 们 收 集 整 理 了 官 兵

在 救 援 任 务 中 所 遇 到 的 动 人 故 事 ，通

过主题演讲、强军故事会等多种形式，

在 官 兵 中 广 泛 传 播 。 用 这 些 真 实 事

迹，塑造官兵坚毅果敢的钢铁意志，淬

炼 他 们 赴 汤 蹈 火 的 热 血 豪 情 ，厚 植 代

代赓续的忠诚基因。

前 不 久 ，支 队 选 派 精 英 潜 水 员 与

外国潜水员进行联合训练。面对陌生

水 域 ，支 队 官 兵 没 有 丝 毫 畏 惧 ，凭 借

昂 扬 的 斗 志 和 精 湛 的 技 术 ，连 贯 完 成

“水下着装”“水下卸装”等训练项目，

受到外军指挥员以及潜水员们的高度

称赞。

上图：强军故事会现场，官兵演唱

歌曲《我们的舰旗高高飘扬》。

李明轩摄

向险深潜的精神源泉
■白梓含 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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