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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直分明的棱角、方正有致的版
型、平坦整洁的铺面，棉质蓬松的病号
被成了不折不扣的豆腐块。第79集团
军某防空旅上尉军官张淞硕住院期间
的床铺被医生晒到朋友圈，多家媒体跟
进报道，一时间走红网络。

与张淞硕同住 19号病房的是 94
岁的老兵宋广元，老人曾参加过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一时间，19号病房成了“网红打卡

点”，病友和医护人员纷纷拿起手机“晒
一下”“评一下”“转一下”，这对“战友加
病友”成为大家争相了解的对象。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座营盘培
塑一个兵。大家好奇，是什么样的地方
培育出这样优良的作风？张淞硕出院

前，把屋里收拾了一遍，把病号服洗干
净。他出院后，除了一个让医生过目不
忘、不忍拆开的豆腐块，患者信息表上
部队番号也同样在他们心中熠熠闪
光。因为一个病号，人们记住了一个番
号。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谁都有可能成
为关注点。张淞硕有些“恍恍惚惚”，他

没想到，站军姿、走队列、叠被子这些当
兵的基本功，会吸引这么大的流量。地
方电视台请他上节目，兄弟单位请他去
讲课，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纷纷称赞“中
国军人，真帅！”他明白，人们赞美的是
部队生活日积月累培塑的过硬作风和
精神品质，更是对能打仗、打胜仗的人
民军队优良作风形象的敬仰和推崇。

因为一个病号，记住一个番号
■杨 光

“网红被”带来的巨大流量让公
众再次聚焦军人群体。在此之前，
因为网友随手拍和一些媒体报道，
诞生了不少军人“网红”。在这些人
的影响下，公众对国防和军队的关
注热情高涨，由此在增强全民国防
观念、促进征兵、提升军人荣誉感等
方面带来积极影响。

兵法曰：居则有礼，动则有威，
进不可当。军人要有军人的样子。
军人形象，包括外在形象和内在气
质两个方面，是军人基本素质和社
会地位的集中反映。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样子就是要“有灵魂、有本
事、有血性、有品德”。“四有”回答了
强军兴军征程中我军官兵具备的政
治信仰、素质本领、精神特质和道德
情操，立起了官兵立身、立志、立德
的基本准则，树起了新一代革命军
人应有的样子。而“网红”军人恰恰
是这些优秀品质的具体表现。

近年来，“网红”层出不穷，质量
良莠不齐。而军人“网红”每次现
身，都是满满正能量。地震救援，军
人果敢无畏演绎“最美逆行”；川航
险情，老兵机长冷静处置化险为夷；
洪水救援，官兵“最美睡姿”让人心
疼……无论哪个时期，军人都在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注入一剂
正能量强心剂。

军人“网红”，是网络时代军营
的一张“活名片”，有助于凝聚起全
社会关注军营的目光，增强全民国
防观念。军事专家张召忠退役后，
成立了工作室，并开通“局座召忠”
公号，并“触电”网络直播，迈入了
他自称的“老年网红”行列。借助
这一平台，这位军人“网红”不遗余
力传播军营正能量，传播国防知
识，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网民，为大
家全面认知军营提供了窗口，也
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着大家的国防
观念。

军人成为“网红”，能激励自己
和身边人不断向上向好。部队可借
势而为，释放军人“网红”的正能量
效应。比如，借此展开学习教育活
动，激励广大官兵比学赶帮超，对官
兵高标准、严要求，同时也可对军人
个人形成压力，从而推动各项工作
达到新水平、新高度。

诚然，军人的使命是保家卫国，
本无意走红。但军人“网红”的正能
量效应不容忽视，军人的一言一行，
举手投足之间，传递着正能量的价
值，是一种向善向好的导向。一句

“解放军来了”浓缩着多少的情感。
大灾之时有军人，危难之时有军人，
和平之时有军人，守卫幸福有军
人。有军人形象做榜样、以军人样
子为标杆，必将激发更多向上向善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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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举动，让他们
走红网络

张淞硕“火”了，英俊帅气的面庞，
“一看就有军人样儿”，打听他的人越来
越多。

张淞硕是军人后代。父亲张强曾
在部队工作27年，是全军二级英模。孩
提时代，父亲的言传身教塑造了张淞硕
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价值信条。子
承父业来到部队后，他始终在加速奔
跑，在训练和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

“士兵的身份可以平凡，但思想不
能平庸。”张淞硕把这句话当作座右
铭。入伍第二年，他就当上班长、入了
党。第三年，就以集团军部队总分第一
名的考核成绩被确定提干。

2016年 8月，父亲张强用自己的生
命挽歌给张淞硕上了最后一课。那天，
由于连续多日宣讲和撰稿，他突发疾病
倒在了前往宣讲的路上。第四次躺在
抢救室，他没能战胜病魔，临走前，手里
还紧攥着 67页讲稿。一名军人即便倒
下也要保持冲锋的姿态，张强用实际行
动再次教育张淞硕如何做一名“大写的
军人”。

回过头再看那床“网红被”，棱角分

明、方方正正的外表，并不是刻板和教
条，而是张淞硕本能性地自然流露。没
想到在网络时代成为网民讨论的热门
话题，无形中给网民打开一扇了解军营
的窗口。

这样的“成名”方式，张淞硕不是第
一人。

一次，武警北京总队一支队十八中
队战士在奥林匹克公园执行完执勤任
务乘地铁返回途中，被乘客拍下一张整
齐列队候车的照片，走红网络。由于站
姿笔直、列队整齐，有人质疑是摆拍。
战士的回应很幽默：我觉得我们的站姿
已经很随意了。当被问及在非执勤时
间，部队是否对排队候车的站姿有要求
时，一名战士说：“没有要求啊，只是一
种习惯。”

今年 5月的一天，在上海火车站南
广场西侧执勤哨位，两名武警战士如往
常一样顶着烈日站岗执勤。本以为是
极其平常的一天，一名 7岁萌娃把他俩
送上“热搜”。当天监控拍下暖心一幕：
小男孩和一名女性长辈路过哨位，男孩
被哨兵吸引，在与家长短暂沟通后，手
握饮料来到哨位前：“叔叔，辛苦了，请
你们喝牛奶（饮料）！”

凡此种种，都不是刻意为之的“走
红”，而是由于军营的日常与大众生活
的反差而衍生的暖心故事。去年，反映
西藏山南军分区边防某团六连戍边故
事的报道《我站立的地方》刊发后，六连
官兵致信媒体的话让人印象深刻：我们
火了，西藏边防军人火了。没想到，我
们做的分内事、平凡事，能得到全社会
的广泛关注、一致认可。

从历史走来，这些
好传统没有丢

张淞硕所在旅地导二营教导员张
可一直琢磨着一件事，能否借机搞一堂
教育课，让官兵回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
风，对照自身找差距短板。说干就干。
一堂名为“点赞不同时代军人好作风”
的教育课开讲了。

中士张国锋喜欢看红军长征的书籍，
对那段历史如数家珍。他说：“长征时，先
人后己是红军共同的选择。记得有个红
军过草地时，分到了干粮舍不得吃，行军
途中遇到饥饿难耐的路人，瞒着战友把
干粮给了他们，自己每天吃些野菜、凉水
充饥，因为体力不支而晕倒，直到路人来
还干粮袋，大家才明白事情原委。”

“解放战争时期，很多部队所到之
处，都自觉做到：水缸不满不走，院子不
净不走。当时，有支部队进驻天津，战
士们饥肠辘辘，街上商店无人看守，放
着许多罐头、饼干，但大家不为所动，全
部封存上交，夜里下雨，战士们浑身湿
透仍坚持露宿街头，无一人闯进民宅。”
排长赵国鑫说。

从历史走来，军人的好样子通过大
家的“群像”描述逐渐清晰。

上士贺可杰最近一直关注“刷屏”
的老兵张富清。“老人在革命年代冲锋
陷阵立下赫赫战功，转业后深藏功名，
在地方默默无闻作贡献。脚踏实地，不
慕名利，完美诠释了军人本色。”

“作为普通一兵，我要对军人非因
公外出可着军装的规定点赞。这身军
装虽然只是军人样子的一部分，但时刻
提醒自己约束言行。”指挥保障连上士
刘云岭说，有次外出偶然救了一个差点
被拐卖的小女孩，小女孩的父母后来联
系上他，说孩子至今对穿迷彩的人十分
亲切，有时候见到还会敬礼。这让他很
受触动，感到老百姓对这身迷彩的感情
没有变。

上等兵李晶超把关注点放在了“网
红”老兵身上。“网红被”的事传开后，他
上网搜索老兵宋广元的信息，深深被这
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革命所震撼。
李晶超说：“一日为兵，一生都将打上军
人的底色。无论现役还是退役，这群人
身上的那股劲儿不会褪去。我忘不了
老兵吕保民徒手勇斗歹徒时的孤勇，忘
不了自主择业干部谢彬蓉扎根大凉山
支教的奉献。”

……
总结发言时，张可感慨地说：“与其

说是一床被子走红，不如说是一种精神
在感染着大家。这种精神就是军人的
灵魂，它浇铸出一种流淌于血液、融化
为人格的军人好样子。”

近些年来，随着军营越来越开放，
在社会的广角镜头中，军人越来越走近
大众的视线。

一块黑板火了。无锡市阳山中心
小学的一块黑板上写着：“你们只管好
好学习，祖国由我们守护。”群众知道，
这是军人的“特有格式”。

一个光背的身影火了。在桂林漓
江跳水勇救落水儿童的叶芳强，只留下
湿漉漉的光背身影和人们的赞叹。群
众懂得，这是解放军做好事不留名。

病号房的“豆腐块”、机场车站里的
“一条线”、安保站位上的“上体正直，微
向前倾”……正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积
累中，加深人民对子弟兵的信赖和崇敬。

这件事让张淞硕再次审视自己。
他说：“叠被子是不起眼的小事，但对我
而言，这是有意义的事、该做的事；对网
民来说，这是诠释军人好样子的新注
解；对于广大战友来说，这更应该理解
为对过硬内务作风的一种形式拓展，既
是价值体系牵引，更有本色传承担当。”

“刷屏”背后是过
硬本领

朱日和演习、国际军事比赛，最美
逆行、最帅军姿、最燃征兵宣传片……
近年来，在新闻热搜词中不乏军营元
素，在众多报道中，中国军人、中国军队
以自信开放的姿态走进公众视野。

一直以来，外界不吝对军人的溢美
之词：军礼最有样，军姿站得棒，军人是

榜样；祖国无战事，军人有牺牲；冲锋陷
阵第一线，抗震救灾最前沿……对于这
些，军人自身有清醒的认知。该旅参谋
长蔡瑞民说：“刷屏只是表面，真本事才
是军人的根本。军人好样子既体现在
日常生活、训练、执行任务的细节之中，
更体现在能打仗、打胜仗的真本事上。”

一级军士长李政是该旅的响当当
的技术骨干。入伍25年来，他立足现有
装备学习信息化知识、钻研信息化技
能、驾驭信息化装备，18项技术革新成
果中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三等
奖5项，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
等功3次。

“成功秘诀是什么？”李政的回答让
人印象深刻：“夯实立身之本的紧迫
感。”熟悉李政的战友知道，他对钻研技
术有股痴迷的劲头。一次，为了研究一
种“战车状态监测系统”，他在技术室里
闭关一个多月。研发成功后，他蓬头垢
面地直奔旅长办公室报喜，把别人吓了
一大跳。常来旅里开展装备巡修的厂
家工作人员最怕他。为啥？一怕他“吹
毛求疵”地“挑刺”；二怕他没完没了地
提问。李政对这些不在乎：“外界的声
音不重要，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军人就
得练就过硬本事，为谋打赢尽一份力，
厚实随时迎战来犯之敌的底气。”

“提起‘金头盔’，大家都知道蒋佳
冀，提起‘时代楷模’王锐，大家知道这
个普通一兵的不凡成就。他们的走红
给人更多的启迪。”蔡瑞民说，“网红被”
带来的正能量效应让人欣慰，但他更希
望大家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地了解部
队、了解军人，了解强军征程中全军官
兵练强打赢本领的实践。

的确，军人生来为打赢，一切好作
风、好样子的最终指向是谋打赢。从抗
日战争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到
抗美援朝把“世界最强大对手打回谈判
桌”，从“两弹一星”惊天出世到神舟飞
天、“蛟龙”深潜、航母下水，军人用真本
事赢得赞叹；从抗美援朝“黄继光飞身
堵枪眼”，再到和平时期抢险救援“人民
子弟兵为人民而战”，军人用真打实干
赢得信任。

“军人好样子”是什么？调查中，有
的官兵说，是练出一身肌肉块，打遍天
下无敌手；有的说，是驾轻就熟用好武
器装备；有的说，“扫雷英雄”杜富国就
是“硬核”……大家形成共识，“硬核”就
是过硬的核心能力，就是打胜仗。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军人成为正能
量“网红”，在社会视角的镜头中立体呈
现中国军人的好样子，掀起一波波流量
热潮。这是社会尊崇军人的良性效应，
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演训场上的明
星，比武场上的冠军，是当代军人更应
当向往的坚定追求。

左图：张淞硕所在部队进行战术训
练。 杨兴博摄

“网红被”背后的军人好样子
■王聿开 杨 光 孙佳兴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图①：张淞硕所住医院主治医
生朋友圈截图。

图②：张淞硕（左）和宋广元
（右）在叠被子。

图③：“小兵”张淞硕出院前给
“老革命”宋广元留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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