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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终岁尾，时值评功评奖，黄脸
盆和工兵锹为了争夺“军营第一神器”的
名号起了矛盾：一个说水里来、沙里跑，
一年到头不停脚；一个讲又刨坑、又砍
树，时时刻刻不停步。夜里等辛苦了一
天的官兵入睡，它俩又开始“犟嘴”……

黄脸盆：身穿一缕淡鹅黄，常伴官兵
上战场；别说塑料体格弱，能装能坐本领
强。大家好，我是黄脸盆，战友们都亲切
地称我为“军营第一神器”。

工兵锹：羞羞羞，自封第一脸皮厚；
啧啧啧，要论本领我最优。我说老黄，我
看你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军营第
一神器”当然非我工兵锹莫属了，这都是
大家公认的。

黄脸盆：多说无益，咱俩比比？
工兵锹：比比就比比！我先说，我打

“娘胎里”就显贵，知道造就一把合格的
工兵锹需要下多大功夫吗？需要 268道
工序，48个检验环节，锹头是特种好钢，
锹把是实心好木。枪林弹雨我不怕，风
吹日晒我不怂。

黄脸盆：哈哈，你是出身显贵，我是
经济实惠。别看我造价便宜，但咱蕴含
科技，听说过高密度聚乙烯树脂吗？我
就是这个材质，环保经济，轻便实用，抗
拉抗摔，抗踩抗拽，不信你试试？

工兵锹：那我就不客气了，瞧着！哎
哟，我说老黄，你咋凹进去一个坑？我是
不是下手重了？

黄脸盆：没事，瞧我的，慢慢我就复
原了！

工兵锹：别说是有两把“刷子”，不过
我觉得咱俩比得有点偏，咱俩争的是“军
营第一神器”，你说军营啥最重要？

黄脸盆：打仗！打仗打不赢，一切等
于零。

工兵锹：对，就是打仗，咱俩比比谁
在打仗的时候作用大！你看我，能挖掩
体挡子弹，能当武器打近战，能砍树枝开
道路，还能火上煎鸡蛋……粗略一算，
挖、锯、砍、刺、切、钳、扣、钩、撬、锤、量、
斗等20余种功能，你服不服？

黄脸盆：服……你的嘴皮子，那是真
溜。你再听听我的：脸盆不大能装水，战
友拿我练憋气；不仅陆战当猛虎，遇上江
河不添堵。脸盆不小能装土，一盆顶你一
上午；战壕掩体我也能，就是你得松松土。

工兵锹：看，还是得我把土松了，你
才能挖吧？

黄脸盆：可是我挖得多呀，我看在打
仗上咱俩谁也离不了谁。不对，是战友
们都离不了咱俩。咱俩再比比，看谁经
历的故事更感人？

工兵锹：我先说，那是一次演习，班长
带着我们执行敌后突袭任务，在躲避蓝军
的追踪中，干粮都掉了。没有了口粮，全
班人饿了一整天，到了快傍晚的时候，班
长不知从哪里找到三个鹌鹑蛋，用工兵锹
煎熟后，谁也不肯吃。班长给新兵，新兵
让老兵，最后每人吃了“指甲盖”那么一点
儿，班长说，“人是铁，饭是钢，但咱们班是
‘金刚钻’，这点困难压不倒咱们！”大家都
感动得落泪了，眼泪就滴在我这锹头上。
最后全班人齐心合力圆满完成突袭任务，
“端了”蓝军的一个通信枢纽。

黄脸盆：我以为你是个不通情理的
铁脑袋，没想到你是一把感情细腻的工
兵锹呀。说起我，那也是满满的故事，一
个脸盆都装不下。班里有个新兵有点娇
气，平时爱偷个懒，有时还和班长顶句
嘴。一次紧急拉动到陌生地域，那个新
兵走得脚肿腿疼，班长啥话不说，烧了一
盆温水，为新兵泡脚。由于是紧急拉动，
炊事班的餐具没带齐，大家都得用脸盆
打饭吃，那新兵看了直摇头，“洗脚脸盆
盛的饭吃不下。”班里其他人说，“新兵你
可别犯傻，班长用的是给你洗脚的脸盆，
你用的是班长刚换发的新脸盆。”新兵听
了顿时哽咽，立志要当过硬兵。过段时
间要比武，百人队伍他得赢。

工兵锹：我都被班长感动了。岗位各
有不同，打仗各自都有功。我说咱俩也别
争了，战友们对咱俩那都是情深似海，割
舍不下。部队是个大集体，岗位无论大
小，贡献不比多少，打赢才最重要。只要
为战斗力添彩，咱俩就都是“军营神器”。

军营神器
■徐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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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大琳，陆军某工程维护部队新兵
团女兵班长。外表俊俏精干，性格热情
直爽，“川妹子”的特点在她身上体现得
淋漓尽致。更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她
的拿手绝活“变脸”。

8岁时，卓大琳就进入四川省川剧学
校学习“变脸”。13岁时，她便登上了春晚
的舞台，还曾在人民大会堂进行过表演。
入伍以后，身怀绝技的卓大琳很快就成了
连队的文艺骨干，大小活动中、晚会上，她
的“变脸”绝活成为战友们的必点节目。

今年中秋节，作为新兵班长的卓大
琳主动请缨，在中秋文艺晚会上为新兵
们表演“变脸”。她头戴花翎冠，身披红
斗篷，身体伴着鼓点旋转，形态各异的脸
谱在旋转瞬间不断变换，看得场下的新
兵们连连拍手叫绝。

从那以后，新兵们都知道女兵排有
一个会“变脸”的班长，还送其美名曰：
“变脸”班长。卓大琳所带四班的新兵
们，一个个更成了班长的“小粉丝”。

随着时间推移，“小粉丝”们发现，卓
班长不仅在舞台上“变脸”技艺高超，在
训练、生活中，更是深谙“变脸”之道……
这不，早上在班里，卓大琳还和新兵们有
说有笑，一张“风和日丽脸”，可一到训练
场上，卓班长的脸就“晴转多云”，要是有
人在训练的时候“开小差”，那“狂风暴雨
脸”肯定少不了。

当然，卓班长在训练间隙总是“热
情洋溢脸”。有一次队列训练，卓大琳
发现班上新兵的士气有所下降，她立即
组织大家休息，脸上严肃的表情也变成
笑容。“训练就是要再苦再累也无所畏
惧，一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送给大
家！”热情澎湃的歌曲，让新兵们的疲惫
一扫而空。
“卓班长唱得好不好？再来一首要

不要……”旁边二排的男兵“伺机挑衅”。
“自古英雄女杰有，现今女兵志更

豪。”天生要强的卓大琳，面对男兵的挑
战,带领全排女兵对男兵发起“全面反
击”。最终，“火力全开”的女兵们取得了
压倒性胜利。此战过后，士气猛增的女
兵们在训练中越来越有干劲，“变脸”班
长的名气在整个新兵团更响了。
“变的是脸，不变的是心。”训练中卓

班长是铁面严苛的“教头”，生活上她则

是嘘寒问暖的“知心姐姐”。对于带新
兵，她始终怀着一颗知兵爱兵的心。

湖南籍新兵李沁，素质好、悟性高，不
管是叠被子还是练队列，她都比别人学得
快。但个性强的她，身上总带着一股傲
气，老觉得班长是来为难她的。卓大琳想
让她当标兵，结果她一句“高处不胜寒，当
标兵太累”，气得卓大琳脸通红。这么好
的苗子卓大琳不忍放弃，可任凭卓大琳如
何“变脸”，李沁都无动于衷。

一天晚上，李沁在洗澡时不小心摔
伤了腿，又赶上感冒发烧。那几天，卓大
琳就像姐姐一样，每天照顾李沁，为她擦
药。有一次，李沁刚睡醒，看到卓班长正
端着热水和药坐在床边。看着班长为自
己熬出的黑眼圈，李沁再也控制不住眼
中的泪水，抱着卓大琳，心疼又调皮地
说：“班长，这次你变熊猫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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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之北，大雪初歇。久违的阳光
透过白杨树杈，洒在新疆军区某边防团
综合训练场上，官兵的脸庞被映得一片
明媚。
“守望远方，走向荣光，我们在风雪

中挺直脊梁……”寒风中一段激昂的旋
律掠过耳畔，军旅原创摇滚歌曲《热血
荣光》响彻雪海。“‘迷彩鞋’乐队来啦！”
战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迷彩鞋”乐队由 5 名官兵组成，

“迷彩鞋”的名字，是他们几番商讨才
确定的。支援保障营勤务连副连长、
乐队吉他手于寰宇介绍说：“‘迷彩鞋’
是军人和军旅的一种标志和符号，从
入伍到离队，战友们穿着它踏着边关
的土地，稳健踏实、步伐铿锵。同时，
取名‘迷彩鞋’也是希望乐队成员能创
作出更多‘接地气’的作品，更好地为
战友服务。”

穿着迷彩服、踩着迷彩鞋，这支
“迷彩鞋”乐队成立一年多以来，走边
防、进哨所，联合驻地的文工团成功演

出 20余场。
今年夏天，“迷彩鞋”乐队跟随演

出队，为边防一线哨所的官兵进行文
艺巡演。当他们走进素有“蚊虫王
国”之称的北湾边防连时，铺天盖地
的蚊虫着实让大家吓了一跳。当天演
出现场，为了演出效果，“迷彩鞋”乐
队放弃了官兵提供的防蚊服和防蚊
帽，在露天环境下为大家连续演唱了
3 首歌曲。演出结束后，乐队每名成
员的脖子上、手上都被蚊虫叮咬得红
肿一片。

“是戍边官兵给了我们创作的动
力。”四级军士长、乐队主唱孔令龙
说。有一次，乐队前往“西北第一哨”
白哈巴边防连演出，室外温度达到零
下 20 多摄氏度，官兵露天而坐。“迷彩
鞋”乐队上场后，军旅风格的摇滚歌曲
顿时点燃了官兵的热情。原计划演唱
2首歌曲，可是官兵意犹未尽，最后乐
队演唱了 7 首歌才算作罢，演出时间
也随之延长了一小时。

年底即将服役期满，面对走留选择
的孔令龙本已作好了退伍打算，是官兵

的喜爱让他产生了动摇。一次演出后，
他在乐器盒里发现了一张哨所官兵留
下的卡片，上面祝福的话语让他感动不
已：“听君一曲歌，再守十年防！期待孔
班长创作更多的军旅歌曲，陪伴我们戍
边守防！”

孔令龙放弃了退伍的想法，还专门
创作了一首边防歌曲《又是大雪纷飞》，
纪念自己的选择。
“音乐是世界的语言，当自己表达

的东西得到认可时，是我最有成就感的
时候。”尽管汉语并不纯熟，但哈萨克族
战士、鼓手叶尔凯西是乐队里最活跃的
一个。以前因为语言问题，他和战友很
少交流。在和乐队成员一起排练、演出
的朝夕相处中，他又找回了自己阳光自
信的一面。

如今，“迷彩鞋”乐队已经创作了
《热血荣光》《士兵荣耀》等 6首军旅歌
曲，有 10余首作品能够登台演出，奉献
给守防官兵。
（图为：“迷彩鞋”乐队正在演唱原

创歌曲《热血荣光》。由左至右分别是

键盘手阿依丁、贝斯手阿克牧江、乐队

主唱及吉他手孔令龙、节奏吉他手于寰

宇、鼓手叶尔凯西。）

咱团有个“迷彩鞋”乐队
■王子冰 徐明远

金秋的脚步，随着滚滚沙尘入驻
日喀则沙漠地区。夕阳的余晖与天边
的云朵融为一体，远远望去，一张清
澈明朗的水彩画“霸屏”半面天空。
四周光秃秃的山峰银装素裹，像是一
支支整齐庄严的阅兵队伍，昂着头颅
眺望远方。掏出手机随手一拍，就是
一张美轮美奂的“壁纸”。

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里，清
一色的黄沙几乎覆盖所有，唯有一处
格桑花缱绻在夕阳下，彰显着生命的
活力。一次次沙尘暴来袭，虽惹一身
尘埃，却不失蓬勃朝气。极目远眺，
黄色的沙尘掩盖不了它的娇艳，那眼
神蓄满了渴望，抛去一切外来阻挡，
随风舞剑，让这一片荒芜更加绚丽。

跟随黄继光部队的军用“平头
柴”卡车大军，我们顺利抵达了日喀
则沙漠地区。我像猴子般拉着篷布绳
索跳下车厢，一缕清凉的微风迎面扑
来，仿佛踏入人间仙境，让我抑制不
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

如此美丽的日喀则却不是理想的
生命之地。这里的含氧量是平原地区
的 60%，几乎无一处肥沃土壤。当我

回过神来，只见光秃的山峰，没有一
棵树，地上零落着几株面目沧桑的骆
驼刺。显然，这里久未逢雨，满地沙
如“棉花”，一脚踩下去，脚便没进沙
里，很易崴伤脚踝。

我在与一名铁路工人聊天中得
知，藏族同胞非常尊重生命。“在藏
区要千万谨慎，不要随意踩踏地上的
植物，不要随便抓地上跑的小动物，
要 是 被 藏 民 看 到 ， 可 能 会 跟 你 拼
命！”在这片土地上，每个生灵都是
独一无二的主人，这里就是它们唯一
生存的家园。

部队进驻速度很快，不到一星期，
所有的设施都已完备。一排排整齐划
一的帐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地面：黄继
光荣誉室、娱乐器材室、篮球场……在
帐篷间，还有一小片园地，被战士们亲
切地唤作“心灵家园”，显得异常夺目。
因为在那贫瘠的园地上，有一平米战士
们精心呵护的格桑花。
“格桑”在藏语中寓意美好、幸福，

所以格桑花也叫幸福花，寄托着藏族人
民期盼幸福吉祥的美好情感。在藏族，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无论是谁，只要找
到了八瓣的格桑花，就找到了幸福。

要知道在这不毛之地的沙漠里养
活它，谈何容易？为了将这一平米的
格桑花苗保护好，战士们可是花了不

少心思。训练之前，班长下了“命
令”，回来的时候每人必须带一把“羊
屎蛋子”，用来给格桑花施肥。战士们
还给格桑花做了专属“避风港”，防风
沙、防冰雹，保护幼苗。

即使是战士们全力保护格桑花，
无情的沙尘暴并未有丝毫怜悯。当他
们进行三天三夜的野外拉练时，留下
格桑花独自与恶劣的环境“作战”。精
致的“避风港”在风沙中不堪一击，
格桑花被披了件厚重的黄色外衣，让
人难以辨别它的真面目。拉练归来，
战士们赶紧松土、浇水、重建“新
房”……满目疮痍的格桑花如大病初
愈，以一种顽强的姿态呈现在战士们
面前。此刻，战士们发现竟有几个可
爱的花苞挺着小肚子，互相搀扶着，
令人喜出望外！

为了方便给格桑花浇水，战士们
在园地旁边建造了一个半米多深的小
水池。一次，大伙儿无意间发现有白
色的根须竟穿透了混凝土水池墙壁，
伸到水里大概有10厘米。

终于，有一天早晨，格桑花鼓起
勇气，揭开了自己神秘的面纱，将美
丽的容颜展现在士兵们面前，五颜六
色的花朵像一个个精灵，相继绽放。
战士们的成就感顿时涌上心头，那份
喜悦不可言喻。

别看只是一平米的格桑花，却吸
引了不少官兵的眼球。除却本连队，
其他连队的战士路过的时候也会驻
足，忍不住多看两眼这一平米不一样
的风景。战士们很多次用手机拍下照
片，发在“朋友圈”里，记录下格桑
花成长的瞬间。

格桑花的每一次劫难，都拨动着
战士们的心弦，它既是一种心灵慰
藉，更是战士们的“好战友”。在这片
沙漠，它们不仅要在热浪袭人的环境
下生存，还要用弱小的身躯抵抗风
沙、冰雹的侵袭。也正是因为格桑花
拥有这样不屈不挠的勇气，才能与战
士们并肩作战在沙漠深处。如今，格
桑花已然能够在风沙与冰雹的侵袭
下，傲然生存。一朵被毁坏了，另一
朵又开了，就这样循环往复，这一平
米格桑花，日益灿烂。

世上有朵英雄的花，那是青春吐
芳华。战士们只是这沙漠中的匆匆过
客，帐篷一拆，又奔赴另一个阵地。
那一平米格桑花，缱绻在风沙中，娇
艳依旧。正如元代散曲作家刘致在
《踏歌行》中所说：“梦里思大漠，花
时别渭城。长亭，咫尺人孤零。愁
听，阳关第四声。且行且慢且叮咛，
踏歌行，人未停。”

(题图设计：高旭尧)

世上有朵英雄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

一平米格桑花
■■陈贵平 赵英强

落日余晖下，海面波光

粼粼，平静中仿佛积蓄着力

量。海天辽阔，一队列兵紧

握 钢 枪 守 护 着 脚 下 的 热

土。光与影交错，勾勒出他

们青春的身影。

余海洋摄

霞光中有你最美的身影


