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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趣事
都说中国人有种菜的“天赋”，岛

礁、沙漠、雪域、高原……只要我们
愿意，哪里都能“种”出一片天地。
有条件要“种”，没有条件我们创造条
件也能“种”。你若不信，有图为证。

2015年 11月 9日，美国纽约曼哈顿
东河河畔，联合国总部会议大楼内人头
攒动。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国防
部维和事务办公室、国防部国际传播局
共同主办的《为和平而来——中国军队
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25 周年图片展》
正在这里隆重举行。我在苏丹维和期
间，拍摄的一张展现中国维和官兵为当
地民众传授蔬菜种植技术的照片，作为
64幅作品之一入选。

虽然照片背后的故事已过去了 8
年，但仍深印在我的脑海。

苏丹的物资相对匮乏，蔬菜更是
奇缺，市场上蔬菜的价格高得出奇。
联合国供应各维和力量的副食品种比
较单一，多为土豆、洋葱等，鲜见其
它绿色蔬菜。即便是这样，如果遇上
道路毁坏或武装冲突，十天半月见不
到补给车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到达苏丹后，我们的官兵就
发扬“南泥湾”精神，扛起锄头，开
荒种菜。苏丹靠近赤道，全境受太阳
直射，素有“世界火炉”之称，4-7月
的酷热季节，气温可达 50℃以上。在
这样的气候条件下种菜，谈何容易。

困难难不倒咱勤劳智慧的中国军
人。烈日当头，为防阳光“烤”坏菜苗，战

友们用茅草编织成草帘子，给菜地搭设
防晒网；用水困难，他们不辞辛苦，每天
从 20多公里外取水浇灌，甚至把自己的
饮用水省下来浇菜苗……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一批批维和官兵的努力下，营区的
菜地内，空心菜、小白菜、黄瓜、辣椒、西
红柿、大西瓜……一派生机盎然。瓜果

飘香、蔬菜满园，不仅丰富了官兵的“菜
篮子”，还成为UN城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2010年 7月的一天，我与战友们正
在采摘蔬菜，忽然发现一名当地男子透
过铁丝网非常专注地看着菜地里的一
切。出于职业敏感，大家顿时警觉起
来。一连几天，每当我们在菜地里忙

活，这位“非洲兄弟”就在院子外面
“陪”着。时间长了，彼此逐渐熟悉起
来，这名“非洲兄弟”也打开了话匣子。

他叫拉维，家就在维和营地附
近，看着中国维和部队的菜地里长势
喜人，他很惊奇，非常想拜中国维和
官兵为师，学习蔬菜种植技术。可是

拉维一直担心官兵们不收他这个“洋
徒弟”，所以一直在外面偷偷学艺。部
队领导了解到情况后，专门把拉维邀
请到营区做客，并指派在国内获得
“绿色证书”的种植能手给他当老师。

选种、育苗、栽植、灌溉……在
田间地头，官兵手把手地给拉维讲
解，从土壤分析到田间管理的每个细
节，并鼓励他把维和官兵的菜地当作
试验田。“中国师父”讲得仔细，“洋
徒弟”学得认真。一个多月时间，拉
维收获满满，他不仅学到了蔬菜种植
技术，更与中国维和官兵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临别时，我们送给他几包蔬
菜种子和百余棵菜苗作为纪念。

2010 年 9 月 16 日，拉维又来到中
国维和部队做客，这次他是专程来给
“中国师父”说说自己的种菜成绩。据
他介绍，他的菜地虽然不大，但品种
很多，有辣椒、黄瓜、丝瓜等，足有
十五、六个品种。“靠着中国师父传授
的技术和提供的种子、菜苗，我的菜
地现在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在部队
营地的菜地里，拉维指着一根 20多厘
米长的四季豆说，“我的菜也能长这么
长！”他的话语，引来大家一片笑声。
我连忙举起相机，将这温馨的一幕定
格下来。于是，就有了入选联合国图
片展的那张照片。

回国后，听接替我任务的战友讲，
拉维凭借向“中国师父”学到的蔬菜种
植技术，让全家人的生活有了显著改
善，而且他还带出了10多个徒弟呢！

总能把贫瘠的土地变成良田，官
兵的“法宝”可不仅是中国人身上一
脉相承的“种菜基因”，落地生根、自
力更生、吃苦耐劳，才是我们子弟兵
的“功夫秘籍”。

“中国蓝盔”种菜功夫引来苏丹“洋徒”
■何悦东

11月 11日是弟弟的生日，现在

他正全力备战明年的高考。今年年初

我休假回家，他向我表露了参军入伍

的想法，我举双手赞同！但是他太瘦

弱了，我怕到时候他那“身子板”一开

始就会跟不上训练节奏，打算先给他

“加个餐”。生日礼物我都已经看好

了，哑铃、握力器、蛋白粉……再给他

买身运动服和跑鞋，就算他没有如愿

走进军营，能把身体练好了也是受益

无穷啊！

——第71集团军某旅 郭柳娉

“双11”我实在不知道应该买点什

么，思来想去，在新兵连时，教导员一直

让我们多读书，读好书，说当了“兵哥

哥”不读书可不行。军事技能要练过

硬，思想上更要忠诚坚定。我的“购物

节”就准备多买一些书，充实一下头脑。

——武警北京总队新兵团九大队

安瑞响

别提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双

11”了，今年我啥也不买！去年“双

11”，我早半个月就开始为“恶战”蓄

力，选好了一大批心仪的物件，给爸爸

妈妈的按摩仪，给姐姐的口红，还有给

自己的球鞋……谁知“双11”当天，等

我打开手机，自己选的商品早就被抢

购一空。今年，我把行孝和购物放在

平时，不凑这波热闹了！

——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

慕佩洲

“双 11”购物潮，我怎能袖手旁

观？虽然是个糙汉子，可也抵挡不住

购物的诱惑啊！翻看手机，“送给那个

她”“男朋友最爱”的营销广告铺天盖

地，我突然想起“双11”的另外一重身

份：“光棍节！”奈何单身多年，不由心

疼自己。哎！身边的几个“单身汉”，

不也和我一样没人爱么，我就给大家

买点零食分享下。没有爱情，咱有战

友情！

——北京卫戍区某团 谢瑶琳

今年想买的东西我早都看好了，从

小喜欢音乐的我，在排长的鼓励下终于

鼓足勇气迈出第一步，买了一把吉他。

这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课余时间，等以

后练熟了，还能给战友们唱歌解闷。连

排长都说，我这是脱离了“低级趣味”，

走上军旅艺术人生啦！

——第82集团军某旅 伍开舟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浙江人，单

位在山西，天气一冷皮肤就特别干。

平时工作忙，护肤品用完一直没去买，

感觉自己越来越不“精致”了。其实，

我们女军人也是女孩子啊，也有一颗

爱美的心，所以我打算买一套好的护

肤品给自己，让自己变得“美美哒”。

咱们“铿锵玫瑰”，战斗力和“颜值”同

样优秀。

——海军航空兵某团 庄舒云

我想在“双11”的时候给妈妈换一

部手机。妈妈的手机已经用了好几年，

每次我打电话过去，总听到她“喂”个不

停，似乎听筒不大好用了。换部新手机

方便跟妈妈联系，也能让老妈跟一下潮

流。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 胡雪睿

（赵镜然、李博涛整理）

网络时代，亮亮战友们的购物清单

1988 年秋，18 岁的我应征入伍，
到内蒙古当兵。

连队驻扎在内蒙古武川县的一个
深山沟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交通
闭塞。老兵说，营地附近经常有狼出
没，问我怕不怕？我嘴上硬气：“咱当
兵的人，天不怕地不怕，还会怕狼？”

然而，说这话后没几天，我就真的
和狼“面对面”了。

连队的炊事班养了一头体形硕大
的老母猪，听老兵们说，它可是连里的
“大功臣”，全连官兵一年四季能不能吃
上猪肉就全靠它了。我来连队的第一
个月，这头老母猪就下崽了，而且一次就
下了18头小猪娃。全连上下为之欢呼
雀跃，这一年连队都不会缺猪肉吃了。

就在全连官兵正沉浸在“母猪产
房传喜讯”的欢欣鼓舞中时，“意外”却
接踵而至。母猪产崽后的第三天夜
里，炊事班大刘忽然听到猪圈里母猪
像挨了一刀似的歇斯底里地嚎叫。大
刘快步跑到猪圈，看到一只灰狼正在
猪圈里撕咬着母猪和猪娃们。大刘抄
起地上的一根木棒狠命地向灰狼头部
砸去。那只灰狼受到袭击后，一声狼
嚎，抛下母猪，向远处的山坳里逃去。

连长和指导员都赶了过来，经过查
看，母猪的后臀被狼牙撕开了一个血口
子，但没什么大碍。猪圈地上躺着三头
血淋淋的小猪娃，狼在逃走的最后一刻
还叼走了一头。损失惨重啊！连长和
指导员痛心疾首。四头小猪娃日后就
是四头大肥猪哩，得出多少猪肉啊！为
防母猪和猪娃们再遭不测，连长下令增
加一班岗哨，晚上 9点至次日凌晨 5点
派士兵到猪圈旁站岗。排长安排我给
“母猪”站第一班岗，并嘱咐一定要站好
岗，不能再损失一头猪娃。

夜，渐渐深了。我手握钢枪，顶着
刺骨寒风笔直地站在猪圈前，听着母
猪和它的“儿女们”发出幸福的呼噜
声。凌晨一点，那只灰狼又蹑手蹑脚
地来了。看到我和我肩上钢枪刺刀的
辉光，灰狼在离我十几米远的地方站
住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和我进行默
默对峙。对峙了大约 20多分钟，狼腾
地一下站了起来。我心下一慌，但很
快就稳住神。我从肩上取下自动步
枪，“哗啦啦”拉动枪栓，刺刀尖对着饿
狼。听到拉枪栓声，狼掉头就跑。

其实，我也就是吓唬吓唬它。狼跑
了一段路，没听见枪声就又转了回来，
并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我心里“突突”，
有点害怕：“狼真冲过来，怎么办？”我突
然想起狼怕火，于是在猪圈门口点了一
堆火。果然，狼不敢再靠前了，绕着雪
地转了数圈后悻悻地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那只狼又来了
几次，但每次看到都有士兵在猪圈门
前站岗，没有一点靠近的机会，它后来
就不再来了。

这段难忘的“特殊”经历，也成为
我当兵岁月里特别有趣的一段回忆，
至今想起仍忍俊不禁。

站 岗
■佟才录

西藏山南军分区边防某

营战士王东酷爱打篮球，三

分远投、突破上篮都是拿手

绝活，但苦于身高不够，还从

没尝过扣篮的滋味。这天，

战友蒋磷、杨鑫海突发奇想，

帮王东达成心愿，完成一次

漂亮的“飞跃扣篮”。群山巍

峨，见证战友情深。

李国涛摄

瞧我—
飞跃扣篮

兵 漫

后 果
■谢学梅

巧填字第累累累期答案

自从“双 11”被商家打造成
“购物节”以来，这一天已逐渐成
为网友们集中“买买买”的日子。
军营中的“90 后”“00 后”官兵有
着怎样的消费观？可以从他们的
购物清单中折射出来。

——编 者

连队智趣园

中国维和官兵为苏丹民众传授蔬菜种植技术。这张照片入选了《为和平而来——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25周年图片展》。

何悦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