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京西文化 校对 鲍琪责任编辑 王羽仪 电话：88699818-2233
石景山报2018/1/4

歌
曲
《
歌
唱
军
民
共
建
文
明
店
》
创
作
追
记

一首好的歌曲，不仅能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更能激发战斗力，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十四年前，我在石景山区粮食局宣教科工作。当时，全市正在开展“五讲、四美、三

热爱”、学雷锋和职工读书系列教育活动。
这些活动既有声有色、形式多样，又入心入脑，极具时代特点和影响力。回想那个年

代，工青妇群众组织非常活跃，宣传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树立了一大批像张海迪、对越自
卫反击战英模等优秀人物和先进集体。还出现共建文明单位、文明街巷、文明店等许多新
生事物，这是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初始阶段。在这一大背景下，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与四
平台粮店，互有愿望，结成对子，经过友好协商，签订军民共建文明店协议，并举行隆重的
揭牌仪式。市领导张大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首长，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前来祝贺。四
平台粮店成为全市第一家军民共建文明店，拉开了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序幕。

为促成这件事，战友京剧团副政委韩荣实、团工委书记朱宝光和四平台粮店经理郭文
甫等同志投入大量的精力，全程策划并参与，对共建协议反复斟酌，几易其稿。在筹备的
紧要关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延东同志亲临现场指导工作，给共建双方鼓舞
了士气，也促使揭牌仪式非常成功。

几天以后，我撰写的军民共建文明店简报，被《北京青年报》摘要刊登。军民共建的效
果逐渐显现，促进粮店两个效益同步提高。京剧团的同志定期帮助粮店搞卫生、码垛、售
粮，在共建中加深了军民鱼水之情。双方定期为东下庄、八大处的4户孤寡老人送粮油、
打扫卫生，一直坚持了多年。

1984年春节前夕，我有幸与京剧团和粮店的职工，冒严寒、顶着西北风，扛着米面拎着
油，徒步10余里，一户一户地走访慰问。京剧团不忘发挥自己优势，走到哪里京剧就唱到
哪里。这下让老人们高兴得不得了，还吸引很多街坊邻居一同观看，把小屋挤得满满的，
老人们笑得合不拢嘴。共建双方不仅送粮送油上门，还把精神盛宴一并送到老人们的心
坎上。

我作为军民共建文明店的亲历者，整个过程的参与者，走访慰问的目击者，接受一次
践行宗旨的党性教育，一堂生动的现场教学，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身为
宣传干部，有一种有感而发、按捺不住的冲动，就想写点什么，至于创作诗歌、歌词、还是小
快板没有想好。转眼到了三、四月份，正赶上工会系统开展“五月的鲜花”歌咏比赛。听到
这个消息，我有个想法：军民共建文明店这一新生事物，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好诠释，如
果用歌曲唱出来，不仅能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也体现出战歌伴着时代唱，这一鲜明的
时代特色。打定主意后，我把想法向局领导做了汇报，立即得到支持。我又与京剧团做了
沟通，他们对这个创意也非常赞同，认为发挥了部队专业文艺团体的特长和优势，商定以
小合唱的形式，来歌颂军民共建文明店这一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果。于是，我把写歌词
的任务承担下来，结合所见所闻，亲身经历，仅用半天时间，一气呵成，创作出《歌唱军民共
建文明店》的歌词，反复打磨、修改后又征求京剧团同志的意见。团领导非常重视，把这首
歌词直接交给了著名军旅词作家刘薇，请她帮助修改。刘薇同志非常支持，二话没说就把
歌词修改好了，还让老伴儿——战友京剧团政委王引龙谱上曲子。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王
引龙、刘薇夫妇是著名军旅词作家王晓岭的父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仅用一周时间，
歌曲《歌唱军民共建文明店》问世了。拿到词曲后，京剧团和粮店职工共发动20多人，加
班加点紧张排练。记得那天，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衣着整齐，带着浓郁的行业情感，
到古城电影院参加全区歌咏比赛，一时惊座四方，掌声如潮。这首歌表现形式好、编排活，
内容向上向善、紧贴形势，词曲全部原创，得到评委认可获得比赛第一名。随后又到市里
比赛，最后唱进了中南海，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评价，荣获特别奖，为石景山区争得荣
誉，也为军民共建文明店这一新生事物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赵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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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于1983年，1984年由战友京剧团、四平台粮店部分人员演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