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战友，也许你知道中

国的皮影戏，可是你听说过军营

皮影舞蹈吗？

在 沈 阳 军 区 驻 辽 西 某 防 空

旅，就有这样一支军营皮影舞蹈

队：曾登上央视的《星光大道》和

《军旅文化大视野》，表演的节目 3

次在央视《和平年代》播出，今年 1

月还应邀参加了中央七台《军营

大拜年·元宵晚会》……成立 5 年

多来，他们先后 6 次登上央视节目

舞台，受到了基层官兵们的欢迎，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喜爱。

脚尖轻 轻 一 踢 ，高 过 头 顶 ；

腰身后弯，双手着地，嘴能衔起

钱币……一群 20 多岁的军营小伙

子，在没有丝毫舞蹈功底的情况

下，能做出这么专业的舞蹈动作，

不 得 不 让 人 刮 目 相 看 。 早 春 时

节，在该旅举行的文艺晚会上，随

着具有浓郁军旅风情的皮影曲调

戛然而止，他们表演的军营《俏夕

阳》皮影舞也在舞台上精彩定格，

瞬时赢得掌声雷动，欢声如潮。

3 个多月的沉淀和累积，90 多

天的精心打磨，9 位演员的辛苦磨

砺，很多幕后英雄的默默付出，才

成就了这段长 5 分 20 秒的军营皮

影舞《俏夕阳》。

经典的魅力是无穷的，经年

过后，很多战友依然清晰记得：

2006 年春节联欢晚会上，12 位唐

山老太与 24 名唐山小丫联袂表演

的皮影舞《俏夕阳》，一经亮相，观众

便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小花娇，夕阳俏。唐山皮影

舞“ 天地人和万事兴”的美好寓

意，感动了央视春晚，感动了亿万

守岁观众的心，最终荣获 2006 年

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歌舞类节目

一等奖。

这 个 旅 的 军 营 皮 影 舞 虽 与

《俏夕阳》风格小有相似，但内容

却大不相同。它既采用皮影戏中

前弓后倚的动作，又融入了现代

舞蹈元素，尤其还加入了队列、体

能等部队军事训练元素，8 名战士

整齐帅气的舞蹈动作和诙谐幽默

的肢体表演，极具娱乐性和观赏

性，真可谓别出心裁。

不少战友过去在民间都曾看

过皮影戏，可像这种形式新颖、令

人耳目一新的军营皮影舞，倒还

真不常见。出自基层战士之手的

军营皮影舞，既可作文艺表演，又

可作健身方法，因此备受官兵的

青睐和喜爱。

与众多基层官兵一样，记者

也被他们精彩的表演深深吸引，

演 出 一 结 束 ，便 连 忙 拉 起 发 起

人、士官柳尚青，让他谈谈军营

皮影舞由来，这才知道还真有不

少故事。

皮影舞是根据皮影戏而来，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在河北、山

西、山东一带流传，是一种民间文

化艺术。柳尚青从小就对皮影戏

着迷，入伍前专门跟家乡的皮影

老艺人学艺，对皮影戏中人物跑、

立、坐、卧、躺、滚、爬、打等动作特

点熟稔于胸。

一次，柳尚青排演文艺节目，

观看历年央视春晚录像时，被皮

影舞《俏夕阳》深深吸引。他突发

灵感，自己以前学过一些皮影戏

曲目，把它们与军事训练动作结

合起来，不也能编排成舞蹈为官

兵们表演、丰富大家的军营文化

生活吗？

于是，他向连队干部汇报这

一想法，征得到同意后，便找来 8

名 战 友 组 成 了 军 营 皮 影 舞 蹈

队。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完全

靠自身力量编排设计动作，但是

凭借着独具军营特色的构思和诙

谐有趣的表现形式，军营皮影舞

很快便在基层官兵中赢得掌声和

好评。

2008 年 7 月 ，部 队驻地举办

迎奥运文艺会演，旅里精选了 3 个

节 目 报 名 参 赛 。 经 过 层 层 选 拔

后，只有柳尚青带队参演的军营

皮影舞《影子奥运》一枝独秀，在

会 演 时 给 当 地 群 众 留 下 深 刻 印

象。正是那次会演捧火了军营皮

影舞，此后但凡柳尚青和他的战

友们外出时走在驻地大街上，竟

常常会被粉丝们惊喜地认出来。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军

营皮影舞如投石击水，激活了该

旅军营文化生活的一池春水，也

给该旅领导带来了深深的思索：

为啥很多基层官兵不愿接受机关

的设计，反倒是由基层战士自主

编排的军营皮影舞 6 次登上央视

舞台，大放异彩、魅力四射？其中

的奥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立足

战士自身特长创新发展起来的特

色文化，能为军营注入新鲜活力，

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能让军营生

活更加有滋有味。

官兵的认可度和参与度，决

定了军营文化的生命力。该旅政

委苏凤文颇有感触地说：“战士本

身擅长的，热衷参与的，就要广泛

地加以运用和发展。发挥战士特

长，立足部队实际，走群众路线，

依靠群众，挖掘潜能，是发展创新

先进军事文化的生命源泉和不竭

动力。”

五彩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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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春潮涌
谷杰峰 刘迪生 翁伟立

军 营 皮 影 舞 俏 央 视
李祥辉 孟凡利

红色文化是军营文化的源泉

和根本，它伴随着我军的发展而

发展，也是我军军营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

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

发展，红色文化都以其旺盛的生

命力，成为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

心价值观的深厚沃土和强大的精

神支柱。近年来，沈阳军区某装

甲旅注重发挥红色文化教育培养

功能，通过开展看红书、唱红歌、

忆红史等形式，将红色文化融入

官兵生活、注入官兵血脉，激励官

兵自觉学习传承红色文化，培养

出了一批批理想信念坚定、综合

素质过硬、完成任务出色的红色

传人。

在字里行间感受红色魅力

《小窗幽记》有句话：“闲中觅

伴书为上，身外无求睡最安。”可

见，读书的确是桩好事。

然而，在某装甲旅有一件关

于读书的事儿，至今让党委一班

人记忆犹新。

那是去年初，该旅为了满足

官兵文化需求，扩建了图书馆，购

买了近千套红色图书，搭建起“红

书长廊”，本以为会掀起官兵读红

书的新热潮，谁知，却遭遇了“热

脸贴冷屁股”的尴尬，开馆两月千

套红色书籍受冷落，捧读者寥寥

无几。相反，在娱乐性书籍专区，

人气旺盛，颇受官兵欢迎，常常是

借阅一空。

为何娱乐性书籍走俏、红书

遇冷？该旅党委一班人深入基层

调研，问题很快浮出水面：当前，

多元文化逐渐成为流行时尚，红

色文化如不能扎根思想阵地，必

将被糟粕文化乘虚而入。官兵对

红书不感冒，其实是对红书思想

内涵缺乏理解和认同。

激发官兵读红书兴趣，先要

从讲意明理开始。于是，该旅组

织了“读红色书籍、讲红色故事、

写红色网文、争 当 红 色 传 人 ”系

列 活 动 ，坚 持 每 月 向 官 兵 推 荐

10 本 红 色 图 书 ，帮 助 大家进一

步了解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革

命历史。

内化于心，外践于行。去年 8

月，该旅担负军区坦克营山林地

进攻战斗演习观摩示范任务，官

兵接到上级命令后，驾驭战车向

大山进发，发扬我军勇敢顽强、连

续 作 战 精 神，战 天 斗 地，苦 练 战

法，探索总结出数十种新训法战

法，受到各级好评。

“品读红色书籍，就是在品味

人生，凝聚力量，激发了我们军人

那种历史荣誉感和责任感！”大学

生战士王宁道出了读红书的真情

实感。

在跳动旋律中体验红色动力

去年 3 月，该旅组织一场歌咏

比赛，要求官兵自选曲目，部队歌

曲、流行歌曲不 限 ，战 士 做 评 委

打 分 评 先 ，一 时 间 报 名 的 挤 破

了 门 槛 。 几 场 PK 下 来，让 大 伙

傻 了 眼 ，坦 克 八 连 战 士 张 文 凭

借 一 首 流 行 歌 曲《伤 不 起》一 举

夺魁，而许多唱红歌的选手却排

名靠后。

流行歌曲夺魁，军歌、红歌败

阵？这看似青年官兵时尚追求的

缘故，其实内藏玄机。旅党委一

班 人 态 度 坚 决：“ 红 歌 是 军 营 文

化 的 主 旋 律，对 抒 发 官 兵 情 怀、

提升革命斗志作用极大，岂能丢

了老传统？”于是，一场“红歌、流

行歌曲谁最美”大讨论在官兵中

激烈展开，通过明辨是非，使官兵

认识到红歌的魅力，校正了人生

坐标。

与此同时，他们还结合重大

节日和重要活动进行歌咏比赛。

比赛活动设置灵活，可根据不同

的任务区分，选择不同的红色歌

曲，营造红色氛围。比如部队演

习、拉练、驻训等时机，他们就选

择 战 斗 歌 曲 在 演 兵 场 上 进 行 传

唱。训练场上经常回荡着《当那

一天来临》、《打靶归来》、《沙场点

兵》等优美旋律，不仅缓解了官兵

的训练疲劳，而且还激发了大家

的练兵斗志。涉及到与地方共建

的时候，他们就选择反映军民鱼

水情深的红歌，比如《万泉河水清

又清》等。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

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

朵。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那默

默奉献的就是我。不需要你认识

我……”2 月 20 日，该旅大礼堂，歌

声嘹亮、士气高涨，“砺斗志·红歌

会”建制连歌咏比赛正如火如荼

地进行着。

歌声澎湃，情动我心。坦克

六连四级军士长李振业说，现在

有事没事总想唱两句，红歌已经

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该旅政治部主任罗云介绍，

一首首红歌，唱出了官兵的精气

神，更激发了官兵的练兵动力。

在穿越时空中燃烧红色激情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对党

史军史了解越深切，体悟越深刻，

对党的信赖就越坚定。

在该旅坦克二连荣誉室里，

摆放着一张张 纪 实 照 片 、实 物 ，

从连队组建到开赴朝鲜战场、大

兴安岭扑火到九八抗洪，从旧锦

旗、红色大缸到锈迹斑斑的马灯，

无声讲述着连队走过的那段红色

岁月。

“红色记忆”正悄悄滋润着官

兵心田。每当新兵入营、老兵退

伍、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时，他们都

会组织官兵走进荣誉室，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

说起这些，连队官兵会提到

这样一个故事：2010 年底，连队因

为一次考核失误而落选先进。连

年评先的连队一下子落选，对官

兵们打击很大。一时间官兵情绪

低落，训练热情下降，连队慢慢地

走下坡路。看到这种情况，连长

王宏宇将官兵带到了荣誉室，给

官 兵 讲 述 了 那 段 战 火 纷 飞 的 岁

月，使官兵倍受鼓舞，重振雄风，

齐心协力帮助连队走出了困境。

“一 段 鲜 活 历 史 、一 部 生 动

教 材、一 个 精 神 坐 标，就 是 一 个

强 化 官 兵 精 气 神 教 育 的 大 课

堂。”该旅政委张为周说，红色文

化，既 要 怀 旧，更 要 创 新 。 近 年

来 ，他 们 还 把 光 辉 历 史 整 理 成

册、制 作 成 教 育 片，开 通 网 上 旅

史 馆，供 官 兵 在 线 观 看 学 习，激

发了官兵珍惜荣誉、续写辉煌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周末晚饭过后，某部各营连

俱乐部里，歌声不绝于耳，人气

分外火爆。

“走，嗨歌去！”这不，在该部

73 分队，过去不善言谈的山西籍

中士李大阳，这会儿兴致勃勃地

与歌瘾十足的 90 后上等兵郗晶

磊相约，一起去连队俱乐部准备

激情放歌。

笔者也循声前往。一走进

该连俱乐部，即被这里浓郁的练

唱氛围深深吸引。但见被安置

在连俱乐部前台中

央，由崭新的音响、

话 筒 、卡 拉 OK 功

放、2T 硬盘、等离

子大屏幕显示器和

三位一体机组成的

点歌系统，在此显

得 格 外 醒 目 。 不

少 争 相 一 展 歌 喉

的歌迷发烧友们已

经早早聚到这里，

人 人 兴 致 颇 为 高

涨，个个摩拳擦 掌

跃跃欲试。有在点

歌机触摸屏上忙着

划拉点歌，有在一

旁 手 握 话 筒 候 着

伺机上阵，更有作

为热心观众，坐在

一旁的制式小凳上

随 着 乐 感 轻 声 哼

唱，并不时为自己

喜爱的歌曲演唱送

上热情的掌声和轰

炸式的尖叫。

“瞧，我们的李大阳班长，过

去一提唱歌嘴都哆嗦，现在用点

歌系统练唱是越练越有感觉，越

练也越有活力。”在现场组织活

动的该连政治指导员包文虎用

手 虚 掩 着 耳 朵 大 声 告 诉 笔 者：

“过去节假日安 排 活 动 ，打 球、

下棋、玩扑克老三样，时间长了

大家老感觉提不起兴趣。随后

网 络 进 班 排，官 兵 们 都 为 足 不

出 户 就 能 过 把 网 瘾 纷 纷 叫 好。

不 承 想，今 年 旅 领 导 竟 拍 板 斥

资 40 多万元，购置了不少流行新

潮的点歌系统配 发 连 队 ，让 地

方 KTV 会 所 才 有 的 娱 乐 硬 件

在部队落户扎根，使纵情嗨歌、

发 泄 精 力，不 再 成 为 地 方 大 众

专 属 和 官 兵 的 素 日 奢 望，战 士

们别提有多乐和啦！”

确实，点歌系统落户部队，即

对青年官兵产生了超强的吸引

力。在嗨歌现场，往往是，这边一

曲唱罢，方兴未艾，那边就已经有人

迫不及待地赶上前去迎接话筒。

也难怪。“过去，听说不少在

部队表现优秀的老班长回去找

对象，即便人家姑娘请去唱歌，

这些平时英气勃发的老班长们，

要说唱《团结就是力量》还行，一

见流行歌曲，霎时，魅力缺失，脖

子弯得就跟问号似的。嘿嘿，现

在有这平台，我可得未雨绸缪，

抓紧给自己加加分喽！”在现场，

刚随李大阳班长上来的郗晶磊，

用浑厚的大嗓门唱完一曲《好汉

歌》，看到笔者与包指导员聊得

起劲，也即兴凑过来搭腔。

过去，在该部，类

似 唱 歌 演 节 目 的 机

会，大凡老同志都有

印象。每年除老兵退

伍和重大节日外，一

年掐指算算也搞不了

几次。即使要搞活动

献首歌，还得到处借

光碟，仅有的几只话

筒也就愈发显得很抢

手。长期的局限导致

上阵唱歌的总是那么

几张老面孔，其他同

志因为平时缺少机会

练，就越不练越没自

信，越没自信就越上

不了场，时间长了，听

到表态最多的就是那

句客套话：咱没这艺

术细胞，上不了大席！

现在，随着点歌

系统的普及，使嗨歌

亮 嗓 早 已 变 得 常 态

化。为切实发挥点歌

系统的尽大效能，该部领导还要

求宣传科组织专家对全体官兵

进行 发 声 识 谱、科 学 用 嗓 等 基

础 训 练 。 同 时，指 定 专 人对歌

库 进 行 定 期 升 级，增 添 新 鲜 曲

目，以期与外界同频共振，适应

不同官兵的喜好。

对此，该部政治部主任王正

行表示：“部队紧跟社会发展潮

流，用先进的文化表达方式，充

实 官 兵 的 现 实 需 求，使 先 进 军

营 文 化 体 系 配 置 更 加 亲 和 官

兵 ，并 不 断 朝 向 多 元 化 发 展 ，

功能效果不断朝向更高层次拓

展，不 仅 是 寓 教 于 乐 的 基 本 要

求所在，更是宣泄调适情绪、永

葆 军 营 活 力、塑 造 官 兵 精 气 神

的切实之举。”

如今，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指

定时段，官兵人人有机会，想嗨就

嗨，信手划来几首流行歌曲，即能

唱得有模有样。点歌系统用了一

阵后，大家发现，部队士气高了，

官兵心气顺了，个体的潜质被强

力激活，一批具有较高水准的“金

嗓子”也随之脱颖而出。

军营一瞥

走
，一
起
嗨
歌
去

张
红
军

樊

坤

4月 3 日，伊犁军分区某

部官兵牵着自制的风筝在营

院奔跑，五 颜 六 色、形 状 各

异 的 风 筝 在 天 空 争 奇 斗

艳，蔚为壮观。这是步一连

正在组织的“放飞梦想”放风

筝比赛。

据指导员吴高飞介绍，

一年之计在于春，正是放风

筝的季节。特别是现在新战

士刚下连，各自怀有美好憧

憬开始军营生活。他们让官

兵自己动手做风筝，把自己

的目标、打算用简短的一两

句 话 写 在 风 筝 上 ，放 飞 梦

想。看看到了年底，各自的

目标、打算有没有实现。同

时，也有益于调动官兵的积

极性，丰富官兵的业余文化

生活。

朱德华 摄影报道

走进武警广州指挥学院，一

股浓浓的校园文化气息扑面而

来，沁人心脾，感人至深。演讲比

赛激情似火，军歌对唱响彻云天，

书画展览翰墨飘香……精彩的文

化之花处处绽放，瑰丽的文化果

实散发沁人幽香，这是武警广州

指挥学院“送文化”与“种文化”

相结合培育文化人才，校园文化

建设结出的丰硕果实。

年初，该学院组织的一项文

化建设调研报告显示：绝大部分

学员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文化悦人不如文化育人，为基

层文化“播种”“育苗”比起为基层

官兵“逗趣”“闪乐”更有意义，更

受欢迎。

学院党委会上，就发展校园

文化这个问题，党委一班人意见

高度一致：校园文化重在浇根、育

苗，贵在置心、育人，纯粹的娱乐

休闲只能图一时之快，根本不“解

渴”。“送文化”到基层固然能充实

校园文化生活，陶冶官兵情操，但

“输血”不如“造血”。只有把文化

“种”到基层，文化之花才更有持

久生命力，既满足官兵对文化的

渴求，又促进文化长远发展，真正

让文化的种子在基层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

“ 送文化”与“ 种文化”相结

合，大力培育文化人才。这一校

园文化建设思路确定后，一项旨

在培养学员文化修养和创作能力

的文化益智工程正式启动。

该学院为学员搭配“文化成

长套装”。除了为每个学员队配

备专职文化骨干指导文化活动开

展外，还为学员队送去文化教员、

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很多学员

由文化的围观者转变为文化的积

极参与者、组织者。学员五队熊

淞是个“闷罐子”，每每遇到文化

活动，他总是以各种理由躲避。

教导员潘爱生专门为其精心调制

“文化成才套餐”，经过半个学期

的培养，“闷罐子”已经成长为能

歌善舞的“快乐王子”。

他们与当地艺术院校协调共

建文化艺术基地和创作基地，设

立“文化大讲坛”，开设专家文化

专题讲座，不断培养和壮大基层

文化人才队伍，在当地组织的文

化比赛中，多次荣膺冠军，厚重的

文化底蕴已经成为该学院亮丽的

文化名片。

他们还鼓励自主创作，搭设

文化创作大擂台，开展各种评比

竞赛活动，一大批文化骨干脱颖

而出，有的学员毕业走上基层岗

位后，如同火种般带动起火热的

基层文化，成长为基层部队文化

建设的中坚力量。

谈到文化建设，该学院政委

李进告诉笔 者 ：文 化 既 外 塑 于

形 ，又 内 哺 于 心 ，只 有 多 为 基

层 文 化 建 设 培 育 人 才 ，提 升 基

层 文 化 造 血 功 能 ，富 有 内 涵 的

校 园 文 化 才 更 有 亲 和 力 、感 染

力和凝聚力。

2 月 28 日晚上，熄灯号响过

后，借调在团后勤处的郭良波戴

上手套和安全帽，提着工具箱，像

往常一样开始对全团密密麻麻的

供电线路进行安全检测，逐一排

查安全隐患。

有着 6 年兵龄的郭良波是哈

桑边防连的电工兼司炉工，专门

负责供水、电、暖。“小郭可是咱们

全团有名的技术标兵，能力那是

没得说，而且责任心特别强。”说

起郭良波，这个边防团政委王利明

告诉笔者，电工和司炉工干的是连

队最脏最累的活，可这两样郭良波

全占了。当兵 6 年，郭良波除了中

间探过一次家，每天都像钉子一样

铆在自己的岗位上，钻煤房、查线

路，经常是一身煤灰一身汗水。

2011 年春节前，连队水泵出

现故障，抽水的水管也因气温骤

降而冻裂。眼瞅着离春节只剩两

天了，郭良波顾不得天寒地冻，穿

上雨衣水鞋，往兜里揣上两个馒

头就来到水泵前忙活起来。郭良

波一干起活来就不要命，晚上就

着馒头吃了一桶泡面后，还在借

助 发 电 机 照 明 加 班 加 点 修 理 水

泵、焊接水管。连长刘道松几次

劝他休息，都被郭良波婉言拒绝

了：“就算是累倒，我也要让战友

们在除夕前喝上水。”在冰天雪地

中奋战了 20 多个小时，连队终于

恢复了正常供水，而此刻郭良波

虽然已是筋疲力尽，脸上却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当兵这几年，小郭就没有好

好地过一个春节。”王利明政委告

诉笔者，逢年过节是郭良波最忙

的时候，这个时候连队的用水用

电量都比往常要大，别人在聚餐、

开展活动时，郭良波却得时刻坚

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对此，郭良

波有自己的看法：“连队的工作总

得有人来干，只要能给大家带来

温暖，再苦再累都值！”

去年这个边防团担负上级的

装备试点任务，团里决定在全团

各个路口多安装一盏路灯，并将

技术最精的郭良波抽调了过来。

没想到，计划一周时间完成的工

作，郭良波单枪匹马用了不到 3 天

时间就高标准完成。试点结束，

郭良波也因过度劳累而住进了卫

生所。

团长陈诚跑到卫生所看望憔

悴的郭良波，心疼地拍着他的肩膀

说：“干得真不赖，我要给你记团嘉

奖一次。”面对荣誉，郭良波却有

些不好意思地回答：“我只想做一

缕温暖别人的阳光，给大家带来光

和热。只要团队建设需要，再苦再

累 我 都 心

甘情愿！”

文化“种子”炫靓多彩校园
陈海锋

我要做一缕温暖别人的阳光
黄宗兴 朱德华 李广朴

郭良波在检修线路 黄宗兴 摄

皮影舞蹈队登上《星光大道》舞台 戎世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