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又一部战友回忆录《戈壁
军魂》书稿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
作为戍边额济纳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某部这座革命大熔炉曾经的一
员，再一次引起我心灵的震撼，同
时也再次勾起了我对那段激情岁
月的眷恋与向往。

上一部战友回忆录《戈壁岁
月》面世后,散居在天南海北的老
战友反应热烈、争相阅读，大家在
兴奋之余又都感到内容尚有局
限、覆盖面不广的遗憾。

为此，山东籍老战友翟德胜、
周长春发起续写战友回忆录的倡
议，并率先撰写回忆文章，很快得
到各地老战友热烈响应。数篇各
种视角的回忆文章纷至沓来，经精
心编辑并冠名《戈壁军魂》作为续
集出版。

投稿的各位老领导、老战友们
的年纪都在 70岁以上，稿件都是
大家靠着回忆那段戈壁戍边岁月
凝聚起来的精气神而认真写成
的。可以说，发送来的稿件,也和
上一集《戈壁岁月》一样弥足珍贵，
实属来之不易。听说马明诚老战
友为把部队经历写得更准确，做了
大量的情况调查和核实。老战友
孟宝林同志，身患脑血栓仍坚持
完稿。某团政治处老主任王继发
年近九旬，虽自己写不动稿子了，
但很关心该书的出版，鼓励大家
积极投稿，还经常询问写作与编辑
进度。

《戈壁军魂》
于 2021 年 9 月
完 稿 并 编 辑 成
册，应老战友翟
德胜的邀请，相
约主要编辑人员
前往山东泰安审

定书稿和有关出版
事宜。然而天不遂
人愿，在我们准备出
发的前一天，翟德胜
老战友突发疾病住
院未能成行。翟德
胜老战友病情好转
以后，又再次相邀重
聚泰安。奈何因上
海疫情的爆发等原
因，拖延日久。尽管
如此，大家出书的热
情依然未减。

我在想,这是什
么原因使我们这些
白发苍苍的老兵，依
然眷恋那段戍边筑
山的戈壁岁月？为
什么当回忆起那段
激情燃烧的军旅岁
月时，老兵们个个依
然豪情满怀？

翻开书稿，那一
篇篇生动火热的军
旅画卷，无声地讲述
着当年戈壁军营中
发生的一个个动人
的故事，深深地吸引
着我，我似乎又回到
当年风沙弥漫的戈
壁军营。翟德胜的
《戍边额济纳锁忆》、
孟宝林的《我从渤海
湾来到戈壁滩》、周
长春的《卫国戍边额
济纳》、马明诚的《深
情缅怀 173 团的岁
月》等篇章，生动记
述了这支部队听党指挥、听令而动
的作风；宿宝亭的《革命加拼命，要
山不要命》、董淑萍的《叔叔董毓

祥，你在哪里?》、赵志车
的《难忘戈壁戍边的岁
月》等等，热情讴歌了这
支部队官兵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铁血精神；
孙家昌的《一把蒙古刀
的传奇》、徐瑞华的《我
在24医院当兵》，则从另
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军
队和边疆人民血浓于水
的鱼水深情；翟德胜的
《记马英副政委二、三
事》、董作锦的《风沙难以
掩埋的岁月》等，深情颂
扬了这支部队官兵一
心、亲如兄弟的战友情
谊；苏桂清的《戈壁军营
拾趣》、宋永开的《戈壁情
怀》、苏胜勇的《重返额济
纳散记》等，甜蜜地述说
着这支部队以苦为荣、
以苦为乐的浪漫情怀。

《戈壁军魂》一书
中这些生动鲜活的故
事，如同一股股清澈的
山泉，在我的脑海里奔
腾着、跳跃着，幻化出
了奇异的精神力量，使
我这位七旬老人再一
次激荡起青涩女兵的
澎湃心潮！

《戈壁军魂》记述的
是革命军人的精神、革
命军人的信仰，守边护
国是戈壁戍边战士永远
的心灵坚守，这就是我
们这支部队在那个激情
燃烧的年代形成的戈壁

军魂。
董作锦老战友在《戈壁军魂》

代序中这样表述道:岁月易逝，军

魂永在！戈壁筑山铸就的军魂，是
我们这些老兵心中始终燃烧的追
求与希望。时代在发展，历史在进
步，然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依
然是我们这些老兵崇高的信念。

是的，作为军人亦或是曾经的
军人，无论走到哪儿，军人的魂是
不能丢掉的。军魂就是我们革命
军人血性的体现，这血性赢得了尊
严，换来了和平。然而，血性不是
与生俱来的，不是喊出来的，而是
经过一点一滴的长期培养和艰难
困苦的反复锤炼形成的。《戈壁军
魂》的问世，其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同时也彰显了我们这一代军人难
以割舍的军旅情怀。

人的一生，只要做成一件有重
要意义的事情，此生就没有虚度。
而我们用双手在边防要塞堆起的
那8座大山，不但有力地护卫着祖
国的门户，同时也让我们的人生变
得更加有意义。

唐代诗人戴叔伦曾高歌:“愿
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北宋岳飞冲冠怒发:“以身许国，何
事不敢为？”作为革命军人，就要心
怀报国之志，只要党旗所向，必定
披坚执锐、一往无前；只要军旗所
指，必定前仆后继、所向披靡。坚
持用信仰浇铸血性，将血性融入灵
魂，这正是我们这一代老兵的心声
和无悔的誓言。

《戈壁军魂》是一曲可歌可泣
的戈壁战歌，她热情弹奏着这支英
雄部队十年的光辉乐章。我们终
生为此自豪。

在《戈壁军魂》付梓前夕，作为
战友回忆录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我
借此机会将心里话一吐为快，权作
该书的出版寄语,与广大战友和广
大读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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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二人台表演艺术
家任粉珍从艺 70 周年演唱
会在呼和浩特文化馆群星
剧场举行。当天，演出现场
上下两层观众席全部爆满，
好多观众都是带着对二人
台艺术的美好记忆走进剧
场的。演出剧目都是任粉
珍老师的拿手戏，如二人台
传统戏《走西口》《借冠子》
《打 麻 将》《接 婆 婆》《抬 花
轿》等 。 在《打 麻 将》演 出
中，任粉珍和武利平两位老
艺术家的表演惟妙惟肖、严
丝合缝，把一对爱打麻将的
老 夫 妻 沉 迷 赌 博 、家 徒 四
壁，而后迷途知返的故事演
绎得活灵活现，观众席中不
时爆出热烈的掌声。在《接
婆婆》演出中，任粉珍以高
超的艺术功底和深厚的生
活体验，把一个在大雪天被
媳妇推出家门、无处可去的
老母亲演绎得纤毫毕现，人
物的悲惨遭遇揪住所有观
众的心，其内心的无助、绝
望，乃至最后的倔强表现得
层次分明、丝丝入扣。演出
一结束，舞台灯光打亮，所
有情境瞬间消失，观众们在
沉浸、唏嘘和回味中爆发出
热烈的掌声。

本 场 演 出 的 举 办 方 考
虑到任粉珍老师已年逾八
旬 ，除《打 麻 将》《接 婆 婆》
等一些重点剧目由本人亲
自登台演出外，其余节目由
她培养的青年演员担纲出
演：二人台传统戏《走西口》
唱念俱佳，展现了较好的基
本 功 传 承 和 艺 术 表 现 力 ；
《抬花轿》中的水袖和扇子
舞得干脆利落，观众赞不绝
口。整场演出可谓老少同
台，竞艺流芳。但从表演上
来看，青年演员的表演功力
与老艺术家相比，的确尚有
不少待完善之处，有些青年
演员表演的节目与观众的
期待还有距离，这引发了业
内人士及观众对青年二人
台演员成长的思考。

二人台年轻演员，特别
是优秀青年演员青黄不接
问题，一直受到业界和观众
的关注。近年来，由于工资
待遇、编制等问题，不少人离岗或转行。二人台人
才流失，专业剧团演出力量有所削弱。

发现好苗子，培养好苗子，留住好苗子，是剧团
的立团根基。戏曲演员的培养有一定的周期和特
殊规律，至少需要八、九年时间，唱念坐打全能的演
员尤其难得。一个好剧团的标志是有成熟稳定的
创作班子，创作人员和演员之间的磨合与默契、创
与演的整合提升至关重要。青年二人台演员流失，
对于专业剧团无异于釜底抽薪。

一代又一代二人台表演艺术家塑造的各类精
彩的舞台形象，传承演绎的饱含中华民族核心价值
观的经典故事，曾经打动了成千上万的基层群众，
成为老百姓心中共同的文化记忆。二人台这种艺
术形式，是有形有感有效的艺术载体。戏曲是“角”
的艺术，二人台艺术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年轻人是主力。但是，随着任粉珍等老一辈二人台
表演艺术家逐步告别舞台，新妆待人、新戏无角的
困境不断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青年二人台演员的
培养，青年二人台演员的培养亟待加强。

要培养青年二人台演员，就要构建剧团良好
的人才生态环境，全面落实好党中央和自治区有
关深化文艺院团改革的各项具体措施，珍惜演员，
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辛苦排练演出获得有尊严、有
奔头的生活。要留住年轻人，特别是要想方设法
留住拔尖的年轻人。在这方面，浙江婺剧艺术研
究院苦炼内功、优秀表演艺术人才有序迭代的“浙
婺现象”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营造戏曲剧团吸引
戏曲人才的小气候，需要剧团耐得住寂寞，增加定
力，有长远的眼光，恪守戏曲人才培养的规律，把
基础打扎实。

二 人 台 艺 术 在 内 蒙 古 中 西 部
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演出
市场，我们缺的不是观众，而是好
的演员和好的剧目。只要有好戏，
有好演员，群众的反响是热烈的，
观众的回归也是可期的。

图为《戈壁军魂》中
当年的戍边战士。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内蒙古考察时的重
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是指导包括内蒙古文艺
事业在内的，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遵循，这也对内蒙古文艺界在新时代为全方位
建设“模范自治区”做什么、怎么做，提供了明
确指导。内蒙古文艺界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指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
断繁荣发展内蒙古文艺事业，以文艺之光铸牢
团结奋斗精神之基，以充满正能量的文艺精品
展示内蒙古文艺新气象，进一步提升内蒙古的
正面形象和影响力，为助力全方位建设“模范
自治区”贡献文艺力量。

听党话，坚定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

内蒙古作为“模范自治区”，模范就模范在
听党的话上。内蒙古文艺事业始终模范践行
党的文艺路线，集中体现了党的文艺工作为人
民、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性质。内蒙古文艺
的繁荣发展，其根本保证是坚持党的领导。以
内蒙古文联为例，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
桥梁和纽带，内蒙古文联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
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
量。其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党的文艺
方针，紧紧围绕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各项重大部
署，团结引领自治区广大文艺工作者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为繁荣内蒙古文艺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又如，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率
先成立了深入牧区、服务牧民文化生活，以内
蒙古优秀民族艺术讴歌党、讴歌新时代的“红
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是贯彻落实党的民
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实践典范。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关心
支持内蒙古文艺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给内
蒙古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习近平
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期间，同格萨（斯）尔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切交谈，并指出要重视少
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一系列指导内蒙古文艺事业的重要思想观
点，为内蒙古文艺事业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
向，指引和推动自治区文艺事业健康发展。

内蒙古文艺事业70多年历史与实践充分
证明，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坚强领
导和有力支持，内蒙古的文艺事业才有了今天
的繁荣和发展。在党的领导下，一代代文学艺
术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投身建设祖国的伟
大实践，创作了大量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经典文艺作品，推动形
成内蒙古文艺繁荣发展的局面，展现了内蒙古
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的繁荣发展谱写了辉煌篇章。坚持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文艺工作重要论述，
是新时代内蒙古文艺的重大使命。通过文艺
有形、有感、有效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内蒙古文艺的重要职责。我们要立足于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现状，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文艺工作重要论述，
把握内蒙古文艺事业发展的大方向，教育引导
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文艺工作的
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助力全方位建设”模范
自治区、推动内蒙古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打
造祖国北疆文化繁荣亮丽风景线的生动实践。

担当起新时代文艺使命，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模范自治区”带给内蒙古的不仅是荣誉，
更是一份责任和使命。内蒙古文艺事业的繁
荣发展面临新的使命，这就是在文化自信基础
上锐意推进文化自强。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的部署，为我们进一步实现内蒙古文艺工作高
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内蒙古人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多元多
姿的区域特色文化，铸就了内蒙古人民坚定的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
明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内蒙
古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使命，扛起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的使命担当，肩负聚焦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引导自治区广大文艺工作者主
动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开展创作，自觉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为坚定观众的文化自信而创作，以强烈的
使命担当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彰显内蒙古
文艺工作新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
要讲话中深刻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并且明确地
告诉我们，“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
放。这将激励我们每一位文艺工作者从历史自
信和文化自信的新高度努力为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建设多作贡献。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在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和鼓励下，深
刻认识新时代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挖掘内蒙古地
域文化精髓，把握文艺人民性。要
以深刻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精神
的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来提高中华

民族的文化影响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认识内蒙古文艺事业
发展，坚定文化自信，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
气，赓续历史文脉，创作出更多可以获得坚定自
信心的艺术佳作，并且自觉的携带着它们，以更
加坚定的信念，更无畏的精神，意气风发地行进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要用高质量的文艺
成果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要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坚定
文化自信，用更多精品展示内蒙古文艺新气象，
以文艺担当助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全
面发展，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以文艺创精品，提振民族团结进步精气神

文艺是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党的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模范自治区”要
在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前列。内蒙古
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导向和创作上，坚持尊
重、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文
化交融、创新，积极构筑共建共有共享的中华
民族精神家园，以众多优秀文艺作品凝聚民族
团结的根和魂，为内蒙古文艺界进一步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树立了典范。在文学艺
术界，有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玛拉沁
夫的《命名》、敖德斯尔的《老班长的故事》、巴·
布林贝赫的《团结》《北海公园的两个海》等老
一辈作家创作的众多体现民族团结主题的经
典文学作品；有大量艺术家以“三千孤儿入内
蒙”“齐心协力建包钢”等民族团结进步的典型
事迹为素材，创作的广播剧《国家的孩子》、漫
瀚剧《都贵玛》、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长篇
小说《摇篮旁的额吉》、歌曲《草原晨曲》、电视
剧《钢的城》、长篇报告文学《我们像双翼神马》
等。内蒙古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丰富的文艺形
式，弘扬民族团结，满腔热忱地描绘内蒙古民
族团结进步的和谐景象，饱含激情地刻画繁荣
稳定的边疆画卷。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是要传承
好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新
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充分认识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的特殊重要性，坚持以构筑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己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传承文化、弘扬时代，真正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融入到文艺创作全过程，将“石榴籽

心连心”体现在文艺作品中。要创
作更多歌颂各民族守望相助、亲如
一家的优秀文艺作品，创作具有文
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
现代文明的文艺作品。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实施内蒙古文

艺界思想引领“培根铸魂”工程。用文艺的力
量凝聚共识，以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彰
显新时代自治区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
要倍加珍惜、继续坚持民族团结光荣传统，巩
固发展民族团结大局。以优秀文艺作品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助力全方位建设

“模范自治区”贡献文艺力量。

以文艺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量

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是一项长期工
程，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
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呵护好“模范自治区”的崇高
荣誉。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了文艺事业在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内蒙古广大
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感悟思想伟力，立足内蒙古丰富的文化资源，
坚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创作的生命线。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
走向乡村牧区，从开展的文化村长助力乡村文化
振兴行动，到《草原》杂志组织艺术家深入乡村开
展的自然写作营活动，再到围绕脱贫攻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主题，推出的长篇报告
文学《春风染绿红山下》《让世界看见》《大漠流
金：中国库布齐精准扶贫纪实》、长篇小说《最后
一任扶贫队长》《阳光下的风景》作品集、短篇小
说《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等，文艺工作者正用
实际行动为乡村贡献着文艺力量。这些优秀的
文艺作品，聚焦新时代的鲜明主题，充满了时代
气息。这些增强人民群众精神力量、彰显新时代
的思想和价值观的精品力作，记录内蒙古农村牧
区发展成就，展现内蒙古农村牧区社会风貌，推
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贯彻落实好党的二
十大精神，切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推进
内蒙古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要
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
务，以文艺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以文艺引领
幸福美好的生活，更加豪情满怀地投身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以文艺之魂鼓舞广大人民群众
更加奋发有为地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以文艺之力激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
伟力，以文艺之光照亮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前
进之路。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团结奋斗，共同续写“模范自治
区”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内蒙古的文艺
力量。

为全方位建设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模范自治区””贡献文艺力量贡献文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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